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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夢想就有希望，有希望就有幸福，
所以許多人都喜歡談論夢想。然而不同的
人夢想也不同。即使同一個人，在不同年
代，不同時期，也會有不同的夢想。

我出生在貧窮的農村，從小就看重吃
飯，所以夢想也總跟吃飯沾邊。尤其上高
中時，正逢「三年自然災害」。那時住在
學校，定糧低，主食少，副食又差，飯都
吃不飽。我們經常吃的是難以下嚥的乾菜
糰子就鹹菜，饅頭見不到，窩窩頭、地瓜
乾也成了稀缺食品。每天下了晚自習回到
集體宿舍，躺進涼被窩裡，肚子餓得咕咕
叫，翻來覆去睡不着。有一次，一位同學
突發奇想：「咱們現在肚子餓，就開個
『精神餐館』吧，每個人都把自己吃過的
好東西說出來，讓大家分享充飢。」他的
提議立刻得到大家的贊同，於是你一言，
我一語，這個「端出」大對蝦、紅燒魚，
那個「擺上」烤鴨、燒雞；還有的「送
來」狗不理包子、肉火燒……這「精神大
餐」非常豐滿，然而卻是牆上畫餅，愈
「吃」愈餓，愈「吃」愈睡不着覺……

第二天中午，我實在餓極了，就來了個
「寅吃卯糧」，把兩頓飯合在一起吃，足
足吃了8條地瓜乾，頓感香甜果腹，舒服無
比。當時我真切地感到，將來有朝一日，
能吃飽地瓜乾就很幸福了！所以我當時的
夢想，就是能吃飽肚子。這在今天聽來，
似乎有些不可思議，甚至可笑。但在當
時，挨餓是普遍現象，吃飽飯的夢想自然
而又現實。而且有這樣夢想的，絕不是少
數人！
後來考上大學，我讀的是師範院校，學

校培養的目標是中學教師。但當時我卻有
點「離經叛道」，專業思想不牢固，總是
夢想將來當一名作家。於是我便練習寫
作，給報刊投稿，把「作家夢」當作自己
的奮鬥目標。然而對於一個生活基礎薄
弱，人生經驗不足，知識相對貧乏的普通
大學生來說，當作家談何容易！所以畢業

後，我既沒當成作家，也沒當上中學教
師，而是被趕到偏遠地區的基層，接受工
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當過工
人，爬過電線杆，下過礦井，每天懷着
「知識愈多愈反動」的負疚之心，幹的活
又髒又累，還要經常「鬥私批修」，「割
資產階級的尾巴」……這時有沒有夢想
呢？也有，那就是早一些被「教育」「改
造」好，摘掉「臭老九」的帽子，順順利
利地當一名普通中學教師……
上世紀80年代，我進入出版社工作後，

編輯工作之餘，也寫了一些東西，並加入
省市作家協會，原來的「作家夢」基本實
現了。可是不久以後，我又感到有些失
望，心想，當一個沒多少成就的小作家沒
有什麼意思，不但因寫不出像樣的作品會
感到苦惱，得到的那點名、利也不足以養
家餬口。這時我讀了著名作家顧城的一些
書，他對作家的看法對我產生了一定影
響。他說：「靠那本書其實養活不了自
己。作家是一回事，出書是一回事，能不
能用它養自己，那是另外一回事……暢銷
作家和作家是兩個概念。暢銷作家是有錢
人的概念，作家是要飯的概念。不能把作
家兩個字印在名片上，因為那樣對別人很
不禮貌，那意思就是說：我是要飯的。」
他的這一思想，促使我作出新的選擇，夢
想也變得更加現實——那就是努力做好本
職工作，當一名稱職的好編輯，編出更多
好書，在向社會奉獻精神食糧的同時，自
己也能有更高的收入。
果然，當我把主要精力用到編輯工作

上，編出一些較有影響的好書，取得良好
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在給出版社創收
的同時，自己也有了較高收入時，我的幸
福感和成就感都大大增強。這時我深深感
到，投身出版事業是我的最佳選擇，而當
一名好編輯是我的最好夢想！
前些年，我從工作了三十多年的編輯崗

