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友的機遇和指南

觀心
常霖法師最近在
《溫暖人間》雜誌講

觀點與角度，舉的例子很有意思，
原文是：「一位女大學生日間上
學，夜間當舞小姐，人們罵她：
『下流賤格，不知羞恥！』另一位
舞小姐晚上上班，日間去讀大學進
修，人們就讚歎她：『真是俗世清
蓮，實在太難得了！』其實這兩位
舞小姐不是都在做一樣的事情嗎，
為什麼人們的評價那麼極端呢？」
法師想說的是，我們的心常被先
入為主的概念影響，帶着分別計較
的心來評斷自以為的對錯，看不清
真相。他勸勉人們，「以後當遇到
一些事相的表面現象時，不要即時
衝動地作出反應和批評，應該先停
一停，把心念回到呼吸上面，才可
以冷靜地觀察到自己原先受限的思
維模式，把心整理一下」，改變觀
點與角度之後，看待事情的準則會
變得更寬廣。
不過要完全放下佛家說的「分別
心」，確是很難。上面的兩個女
子，都是白天上學晚上開工，日程
完全一樣，但俗世中人，多尊重大

學生而鄙視舞女，才有認為堂堂大
學生淪落兼職舞女是不堪，而本為
舞女卻能矢志向上兼職讀大學者，
則稱而頌之的普遍想法。
要突破固有觀念的框框，法師提

出要停一停，回到觀呼吸和觀心上
去，以拓寬觀點角度，這是一種方
法。我覺得另一種方法，是先想一
想別人行為背後的原因，比如舞女
不怕辛苦兼職讀大學，是為了什
麼？純是為增長知識，或為日後轉
行鋪路？還是識了個金主，想增值
打進上流社會？而更徹底的，是根
本捨棄以職業把人分類的思想，正
如五六十年代咱們港產粵語片，苦口
婆心勸勉大家的金句：「職業無分貴
賤」，也可幫助大家去除「分別心」。
另一個關於觀點角度的常用例

子，是兩姐妹爭一個橙。姐妹都想
要整個橙，絕不接受把橙切開一人
一半的折衷方案。幸好溝通後，發
現原來姐姐只要橙肉榨汁，妹妹只
要橙皮做蛋糕，於是各得所需，走
出困局。俗語說︰「淡淡定，有錢
剩。」冷靜換個角度見生天，同一
道理。

在 現 代 的 社 會
裡，當我們來到這

個社會的那一剎那，當然先有父母
和其他家人及親屬；然後便是同居
在同一座樓宇內的鄰居和街坊大
眾。到了學習年齡便會遇上很多同
學們，年紀稍長之後，便會遇上及
結交了一大群朋友，而在工作上又
可以碰到很多同事；最後由於參與
一些活動而遇上了很多不同的過客
和同處一地的香港居民；又或者在
一些大型活動中遇見很多觀眾等；
甚至在乘坐交通工具時又會遇上了
不少和不同的乘客等，也有可能成
為朋友。
現代人如果要和古時的人物比
較，今天的人數和不同界別人士的
接觸當然比古時的前輩更複雜和廣
泛的了。由於交通發達和多樣化，
不同種族和國家的人們也有機會遇
上而變為朋友圈內的一分子。
雖然我們在今天的地球上，可以
結交了很多不同種族、不同文化、
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不同膚色的
朋友，但交友的標準，始終也可能
是極為相同的。例如，我們都是選
擇友好的人士成為朋友，不友善的
人當然無法彼此成為朋友；但問題
是在很多情況下，我們也是無法知
道誰人是我們的敵人，或誰人是我
們的真正朋友！
交友最重要的因素是能否彼此密
切地溝通；假如彼此的文化背景不
同，又不認識對方的語言文字，當
然無法成為友好的了！雖然今天的
科學進步了，利用儀器的協助，也
可以進行溝通；但這樣只能在國際
政治、商業或文化等的層面上，才
能進行必要的交流。
在個人的生活圈內，交友的範圍

只可能局限在自己的語文和能力之

內，才可以互相成為非常友善的朋
友，總的來說，每個人也有自己的
朋友圈，但在自己的朋友圈內，我
們又如何去測量及選擇自己的真正
朋友呢？
同學之外，你的朋友當然是由你

