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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居住的小區，有兩家幼兒園，一家在我
們家屬大院裡，另一家是我以前的小學，也
是兒時的母校，後來改建為幼兒園。盛夏的
午後，我走進這所幼兒園，卡通牆繪，塑膠
操場，特色盆景，撲面而來的童真氣息，瞬
間喚醒了好多或深或淺的難忘記憶，直到走
進會議室，我依然有種緩不過神兒來的感覺。
會議室裡已經陸陸續續來了不少人，都是

來社區開黨員會議的。我剛找到自己的位
置，隔座的老先生就問道：「姑娘，你是鍾
師傅的孫女吧？」我使勁兒點點頭，仔細打
量他，臉龐消瘦，眉毛濃黑，卻精神矍鑠。
一身裝扮，深色西服，白襯衣，腳着運動
鞋，絲毫看不出歲月留下的痕跡。他雙手握
着一根枴杖，我驀地想起這就是學校家屬大
院裡的杜爺爺，退休前他負責學校的閱報
欄，在校園裡經常看到他穿梭的身影。

記得學校建校60周年的時候，有人採訪
過他，回憶起風雨飄搖的歲月，他飽含熱
淚，幾度哽咽，學校1956年建校，1966年
迎來「文革」，「當時學校的一半被旁邊的工廠
吞併，學校幾欲停辦，我們白天被紅衛兵批
鬥，晚上偷着搞教學，身邊的同事、學生受
盡折磨……每天都有不好的消息傳來。」
我斷斷續續想起他的一些事情，就在這

時，有位頭髮花白、銀光閃閃的老奶奶在我
旁邊坐下，她身着方格上衣，黑色長褲，腿
腳利索，眼睛明亮，就是耳朵有些背。杜爺
爺主動打招呼，「小柳，你來了啊！」「你
是……我怎麼想不起來了！」「噢，你是老
杜啊，怎麼這麼瘦了，但身體還是很硬
朗！」老奶奶姓柳，建國前老黨員，多年沒
見，她認不出來我了，我衝着她一邊的耳朵
介紹自己：「您是從小看着我長大的，還記
得嗎？」她停頓片刻，猛地想起來了，不住
地詢問我身體狀況。年過九旬的老人與年過
八旬的老人，坐在一起交談，是多麼動人的
場景啊！邂逅兩位老人，我的心裡久久不能
平靜，是說不出的感念，也是歲月流逝所賦
予的饋贈。
會議開始後，社區主任先介紹兩位老人，

他們都是老黨員，杜爺爺年過九旬，自己騎
着三輪車去居委會辦理高齡補貼，而柳奶奶
是建國前的老黨員，「老話說，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我們社區也是個大家庭，杜爺

爺、柳奶奶就是一寶。」聽到這裡，我敬畏
的心更加敬畏了，望着他們，恍若走進一條
深邃而漫長的歷史長廊，有太多不為人知的
故事，等待去閱讀、去記錄、去傳承。就像
當天會議的主題「那年我入黨」，年輕黨員
作為故事守護人與老黨員結對採訪，講述他
們當年入黨的難忘經歷，收集珍貴的老照
片、手稿，最後編輯成畫冊作為保存和傳
承。與我結對採訪的老黨員是魏阿姨，每次
社區活動中幾乎都能看到她忙碌的身影，給
人總是樂呵呵的樣子，但是，真正走近她
後，聆聽她當年入黨的故事，我看到的是那
一代人的理想追求。
面對老黨員，幾乎每個故事守護者都會問

起：「當年你為什麼要入黨」這個老掉牙的
問題，我也不例外。魏阿姨沒有直接回答，
而是從她自己年輕時的經歷說起。「那是一
個崇尚劉胡蘭、董存瑞、江姐、雷鋒等無數
英雄的年代，思想教育氛圍非常濃厚」，我
想起書中寫道的：「那是一個年紀輕輕就幹
大事，年紀輕輕就丟性命的時代；那是一個
引以為榮，真正存在過的、最有骨氣的中
國！」魏阿姨說：「我不是一個爭強好勝的
人，但在那個時代，我想做一個政治上要求
進步、積極向上，學習各項都要盡力優秀，
不做被人看不起的落後分子、差生。」正是
這樣的動機，在初中升高中的時候，她向學
校提出加入共青團的申請，由於出身成分不
好等因素，團總支兩次上報團市委都沒有被
批准，她的夢想就這樣落空了。但是，她沒
有放棄，高中畢業後成為一名共青團員。
參加工作後，在身邊同事潛移默化的影響