位上退休後，生活和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

化，我的追求目標也隨之改變。於是，我
把健康快樂、生活充實當作退休後的新的
夢想，並為此繼續努力。
我所說的健康，既包括身體的，也包括

精神的。我每天堅持登山，並餵養山上的
流浪貓，既健身，又健心。這樣堅持多
年，身體得到鍛煉，體質增強，百病不
生，每天的心情也非常愉快。

我的快樂生活，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
幹自己喜歡幹的事，主要是讀書寫作。沒
退休時，整天工作忙碌，許多書想讀而沒
時間讀。退休後，時間充裕了，有計劃地
讀一些自己喜歡的書，既能增長知識，又
能陶冶情操。而寫作是一種愉快的腦力勞
動，堅持寫作，不但能促進身心健康，還
能獲得豐收的喜悅，使自己的人生更加豐
富。退休後，我除經常在班刊上發表文章
外，還出版了《片羽寸心》、《趵突泉詩
話》、《泉文化——濟南》、《山東民俗
瑣話》、《凡俗雅韻》等多部著作，這使
我生活得既充實，又幸福快樂。二是做慈
善事業，關愛動物，把餵養、救助流浪貓
狗及野生鳥類當作自己的生活常態，讓小
愛帶來大快樂。這一點，很多人不理解，
有的甚至嗤之以鼻。
對此，林清玄先生替我作了回答。他在

《在微細的愛裡》一文中說：「不能進入
微細的愛裡的人，不只是粗鄙，他也一定
不能品味比較高層次的心靈之愛，他只能
過着平凡單調的日子，而無法在生命中找
到一些非凡之美。」「我們如果光是對人
有情愛，有關懷、不知道日落月升也有呼
吸，不知道蟲蟻鳥獸也有歡歌與哀傷，不
知道雲裡風裡也有遠方的消息，不知道路
邊走過的每一隻狗都有乞求或怒怨的眼
神，甚至不知道無聲裡也有千言萬語……
那麼我們就不能成為一個圓滿的人。」林
先生這富含哲理的嘉言，也是我的切身體
會。它為我老年夢的實現，注入了新的能
量，增添了新的動力！

建香港文學館藏倡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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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氣食材
自從我和太太努力
吃中藥調理後，兩人

的身體都變得非常敏感，吃什麼補氣
的東西，立刻會清腸，尤其是早上。
平時狀態好時，當然是天天大便，有
時候甚至一天多次，但工作忙，休息
不足，或天氣太冷，自然也會感到不
暢順，那時候補氣的食品所發揮的作
用，便會特別明顯。
因此按此作指標，在攝取不同食材
的養分時，便會更加清楚。以下是因
應我倆體質的補氣排行榜：
1）黨參，要買粗大的，當然並不
便宜。曾試過煲野生的，湯水會甜得
過分，喝後比咖啡更提神，而且睡眠
時可以較為深沉。
無論是工作還是睡覺，黨參湯都可
以補充血氣，而且處理又簡單，如果
真的沒有時間，簡單至煲水當茶喝也
無妨。我們愛加入杞子、圓肉及蒙芪
煲湯，孩子們也一起喝，既有益又方
便。
2）薑，又便宜又方便。要買沒漂
過的有泥薑。通常雜貨店的都一定漂
得潔淨，所以一定要在蔬菜檔尋找。
另外，最好買有機的，反正薑的價錢
有限，不會負擔不來。買整塊有機薑
或薑粉也好。
後者可長放工作場所，有時加進奶
茶或蜜糖，即使沒病沒痛，只要每天
堅持喝一點，一定大有裨益。天冷時

我們會煲薑茶，來作為早餐飲品。
3）梗米粥，即圓種的白米。韓國

和台灣也有種越光米，相當不錯，總
可以找到有機的。台灣有出不同的梗
米，雖然不是有機，但有列明品質，
自己可小心選擇，而吃上去也很香。
別用茉莉米煲。最好煲兩小時，讓米
化開。
很多營養學家和養生達人也不太支