自己主動去尋找，但當雙方彼此也
在選擇友好時，可能幸運之神已在
你的背後主宰了你！
當你達到這個階段時，你的主觀

願望便可能協助和帶領你去找尋一
些你今後的好同伴兼好朋友了。當
然這也是你和你好朋友的主觀願望
在無人能知道的情況下，讓你們也
可能不知如何地便開始成為同一個
朋友圈內的密切而最友好的朋友。
同時，大家也已深切知道︰知人口
面不知心！
選擇朋友當然亦極為重要地留意

下列四點︰
1.留意植根於對方內心的修養，亦
即對方是否一個良善的人，經常為
別人着想地縝密思考；
2.對方的對人態度，留意他是不是
一個非常正直的人；
3.評估他是不是一個聰明的人，例
如有沒有快速的學習能力；話頭醒
尾；口才便給的敏捷人才；
4.留意對方的辦事處世的能力，或
可簡稱之為能幹的人。
當然，每人也有各自的想法，本
山人只是提出其中比較重要而又比
較容易分辨出來的四種類別而已！
假以時日，當你們變為更要好的

深交朋友時，你還要作出一個最重
要的決定；在上述四大優點之中，
你寧可選擇一個「善良」而「正
直」的朋友為好友。因為假如一個
「聰明」而「能幹」的朋友，極有
可能會變為一個會害了你的友
人！

藝進同學會30周年，其
中擔任會長一職任期最長

的是周潤發，做足了8年，而最認真的是杜
琪峯（杜Sir），副會長鄧英敏、麥振江對
他們的付出異口同聲地讚賞。麥振江最喜
歡和杜Sir開會，「每次會期杜Sir都會暫停
所有的拍攝工作，我學到很多的開會技
巧，他非常專注，大家也不敢分心。他習
慣幕後領軍，他會給予每人都有發表意見
的機會，他再來一個總結，好到位。發仔
（周潤發）不同，他是幕前人會搞搞笑
笑，但他為了同學會，也為了我們服務社
會的宗旨，他要認真時也很認真的。」
回想當年訓練班的課程相當緊密，包括
King Sir鍾景輝老師、陳有后老師教授戲
劇、胡章釗老師指導司儀口才，還有樂
理、中國舞現代舞、化妝和時代曲等等，
就如夜校一樣每晚上課兩小時，每月學費
30元。在1973年第三期訓練班中人才輩
出，計有周潤發、吳孟達、盧海鵬、甄懋
強、林嶺東、羅冠蘭等等。兩位副會長最
難忘哪位同學？麥Sir最難忘生活多姿多彩
的達哥，「我們姓氏M和N坐在旁邊，每
晚放學達哥是第一個飛出班房外的，因為
他還有下文，趕緊去應約。」
在敏哥心中是當年的盧班長，「他是鵬

哥，他考了第三次才能成功，因為電視台
終於將年齡放寬至35歲，他終於如願了。
他上課的打扮有如探長，他比我們都成
熟，已在內地民工團演戲，也熟讀那一本
（演員的自我修養）天書，在我們心中他
早已是影帝級人馬！」
其實兩位副會長有着很多相同的地方，

同一屆由二千多人選拔出來的藝員訓練班
學員、一級司儀人才、舉辦不同慈善活動
的能手，而且都有幸福家庭和美麗的千
金；敏哥的女兒鄧上文参選2005年「香港

小姐」榮獲最上鏡小姐。雖然現已貴為三
位孩子的母親，但依然間中客串司儀工
作，表現出色。麥Sir的女兒Maximum麥
詩敏更是新一代新聞之花。
敏哥大讚這位世侄女是可造之材，愈來
愈好！麥Sir回應，「其實新聞報道員是一
份辛苦的工作，面向鏡頭，腳踏着字幕
機。還記得詩敏剛入行三、四個星期，她
負責半夜的新聞，那一晚十二點半新聞，
我在電視前見到她報道『中東呼吸綜合
症』，竟然不斷地重複重複再重複，我一
時間以為自己的電視壞了……我知道詩敏
刻意想改正，但改不了。下班回家當然不
開心又擔心，我也沒有再提起。誰知第二
天網上竟出現了這一個NG片段，好勁，有
人還數了NG了20多次，我安慰她這麽早
出現這件事是好的，就是一個警惕，以後
要盡量做好！」
我肯定藝進同學會的同學們體內都流着

演藝的熱血，不單自己，可能會傳到下一
代！衣食住行娛樂是人類不可或缺的，希
望同學會的老前輩和新一代台前幕後都各
展所長，回饋社會，繼續默默努力，為演
藝界添上飛翔的翅膀！