下，她才產生了向黨組織靠近的想法。當時
她所在單位不到40人，十幾位都是黨員，
他們在工作中任勞任怨，踏踏實實。周六下
午，學習「毛選」，堅持做筆記，每月寫思想小
結；日常生活中，同事們互相關心，坦誠相
待，使她這棵正在成長中的「小苗」得到滋
養，說到昔日同事們的幫助，年過七旬的她
依然難掩激動之情，「他們的先進性影響了
我工作的一生，影響着我做人至今的標準。
我感激他們，敬重他們。」拳拳恩情，沒有
因歲月流逝而稀釋，反而歷久彌新，永不褪
色，成為她的精神重心，我也深受教育。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她在不斷學習中有了

積澱，鼓起勇氣向黨組織提出入黨申請，經
過近十年的考察，1996年她正式入了黨。
從此，「做一個有奉獻精神的人」成為她的
信仰。奉獻，交談中她多次說到這個詞
語——一個在今天被忽略、被冷落的詞語，
卻有着寬廣而豐富的內涵。我突然理解了經
常在報刊上看到的這兩句話：因為奉獻，所
以榮光；因為奉獻，所以年輕。
「退休二十年，我沒有放鬆學習黨的新時

期各項文件，熱心為黨支部建設盡一分力
量，做一個健康的黨細胞，做合格的共產黨
員。」堅持做一件事不難，難的是數年如一
日的堅持，更難的是在環境簡陋的情況下仍
然始終如一。據我了解，當初，工作地點、
住房與辦公室只有幾十平米，魏阿姨與同事
們嚴格執行上下班制度，無法騰出辦公室，
她說與群眾閒聊也是工作。住在宿舍，根本
沒有下班時間概念，她隨叫隨到，大到滋事
打架，小到鄰里矛盾、夫妻不和，她都要
管，而且一管到底。一次，有人半夜裡動手
打起來，她不顧家中的病人，跑出去處理、
調解，直到對方都消了怨氣、握手言和，她
才放心回家。殊不知，她自己的兒子身體也
不好，長期需要人照顧，但她從不抱怨。
基層黨組織，條件有限、設施簡陋，但是

她總能因地制宜，想出辦法。1997年慶祝
香港回歸祖國，她帶領黨支部成員到工地上
進行集體簽名慶祝活動，受到大家的一致讚
揚，通過這種儀式表達對香港回歸的喜悅，
為祖國統一強大而自豪。20多年來，魏阿姨
見證過很多孩子加入黨組織，印象最深刻的
當屬自己的女兒。在她的引導和教育下，女
兒工作後提出入黨申請，幾年後成為正式黨
員。說到這裡，她的臉上漾起難以言述的自
豪感。
這次採訪令我深受觸動，心頭始終縈繞着

一種溫熱的情愫，很難用語言表述清楚。沒
有經歷過「文革」時代和困難時期，很難體
會到那一代人的火熱青春和毫無保留的奉獻
精神，但是，生命的感召能夠穿越時空，並
植入心靈、抵達靈魂。就像金一南教授在
《苦難輝煌》一書中所說的：「不是要你到
歷史中去採摘耀眼的花朵，應該去獲取熔岩
一般運行奔騰的地火。」看不見的地火，永
是奔騰燃燒，永遠精神指引。

楷材泛愛桂蘭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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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夏新觀察
在北京，入伏以後
的天氣十分悶熱。也