持白米，但我們吃下去很舒服，一旦
多天沒米飯了，即使吃多少蔬菜也不
會很暢通。每人的體質也是靠自己體
會的。
4）紅棗，有些人以為會燥熱。實
際上香港人長處冷氣環境，又愛喝凍
飲，大部分人都是偏寒的。紅棗又
甜，有補血效果，也特別適合女士。
紅棗水可說是日常的恩物。

以下是「在西九文
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

藏的倡議書」摘要：
設立香港文學館藏，是香港文學界

多年來的願望。香港作家聯會於二零
零四年便率先發起聯署，三十多位文
化界名人碩彥共同倡議籌建香港文學
館。如今，香港文學需要「館藏」，
已經成了文學界的共識，也是許許多
多香港市民的共同心聲。

十四年過去了，我們的呼籲一直得
不到回應。故此，我們與多個大型文
學社團，最近成立「西九文化區建立
香港文學館藏關注組」，特再一次提
交倡議，鄭重要求西九文化區當局認
真考慮我們的訴求，並盡快付諸行
動，為香港的廣大市民、為我們的子
孫後代建起一座文學的殿堂，讓更多
的人得到人文之美的陶冶。

世界各大城市都建立自己的文學
館，如北京建立了規模宏大的現代文
學館；在日本，幾乎所有的市鎮都有
文學館，文學氣息極為濃厚。在亞
洲，日本有三位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
決不是偶然的事。

文學是構成文化的最基礎的重要因
素，香港是中西文化和文學的匯流之
點，對弘揚多元文化文學、樹立香港
國際聲譽與文明十分有利。文學館藏
當然包括了各種館藏，廣為收藏、整
理香港各個時期的文學成果，但在我
們看來，這只是其中一個功能。文學
館藏還有研究、展示、教育、推廣、
保護等功能。

在我們看來，文學館藏不僅是文學
人聚腳的地方，還是普羅大眾接受文
學教育與人文之美熏陶的地方，可以

讓更多的人認識香港文學的過去、現
在及未來，並透過文學推廣香港的文
化，了解香港的社會嬗變及歷史經
驗，感受這個都市的獨特創意與文化
品牌。文學館藏是撒播文學種子的地
方，是培育一代又一代文學新人的地
方；是舉辦文學沙龍、講座的場所，
是各種文學思想、觀念得以交流乃至
交鋒的平台，是香港文學界的「大本
營」，也是青少年的「文學營」。總
之，這裡應該是文學人以及普通市
民、遊客都愛流連的人文地標。

我們始終相信，香港文學館藏的建
立，有利於促進中國的優秀文學傳統
及與西方文學的交流。香港具有自由
的創作空間，而且有中西文化交匯的
區域優勢，實在應該充分利用此有利
條件，促進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交
流與接軌。香港具備條件邀集國際著
名文學家來港駐足、交流文學，設立
文學館藏，更有利於舉辦此一有國際
影響意義的活動，同時有助於香港奠
定區內華文文學交流中心的地位。

文學並不是少數文學人的事功，而
是提升人們的文化修養、使人得以成
為「人」的人文藝術，和音樂、影視、
繪畫等藝術形式一樣不可或缺。

建設香港文學館藏是一項文化大
事，希望香港政府及西九文化區當局
以提升本港都會形象，提高港人文化
層次的遠見卓識，來認真規劃發展這
項功德無量的文化工程。 （下）

（更正：2月21日本欄《饒公與文
學館》一文，文中提到「饒公在二十
世紀初葉」，乃「饒公在二十一世紀
初葉」之誤，特此更正。）

最近內地開拍電
視劇《鄧麗君》，

顧名思義是將已故一代樂壇巨星鄧
麗君的生平事跡搬上熒光幕。
該劇由女星陳妍希飾演「鄧麗

君」一角，消息公佈之後，不少歌
迷們表示，心情有點複雜，喜的是
歌迷能在劇集中懷緬偶像生平的點
滴，也能夠透過劇集的情節知道偶
像生前鮮為人知的部分實況，而歌
迷們都能理解、清楚明白到她們的
偶像由誰來飾演，真的鄧麗君已經
離世了！
對由陳妍希來飾演鄧麗君，外界