演藝熱血傳到下一代
包括香港在內的世界各地，不

少已經進入了老年時代，怎樣照
顧老年人的生活，成了這些地方迫切需要解決的
問題。不過，如今的老年人，很多看起來都老當
益壯，讓他們繼續工作根本不成問題，而且這些
老年人在工作方面，經驗豐富。問題是，想接班
的中年人就要推遲接班的日子。看來這是個兩難
的局面，需要智慧來解決。像把退休年齡拉高，
就是解決方法之一。
老年時代是這幾年才進入的嗎？事實上從上世

紀末葉開始，就有很多地方進入了老年時代，只
不過這些地方的人並未察覺而已。因為很多年輕
男女，都不想結婚，或把結婚的年齡推遲很多
年，那些不願結婚的女子或晚婚的女子，中文裡
有個名詞來稱呼她們，叫做「老姑娘」。像老舍
的《駱駝祥子》便有這樣的話：「我呢，當了這
麼些年老姑娘，也該痛快幾天。」「老姑娘」除
了這裡指的過了適婚年齡尚未結婚的女子之外，
也用來指稱在家中排行最末的女兒。這樣看來，
在女性的世界，是否早就進入了老年時代？
老，有時候是一點也不老，就像初生的動物

中，有一種就被人稱之老鼠，才出生不到一
天，這些鼠就已經老了嗎？像老友鬼鬼和老朋
友，有時還是年輕在學的青少年，就用老這個
字來形容朋友的關係了。這個老字，顯然是指
關係很深。
最近聽到和電影有關的評論，是過年時的電影，

都是老套了。這老套的老，指的是題材沒有創新，
用的還是從前那套老路。這從前的老路，有時候
是和前兩年的電影相比，最多也是指一二十年前
而已。所以，老，顯然也不到老的地步。
又像大家在學校裡叫的老師，他或她，仍然年
輕得很。稱之為老，只是一個尊敬的用詞而已。
我們希望的，難道不是一個尊敬老人家的社會
嗎？老年時代，只要解決了老有所養的問題，就
不必擔心，該擔心的，是年輕人有沒有尊敬他人
的心意。

老

人生有幾個十年？
47歲的黎姿人生大起

大落、悲喜交集，她一一面對。
黎姿出生於電影世家，爺爺是香
港電影之父黎民偉，祖母是香港第
一代電影明星林楚楚，家境不俗，
卻因父親不善爭奪家產，導致家境
日差，全家由豪宅搬到狹小、衛生
環境惡劣的公屋，爸爸當清潔工
人，媽媽當貨車司機，童年的生活
異常困苦。直到她14歲被歌神許冠
傑發掘入了娛樂圈，便即成為家庭
經濟支柱。
認識黎姿時，她只17歲，婷婷玉
立，出落標致，簡簡單單穿件白襯
衫配搭牛仔褲，時尚型格，她看似
酷，其實十分害羞被動，做訪問時
戰戰兢兢，我見猶憐，十分可愛。
黎姿事業得意時，弟弟黎嬰已醫
科畢業，創辦一家醫美
公司，生意滔滔，一家
人樂也融融，可惜好景
不常，2007年黎嬰遇
上嚴重交通意外，腦部
受重創，身體癱瘓，經
長期治療，出院後要坐
輪椅代步，黎姿一家晴
天霹靂。
黎姿的生命自此起了
極大變化，從此為完成
弟弟將醫美公司發揚光

大的心願就成為她最大的目標。為
此，她 2008 年宣佈全面退出娛樂
圈，同年嫁予富商馬廷強，並接手
營運醫美公司。從未有經商經驗的
黎姿，對弟弟的生意有強烈使命
感，她壓力很大，為此她專心去念
會計、商業管理，由零開始學，又
獲好友借出得力助理幫她一把，日
夜不停努力學習，終有所成。
黎姿出名愛錫家人，黎嬰出事後

昏迷了兩個月，她聘請了三個工人
以及專業看護二十四小時輪班照
顧，回家後，黎嬰亦每天接受四至
五小時的專業治療。可喜的是，經
過悉心治療，黎嬰去年終於可以站
起來，黎姿開心得隨即跟他在公司
合照。
婚後，她育有三女。既要照顧家

庭又要專心打理醫美公司，初開
始，黎姿坦言感到氣餒，曾
無數次想過放棄，尤其她從
未上過班，面對大堆文件合
約，三更半夜時，會放聲大
哭，不過為要令弟弟的醫美
公司繼續經營，她很快便投
入去做，盡心盡力，成為女
強人。年前，黎姿將公司在
創業板上市，正式榮升上市
公司主席，今年新春過後，
公司更在主板上市，進一步
實現弟弟的夢想。