正因此，小狸抽空回了趟「老家」陪伴
父母聊度「苦夏」。這時候，自然想起
小時候在北京最愛吃的雪糕來。記得是
熊貓狀的，頭是棕色的，身子是白色
的，十分可愛、好吃，又十分便宜，記
得也就一毛五分一支吧。
但一問狸老竇和狸娘，他們笑了。狸
老竇說，現在誰還吃雪糕呀？狸娘說，
現在滿大街都是賣奶茶的、賣各種
鮮榨果汁的飲品店，要是想吃根雪
糕，還真不知道上哪買。聽他們這
一說，小狸自然是感到有點失落，
那少年時代的美好時光難道就這樣
稀罕以至於瀕臨消亡了嗎？
於是有一天，小狸特意到大街視
察了一圈。那可愛的「小熊貓」自
然是百匿不見了，但換了花樣的幾
種雪糕還是有的，但很難找，只有
個別社區的店舖裡還有賣的。一問
賣雪糕的大爺或大媽，他們大抵說
的是，現在姑娘小伙都說這雪糕熱
量高，吃着會長胖；他們要減肥，
不興吃這個了。
哦，這倒也可以理解。連帶着，
小狸發現就連小時候挺時髦的圓筒
冰激凌也只能在日漸清冷的麥當勞
或肯德基裡才能買到。與之成為鮮
明對比的，是如今夏天的北京，大
街上的各種飲品店接二連三。特別
是在那些中央空調洞開，北京市民
（含各地來京客）大多流連忘返的
眾多商廈裡，雖與那些圓筒冰激凌
有共同基因卻又迥然有別的冰淇淋
店幾乎是人滿為患了。只見這些店

大多冠以老牌的DQ、滿記、哈根達
斯等或新晉的名牌無邪、雪冰等，
而且這些店面售賣的是冰淇淋，但
整個場景頗類咖啡館：人們手持一
品邊吃邊聊，既消暑納涼又消磨時
光。誰能說這不是北京之夏的新一
景嗎？
小狸不禁有感而詢，據一位業者

說，她看過權威的《中國餐飲報
告》，早在去年即2017年，其中的「飲
品」這一細分品類即迎來了大爆發，
其「飲品店」在訂單量和訂單金額的
增幅中，均排名第一；在客單價增幅
的排名中，也高列第三。
還有，這位業者進一步介紹，除

了線下如此，現在在線渠道銷售的
冰淇淋也很客觀，如品牌官方網店
從2012年的3%已上升至2017年的
16%；和路雪、八喜、馬迭爾、雀
巢、蒙牛、伊利等大牌冰淇淋均在
「京東」設有「旗艦店」……
只是，這些時髦的奶茶也好、店

內冰淇淋也好、網紅冰淇淋也好，
其熱量實在也不低，分分鐘高過
「小熊貓」數倍，所以看來，姑娘
小伙們口中的「怕胖」實在是個雙
標，留給「胖」的預算一直有，只
是從當年時髦的「小熊貓」流轉到
如今流行的「奶茶」上而已。一句
話，鐵打的時髦，流水的雪糕。
只不過，那些個舉着「小熊貓」
在胡同的柳樹下跳皮筋的夏日畫面
很難找尋了，但左手捧奶茶右手按
手機的夏日畫面也終將成為一代人
的夏日記憶。沒有誰的比誰的更
好，都是帶甜味的年輕夏天。

因為文化界大老
岑逸飛岑公的緣

故，與香港長者協會主席麥漢楷先
生有緣相會，兩番閒論時事、相談
甚歡。一日忽然收到麥翁傳訊，邀
我出席他老人家八十壽筵。長者有
命，欣然隨喜，叨陪末座。
所謂「秀才人情紙一張」，除了

賀儀還要加送賀聯。麥翁大名漢
楷，都是常用字，做一副嵌名聯不
難。楷字有兩音，廣東人取名凡選
楷字，一律讀如「佳」（gaai1），
幾無例外。但是常用詞如楷書（中
國書法最常用的定體）、楷模，卻
宜讀陰上聲（kaai2）。雖然常有俗
讀為「佳」，則未必人人都能接受。這
副對聯的楷字，就不能用「楷模」
義，免得「授人以柄」，給江湖上
笑話「潘老頭」讀破了字膽。
漢字凡從木旁，本義大多與樹木
有 關 ， 楷 樹 的 楷 ， 只 能 讀 如
「佳」。麥翁的大名，當作楷樹的
楷，優於作楷模的楷了。楷樹，又
名黃連木。此樹適應力強，可以在
惡劣環境及土壤成長，其木質堅
硬，可以用作木製傢具的材料。
漢，本義是長江支流漢水。劉邦建
立漢朝之後，漢又成為族名。現時
中國人九成以上是漢族，中國字正
名為漢字，中國話亦統稱漢語。
這嵌名聯，可以用漢質對楷材，
漢人的秉賦、楷木的質材。麥翁幼
孤，早歲曾遍歷艱辛也。凡贈聯用
語，應要切合受者的品藻事功，不
宜言實不副也。麥翁是國文老師，