的回響很大，畢竟鄧麗君是一位國
際樂壇巨星，深入人心，歌迷們難
免有着種種不同的看法，但歌迷們
卻十分理解地說︰「對陳妍希這是
艱難的任務，誰來演都會被人這批
評那批評的。不過陳妍希那圓圓的
臉，笑容都有着幾分偶像的影子，
這是實話。希望陳妍希頂住壓力，
盡了力就可以，在唱方面不要過於
模仿，我們期待演出！」
中肯的說話，相信對陳妍希來說

也是一份鼓勵和支持。
說起鄧麗君，經常也聽到樂壇中

人對她和樂壇天后王菲作比較，然

而他們口中的比較，只是討論兩位
巨星在歌唱領域上各自的特色，當
然也有個人偏愛的評價。資深音樂
監製對鄧麗君的評價是︰「鄧麗君
唱歌時，幾乎聽不到她的換氣聲，
對音樂和舞台那份獨具的掌控力、
感染力、親和力，以及歌曲意境情
感表達，起承轉合，她都把握得淋
漓盡致，至今樂壇暫未見到有後來
者像她。而王菲的歌唱獨特之處在
於天生的一把小嗓音，所以受到某
程度的限制；不過王菲又是天生懂
得如何去駕馭適合自己唱的歌曲，
將她的小嗓音發揮到極致，很聰
明。」
鄧麗君的歌曲，筆者就深深感受

到是她那份歌聲溫婉悠揚，情感上
容易打動歌迷，似滲入歌迷的靈魂
深處。另曾跟鄧麗君聊到為何不到
內地開演唱會這話題，內地萬萬千
千的歌迷都渴望着她的演出。鄧麗
君就說︰「無數次的邀請我也不敢
答應，我知道他們對我那份熱愛，
但我真的好擔心那『人潮』會出現
人踩人的失控混亂場面，我擔心的
是歌迷們的安全，根本就不是外界
猜測什麼歌酬、什麼政治因素等等
原因。」

陳妍希飾演《鄧麗君》
少爺兵

水過水過
留痕留痕

這個自相矛盾的題目，到底想要說什麼呢？到
底是有記憶，還是沒有記憶呢？難道天命也有像

「潛行凶間」那樣的夢境與現實混淆的奇遇？或是像「凶心人」
那樣的失憶症，令我的回憶就像碎片一樣，不知虛幻真假？
其實，每當天命被問到「師傅，有沒有風水個案是你印象最深
刻的」？我的腦海就會自動浮現這個答案：我印象最深的，恰恰
是我最沒有記憶的一段經歷！
曾有一段時間，天命在日本發展事業，我還記得在櫻花盛放之
時，到日本主講風水講座，當時同行的有我的助手、翻譯以及日
本經理人。
講座完成後，經理人便帶着天命在附近四處觀光。櫻花是鋪滿

日本風光畫的主色，天命雖然有鼻敏感，也不願意錯過這抹色
彩，所以早已有備而來，隨身攜帶了對抗敏感症狀的藥物。正所
謂「人生如戲」，我實在沒想過這樣的情節竟會發生在自己身
上——一時看走眼，不小心把安眠藥錯當成敏感藥！
唉！吃下去的藥，真是覆水難收！偏偏此時，日本經理人邀請

我為其弟弟的家居風水提供意見。現在回想起來，整個看風水的
過程我實在毫無印象，只記得我與家中主人握手問好之後，看到
家中有着傳統典型的日本榻榻米。至於我自己說過什麼、想了什
麼？如今只剩一片空白！看完風水之後，天命回到車上，更是馬
上昏昏大睡！夢醒之後，我問助手，方才看風水時，自己有沒有
錯漏百出？沒想到，已跟隨我多年的助手表示，方才說的話跟平
時差不多，既清晰又言之有理，完全看不出有何不妥。
原來，雖然天命昏昏欲睡，但我的「潛意識」卻能夠自動運