黎姿為弟弟成為女強人

我們想得到金錢的其中一個
原因，就是想感受到被重視的

感覺。其實當我們了解自己，就不再需要通過
其他人的認同，來定義我們自己。
當我們從無意識地了解金錢，到有意識地了
解金錢本來的定義，就會變得不一樣。你會發
現，金錢並不是你想要的最終目標，它只是達
到你目標的一個工具。
當我們有意識地察覺到，金錢對於我們的情

緒上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就不再被這一系列無
意識的信念和思想所操控。就如同一個億萬富
翁，即使他已經腰纏萬貫，仍然渴望堆砌金
錢，好像永遠都不能滿足。原因就是可能他從
沒有停下來，沒有好好地想想，金錢在他最深
意識層次中的定義。如果我們瘋狂執迷地去追
求金錢，是因為我們內心所定義自己的價值太
低，便需要大量金錢去彌補。但是，也因為內
心的空洞和不足，再多的金錢也無法填補。

相反，當我們完全放下對金錢的負面思想，
以及我們對其附屬上去的定義，我們就可以從
自我定義出來的渺小角色，從失去的自由、肯
定和價值中，重新得到自由，而不再受到金錢
的影響。只有明白金錢只是一個工具，我們就
會得到內在的一份肯定和安全感，並從心底知
道，我們的人生一定會收穫到滿足和豐盛。
也會從心底裡，感受和了解到我們所需要的

一切，會在我們需要的時候得到滿足。因為這
是從我們內心的滿足感、安全感和喜悅感衍生
出來的。當然，我這樣說並不是要告訴大家，
只要處於高能量的階段狀態，什麼也不用做，
就有金錢流入我們的人生裡。而是想讓你知
道，只有對金錢有清晰的定義，你才能更好地
利用金錢。
這一份清晰知道的感覺，並不是大部分人開

始做生意時，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會得到金錢，
而是一份接近100%清晰知道的感覺。了解怎樣

去做一件事，就會得到一個結果。
我們也不必覺得有什麼神奇，只需知道，你
所需要的一切都會被滿足。這當中的原因是，
我們直接問，就聯繫到我們背後的一份中央能
量，這是我們正在體驗的主觀世界，也會了解
到我們為金錢所賦予的能量，最原始是源自於
我們。因此我們不用再擔心任何關於金錢和其
他任何累積的財富，因為這就如同你知道了遊
戲的規則，怎樣可以得到金錢的方程式。
其實很多人，一旦懂得了「放下」這個技巧，

突然之間就發現，自己的人生或財富就變得足
裕，從掙扎中的小演員，變成荷里活的巨星。比
如Jim Carrey，他原是一個貧窮的作家，突然之
間他的小說成為傳奇，他想不到，原先很努力都
不能擁有的生活，突然就不再需要擔心金錢的問
題了。總而言之，當你願意面對自己對金錢上最
深處的情緒，並且有意識地選擇放下，你就會發
現並了解到金錢實際上是怎樣運作的。

獲得無限財富是人生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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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位朋友向
台灣著名散文家林清玄
要一幅字，掛到書房
裡。朋友對他說，你要
寫非常簡單的、讓我每

天看了以後就有用的一句話。林清玄想了
半天，就寫了四個字：「常想一二」。朋
友不解地問，這是什麼意思啊？林清玄解
釋說，大家都說這個世界上「不如意事常
八九，可與言者無二三」。我們就算認可
這種說法吧，但是起碼還有一二如意事
啊！我幫不了你太多，只可以告訴你，就
經常想那「一二」吧，想一想那些快樂的
事情，去放大快樂的光芒，抑制心底的不
快，這也就是我作為一個朋友能夠為你做
的最好的事情了。
林清玄的這番話，可謂至理名言。他不

但是經驗之談，也有科學道理。實踐證
明，快樂是健康幸福之源。一個人多想快
樂的事，身心就能健康愉悅，生活也會更
加美好。相反，如果經常憂愁煩惱，免疫
力就會下降，情緒消極低沉，這樣不但影
響健康，增加痛苦，也會影響生活質量。
因此，「常想一二，不思八九」，是十分
寶貴的人生智慧。
那麼，怎樣才能「常想一二」呢？林清