退休前是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副校
長，同時是香港著名義工，服務社
會逾一甲子！
國文老師除了負責教導學生中國

語言文字，向來都要兼管德育，畢
竟經典範文多有古哲先賢的德行嘉
言。孔子是萬世師表，學說最重一
個仁字，故此「宣仁」必是麥翁作
為資深國文老師的貢獻。麥翁又是
虔誠天主教徒，天主教要求教友具
備信、望、愛三德，而以愛德為最
大。孔子有言：「泛愛眾而親
仁。」以「宣仁」對「泛愛」，送
給麥翁就不怕有阿諛之失了。
況且仁者壽，孔子又說過：「歲

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麥翁
耄耋之年，耳聰目明，健步如飛。
打扮則趨時，雖蓄有一部雪白美髯，
望之亦只如一花甲「少翁」矣。可
贈「松柏壽」三字。古人喜以有香
味之草木形容有德君子，「松柏壽」
可以對「桂蘭馨」。《千字文》有云：
「似蘭之馨，如松之盛。」
遂得仄起七言聯（圖）：
漢質宣仁松柏壽 楷材泛愛桂蘭馨
凡七言聯句，第一字都可平可

仄，所謂仄起，
實指第二字而言。
筆者不通書

道，現在贈聯都
是勞駕前輩楊興
安博士揮毫，楊
老師是金庸學研
究的前輩，亦為
國文老師。

人生路上，我有許多難解的困惑。寧靜的夜
晚，靜聆心聲，終於知道了自己諸多來自心靈的

困惑，其實是因為對自我的過於關注。比如，幫助別人，哪怕嘴
裡不說，潛意識裡依然希望得到相同份額的回報，希望能夠收穫
對方發自內心的感激。佛說，人生在世，應當像太陽一樣，把陽
光與溫暖灑向萬物，給眾生以溫暖與能量，但卻不求報答。這段
話，釋放了我內心沉積已久的鬱悶心情。人生不求回報，一切順
其自然，煩惱自然不會堆積心田。心靈清澈，如陽光下的溪流，
歡快地流淌，滋潤所到之處的每一寸土地，是何等快樂。
人生中，存在許多不可避免的傷痛，它們在心底慢慢累積，讓
人抑鬱煩悶，無法紓解。佛說，一念一天堂，一念一地獄。意思
是說，凡事皆在意念之中。同樣一件事，樂觀的人會快樂，悲觀
的人會哭泣。許多時候，人都在悲喜之間徘徊。其實人生，平
凡，平靜，平淡總有詩情畫意，有心的人才會發現。許多時候，
是我們自己把痛苦放大了，一顆心整日沉浸於悲苦中，難以自
拔。其實人生既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壞，也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
好。以一顆平靜的心看待人生，接受命運中的坎坷，努力跨越；
享受生命中的美好，微笑如花，就是對自己最好的善待。將一杯
鹽水置於湖中，味道清涼，了無鹹味。這是因為，人生的苦痛如
同這些鹽，有一定數量，既不會多也不會少。我們承受痛苦的容
積的大小決定痛苦的程度。所以當你感受到痛苦的時候，就把你
承受的容積放大些，不是一杯水，而是一個湖。禪心若湖，痛苦
無蹤。
什麼是禪？禪是開悟的心，彷彿明淨的晴空，溫暖，和煦，平靜。
什麼是禪？禪是澄明的心，彷彿一湖碧水，清澈，甘甜，悠遠。
比起萬里晴空，我更喜歡禪心若湖這句話。禪的境界，彷彿一
個湖。有人投下石子，蕩起漣漪，湖水默默化解，最終歸於平
靜。生機勃勃的湖，魚自在地游嬉。白雲映照湖心，真的是湖光
山色，風光如畫。微風撩起波紋，彷彿湖的笑靨。風狂雨驟之
時，驚濤拍岸，氣勢蔚為壯觀……心若如湖，氣象萬千。接納所
有的快樂，悄然化解每一次的不如意。上善若水，溫潤清新。
佛說，流水下山非有意，片雲歸洞本無心。人生若得如雲水，
鐵樹開花遍地春。擁有一顆平常心，人生便如行雲流水。