轉，竟然令我在這樣的狀態下也沒有出大差錯。這樣的奇遇，很
難不成為我最為「深刻」的回憶。雖然直到現在我還是想不起當
時說了什麼，但我會深深記得：「說話唔可以亂講，而藥更加唔
可以亂食」！

被遺忘的記憶天言天言
知知玄玄

王馨平從高球到瑜伽

剛剛過去的除夕夜，家家團
聚，戶戶飄香，顯示在微信朋

友圈裡，一大桌菜品豐富菜式各異的年夜飯，
成為幸福美滿最標準的配置。常吃的拿手菜，
不常吃的山珍海味都上了桌。拜不分地域不論
習俗的朋友圈所賜，只要細細看一遍，煎炸蒸
煮，肥雞肥鴨，羊腿豬蹄，鮑魚龍蝦，碟滿桌
滿，應有盡有。拜發達的物流配送和種養殖技
術所賜，不分南北無關時令，生猛海鮮，蒿笋
芽絲，瓜果葉尖兒，輕灼慢燉，鍋碗瓢盆，應
上盡上。
大飽口福大快朵頤之時，有一事深感遺憾。
食美器陋。
冷眼看去，朋友圈裡晒出來的年夜飯，無論

材質如何上乘，菜式多麼精美，拍出來的照片
卻大都差強人意。細究起來是盛放菜餚的餐具
出現了三混問題，盆碗碟鍋混用，陶瓷搪瓷不
鏽鋼塑膠各式材質混用，餐具的顏色更是混亂
不堪。
英雄配良駒，美女坐香車。食美而器不美，
猶如明珠暗投，教人甚覺可惜。在中國人的飲
食傳統評價標準裡，色、香、味俱全，是基本
要求。排在首位的色，並非只是菜餚本身的顏
色，而是搭配相宜盛器，兩兩相得益彰的視覺
效果。大食家袁枚曾說，煎炒宜盤，湯羹宜
碗，參錯其間，方覺生色。正是對美食須配美
器最凝練的總結。

其實何止普羅大眾家年夜飯的餐具不講究，
正在央視熱播的美食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第
三季》，第一集的關鍵字就選擇了器。令人大
失所望的是，除了浮光掠影地介紹了一款炒菜
鐵鍋和穿山灶，關於餐具的着墨更是少之又
少，難以擔起這個器字。
中國被外國人喚做瓷器，歷經千年走入現

代，在升斗小民柴米油鹽的生活中間，全無瓷
器之美，實在不該。中國被稱為禮儀之邦，走
進各地的博物館，腹圓有耳的簋，形方有足的
簠，斂口有蓋的嬃，兩柱三足的斝，侈口圈足
的觶，讓我們在驚歎先人對於器具精美雅致追
求的同時，也自慚形穢到連這些器具的名字都
不能準確讀出，實在大不該。
還記得初讀《紅樓夢》時，驚詫於寄居在櫳
翠庵裡的道姑妙玉。雖是帶髮修行的弱女子，
擁有的茶器之美令人炫目。招待賈母，用一個
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小茶盤，裝着成窯
五彩小蓋盅。招待隨同的人，則是一色官窯脫
胎填白蓋碗。請寶釵黛玉吃梯己茶，又端出了
時人聞所未聞的瓠瓟斝、點犀盉。聞香而來的
寶玉，沾光也要討一杯用梅花上的雪烹出的
茶，妙玉隨手指給他的茶具，便是一隻精巧的
綠玉斗。品茶之餘，還不忘用一個九曲十環一
百二十節蟠虯整雕竹根的大海，來譏諷寶玉不
知茶品之道。
曹公的這一段文字雖有炫富之嫌，卻讓人對