禪心若湖
夏愛華

大地大地
遊走遊走

香港同胞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9周年籌委會上周成立。接踵而來
的是全港18區各個行業都紛紛成立
國慶籌委會，體現了香港愛國愛港
人士十分之多，為自己祖國的生日，用
不同的方式舉行盛大慶祝活動。
九龍城區是香港各區中最能表達

愛國愛港精神的社區之一。7月21日
下午，逾千位九龍城區愛國愛港人
士假座九龍城海逸皇宮大酒樓舉行
了69周年國慶專題講座及工作報告
會，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王小
靈親臨主禮，場面溫馨熱鬧。大會
還邀請到著名作家余非主講「我們
認識國情嗎？」其實，九龍城區各
界每年一度的國慶活動，凝聚了愛
國愛港的市民、街坊在一起，舉行
各種形式的國慶活動，新舊朋友雲
集，每次活動場面都令人十分感
動。今年迎來了工商界名流鍾子權
任首席鑽石贊助人，海南名流雲海清任
黃金贊助人，出錢出力，充分表現
了熱愛祖國，熱愛街坊的精神。
該國慶活動委員會主席芬姐在會

上致辭，她首先衷心感謝老朋友王
小靈副部長百忙之中抽空出席主禮
並發表重要講話。王副部長介紹祖
國新貌，讓港人更深認識國情，勉
勵港人為祖國、為香港更多貢獻力
量，使港人安居樂業。芬姐言辭謙
厚感謝大會同人選她為主席，其實
大會工作多蒙中聯辦及九龍城區民

政事務署領導的指導，特別是新任
九龍城區議會的潘國華主席屈就任
大會秘書長。芬姐坦言，秘書長任
務及責任相當繁重，在潘國華秘書
長領導下的執委會同人，齊心協
力，計劃慶祝活動相當精彩及有意
義。芬姐又指出，近年慶祝活動最多
是慶祝宴會或文藝演出，然而，芬姐
驕傲地說，我們九龍城區國慶籌委
會的慶祝活動都是精心為街坊設
計，例如有電影欣賞會、街坊同樂
日、嘉年華會，最特別的是在九龍
城區高山劇場舉行粵曲比賽，還有
頒獎禮及粵曲折子戲欣賞會。芬姐
感謝潘秘書長及籌委會同人，她相
信今年慶祝活動一定圓滿成功。
籌備委員會同人，都為祖國和香

港踏入新時代所取得的成就而驕傲
雀躍。興奮的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及
中央政府對香港及港人的關懷指
導，把香港納入國家發展大計中，
勉勵港人在「一帶一路」及「粵港
澳大灣區」的國家大計中，發揮優
勢，展現信心，與內地同胞攜手共
創輝煌的未來。
大會同人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為維

護國家安全，禁止煽動「港獨」的
「香港民族黨」運作。同人等認同
特區政府的行動，強調基於維護國
家安全、社會安全、公共秩序及保
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的需要，我們
都不能容忍不法行為，絕不容許
「香港民族黨」的不法言行。

攜手共創輝煌的未來

水有感受嗎？飯有
感情嗎？

最近在太古坊的ArtisTree欣賞了
公開排練的多媒體劇目《Emoto》，
是由日本的國際劇場藝術中心和本
地劇團「糊塗戲班」共同創作。該
劇以《水知道答案》一書為藍本，
該書講述日本科學家江本勝博士做
了多次實驗，把幾瓶水置於同一環
境下，然後不斷把一些稱讚的說話
放於一些瓶子下，甚至對它作出感
謝；對當中一些瓶子則放下負面的
批評，責備它。經過一段時間，在
顯微鏡觀察下，接觸正面訊息的水
會形成完美的六角形水晶；相反，
接觸負面訊息的水結晶則顯得不規
則。這個劇目是想透過肢體的表
達，讓觀眾思考生命的意義。
人體內百分之七十是水分，若果
水是有感受的，人經常面對負面批
評時，對健康和心理必然造成惡劣
的影響，而經常獲得讚賞和肯定，
令心情愉悅身體健康成長。
我也看過一篇報道，有科學家以

飯做實驗，同一煲飯，分幾碗放於
同一環境。科學家對當中幾碗飯分
別每天都稱讚它，感謝它，為它播
放歡樂的音樂。而對另外的飯則毫

不理睬，置諸不理。幾天後發覺沒
受理會的飯發霉變壞，而「備受關
懷」的飯則仍然顯得新鮮。所以科
學家相信物體也有感情，有人認為
因飯裡含有水分，水有感受所致。
相信我們大部分人也曾有以下的經

驗，自己或別人背後有不友善的眼
神，或遠方有人盯着時，自己在不
自覺下，身體會轉向那個方向，也
許是因為那時身體感覺到對該方向
傳來一份令人不安的觸動，到底是
身體哪一部分感受到，為何連一個
眼神也可以和身體相通？是體內敏
感的水分感應到嗎？
既然如此，連水和飯也有感受，我們
作為人對正、負面的批評就感受更
大。如何教育子女和學生；如何與
親人、下屬和朋友相處，值得我們
深思，想不通？問問水，它知道答案。

水知道答案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劉登翰這個名字，早就聽說
過，但真正見面，已是1982年

6月，首屆台港文學學術研討會在廣州暨南大學
召開的時候。我還記得，在那個夏夜，我和他繞
着操場轉，瞎聊。我們話題最多的是有關詩人蔡
其矯，因為我們都認識他，而且為他的坎坷人生
不平。他還說，在我身上看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大學生的精神。具體是什麼精神，我聽聽就算
了，也沒多問。他應該是理解蔡其矯的學者之
一，有個時期，他有撰寫《蔡其矯評傳》的打
算，也做了一些前期的準備工作，我也曾經私下
問過他，評傳如何了？但隨着他各方面的工作愈
來愈忙，終至於沒有時間動手了。
雖然如此，他也給蔡其矯編了八卷本「蔡其
矯詩歌回廊」，雖不是全集，但就當時已公開
發表的作品而言，是比較完整的選本。他在後
記中說：「在二十世紀中國新詩的歷史上，蔡
其矯可能是對中國新詩藝術貢獻最多、而迄今

尚未被充分認識的最重要的詩人之一。」
由於他在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界名聲愈來

愈響，主編過《香港文學史》、《台灣文學
史》等，被界內人公認為權威。但在當時，他
似乎剛介入華文文學學術研究圈子，這些年
來，他從內地文學評論與詩歌創作，越界到世
界華文文學評論界，通過艱苦鑽研，不竭的努
力，碩果纍纍，成為華文文學學術研究圈的一
面旗幟。跟劉登翰非常熟了，有幾次，隨秦嶺
雪去台灣，還一起去新加坡、馬來西亞，他也
和我們在一起。台灣他更是常來常往，和台灣
詩畫界尤其來往密切，為了撰寫評傳《色焰的
盛宴——李錫奇的藝術和人生》，來往訪談數
十次，穿梭閩台之間，這份熱誠，令人肅然起
敬。2016年4月，這本評傳由台北印刻出版，
我也參加新書發佈會，他當場題簽給我留念。
2012年2月，他和秦嶺雪在台北「國父紀念

館」舉行「秦嶺雪、劉登翰雙人書法展」，我

們在一起多天， 除了飽覽他們的書法造詣之
外，也體味他自言的「以水化墨，以墨寫線，
讓傳統繪畫的墨韻，在書法的線條上舞蹈」的
韻味。同時也一起欣賞台北的燈節，更見證了
他在台北友情的深廣。
我跟劉登翰的交往，着實不少。早在1993年

11 月，瘂弦率領一批台灣作者到福建尋根
時，我們同遊武夷山九曲溪，一起坐竹筏。這
25年前的往事，以他的交遊廣闊，可能不會記
得了，但我有一張相片作證：筏子上，他和瘂
弦、陳義芝、朱谷忠以及我一起。那時，我們
是多麼年輕啊！如今歲月沉澱，雖然平時來往
並不密切，卻在在凸顯了我們的友情。
那年，我們飛往廈門，就住在他家對面的酒

店。有一晚，我們走訪他家，除了許多藏書之
外，還參觀了他的墨象室，那是他日夕寫書法
的寶地。看來，他的成就，除了天分之外，勤
奮，恐怕也是必不可免的。

他的天空博大恢宏——劉登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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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日合作的劇目《Emoto》，讓
觀眾思考生命的意義。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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