傳統的器具之美，頓生嚮往之心。
閒暇之餘，看過不少現代瓷器作品展。論胎

質釉色造型，以及藝術造詣，精品之作層出不
窮，絲毫不遜色於歐美日韓。但走進超市，供
民眾選購的日用瓷器，只滿足實用功能而甚少
講求美感。因陋就簡並非好習慣。我們常常驚
艷於日本的飲食，殊不知器具之美為其增色，
殊不知融入文化的器具之美，更用豐碩的利益
加倍予其回報。
舊年我在東京買過一套擺放乾果的瓷碗，價

格比內地同等使用功能的瓷碟，貴出好幾倍。
略感欣慰的是近年來，飲茶之風復甦，茶具
之精，令人讚歎，繁複美輪，古雅簡拙，各美
其美。企盼餐具亦能如此，讓中國人的生活器
具之美，再次迷倒東北亞征服歐美，中華民族
的文化復興就真的不遠了。

美食不如美器

夢想伴我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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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棗有補血效果。 網上圖片 ■圖片是作者攝於今年除夕年夜飯。

上世紀90年代憑一
曲《別問我是誰》走

紅的王馨平，近年經常要飛台灣探望
中風的父親、當年紅極一時的武打明
星王羽。前陣子巧遇她，她雖然奔撲
於香港和台灣之間，但沒半點疲態，
狀態甚佳，原來是拜練瑜伽所賜。她
本來最愛打高爾夫球，何以會改變興
趣，鍾愛瑜伽？
王馨平跟老公李家輝都愛上打高
球，認為夫婦有共同嗜好，有助增進
夫妻感情，更覺得打高球能鍛煉耐
性，訓練自己承受得起壓力。
因打上癮，王馨平一星期打足七

天，回家還狂讀高球書，最瘋狂時期
每天練球4小時，共打18個洞，十年
來作密集式的練習和重複的動作，身
體開始負荷不來，加上忽略了運動前
後的熱身和鬆弛動作，膝蓋、肩膊等
部位出現勞損，以致經常要物理治
療，後來她意識到不能再這樣下去，
開始搜尋其他改善方法，於是造就了
她接觸瑜伽運動。
她隨即愛上瑜伽，甚至決心考取導
師證書，因為透過瑜伽的伸展動作，
王馨平發覺身體勞損的情況得以改
善，更加醉心練習，從最初每星期兩
次，至密集式每天練習，王馨平對瑜
伽的鍾愛程度有增無減，因為她確切
體會到瑜伽為身體帶來的進步。她覺
得經過耐心練習，身體由很繃緊而變

得有彈性和柔軟度有所提升，甚至能
順利完成高難度的動作，如頭倒立，
令她對瑜伽大感興趣，為此她報讀基
本瑜伽導師課程。
20天的導師課程，王馨平以「非常

艱辛」來形容。她憶述：「每天上課
10小時，由清晨7時開始身體鍛煉，
首3小時不斷練習高難度瑜伽動作，
已消耗了大量體力，另要背誦很多古
書梵文、瑜伽式子動作，下課後還要
寫論文，腦力和體力被掏空，有同學
中途退出，但我絕不放棄。」
經過200小時的努力，終考獲瑜伽

導師牌，為此她喜極而泣。因她獲取
的不僅是專業資格，還有一段從心靈
實踐的成長歷程，瑜伽不單令她更健
康，亦讓她重新審視自我，明白到要
放棄很容易，但若想進步就要不斷嘗
試，才能成功，她終於明白人生所遇
到的每個問題，就如瑜伽式子的每一
個動作，直接反映出性格特質，同時
提醒無論你是懦弱，還是勇敢，也必
須自我尋找出路和答案，學習如何面
對困難和逆境。
至於飲食方面，王馨平不愛化學製

品，說與其吃維他命C，不如喝真正
的檸檬汁。
對於外貌，她覺得培養自信很重

要。隨着年齡增加及增廣的見識，她
對自己充滿信心，自言很喜歡現在的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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