玄先生雖沒細說，但我們卻可以從他的文
章中得到啟發，從前人的經驗中找到範
例，從感悟中找到如下一些可行的方法：
其一，從換位思考中「常想一二」。當

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時，如能換一個角度思
考，換一種思維看問題，常能收到柳暗花
明、茅塞頓開之效，使陰鬱的心結開朗起
來，悲觀的情緒變得樂觀，灰心喪氣變為
充滿希望。有這樣一個故事就很富哲理：
有一位老太太，有兩個兒子，大兒子賣雨
傘，二兒子賣布鞋。一到晴天，她就為大
兒子發愁，擔心雨傘賣不出去，掙不到
錢；一到雨天，她又為二兒子發愁，擔心
布鞋沒人要，生意受影響。這樣她晴天也
愁，雨天也愁，整天愁眉不展，終於愁出

了病來。有一位高明的大夫診過她的病
後，開導她說：「老人家，你換個角度想
想，晴天為二兒子高興——因為他的布鞋
店一定生意興隆，財源茂盛；雨天為大兒
子高興——因為雨天買雨傘的人一定很
多，這正是他發財的大好機會。這樣不管
晴天雨天，你家都有發財的機會，你該天
天高興才對啊！」老太太聽了大夫的話，
覺得很有道理，頓感心裡豁然開朗，心情
一下子好了起來，原來的病也消失得無影
無蹤了。
其二，從比較中「常想一二」。俗話

說：「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通
過比較，常能使快樂得以放大，好處得
以彰顯，不快得到抑制，壞事變成好
事。筆者就曾親歷過這樣一件事情：上
世紀80年代初，我到北京採訪老作家嚴
文井。當時他住在東總布胡同一個破舊的
大雜院中，三間平房牆皮脫落，陰暗潮
濕，冬寒夏熱，條件相當簡陋。人民文學
出版社新宿舍樓建成後，身為老革命、名
作家，單位「一把手」的嚴文井最有資格
分到新房，但他卻主動放棄要房。對此老
伴康志強有些想不通，嚴文井便開導她
說：「客觀上苦一點，我們不去想它，不
去追求達不到的東西，你就不感到苦。住
得破點、舊點，與群眾的距離卻近了。就
目前說，我們比那三代同住一室的，條件
好得多。再說住平房接地氣，跟住高樓相
比，出行、購物、訪友都方便得多，我
們住在這裡，不是很好嗎？」這樣一比
較，住舊房的好處充分顯示出來，老伴
也很快想通了。就這樣，老兩口把新房
讓給別人，又和和美美地住在這處舊房
子裡，生活得很幸福。
另一位大人物——美國第32屆總統羅斯

福，表現得更為大度。有一次，他家被
盜，丟失了很多東西。當知心朋友趕來勸
慰他時，他卻笑着對朋友說：「我最親愛
的朋友，我現在的心情非常平靜，沒有一
點憤怒。一則，小偷只偷走了東西，沒有

傷害人，這是一件好事；二則，他只偷走
了部分東西，沒有偷走全部，這是第二件
好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小偷是他，
而不是我，這是更大的好事。」羅斯福並
未把目光只盯在眼前的物質損失上，因而
生氣、懊喪、憤怒；而是目光高遠，從被
盜的壞事中看到好事，從而保持樂觀的心
情。這種為人處世的達觀態度，怎能不令
人敬佩？
其三，更為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

「常想一二」。人生的苦樂，大量存在於
日常生活中，表現在衣食住行、吃喝拉撒
睡諸多方面。因此在平常大量冗雜的事務
中，遇到不順心的事多往好處想，保持樂
觀的心態，尤為重要。比如，當你抱怨飯
食粗簡，吃不到美味佳餚時，就應想到粗
茶淡飯最養生，飯食粗簡並非壞事；當你
嫌自己穿得土氣、不夠時尚時，就該想到
艱苦樸素是美德，儉樸也是一件好事；而
當你事業不順，遇到暫時失敗時，更該想
到失敗常是成功之母，許多成功都寓於失
敗之中。
通過失敗，你可以取得寶貴的經驗教
訓，這不也是更大的好事嗎？對於這種日
常生活中應有的樂觀態度，台灣著名作家
陳文茜作了很好的藝術概括。她在《如此
逆境之痛》一文中寫道：「每個人每天都
可能遇上煩心的事情，但心若不動，風又
奈何？你若不傷，歲月無恙。此時所謂快
樂，絕非名利或身份，就是信手拈來：給
蔬菜，一點點眷戀；給窗戶，一點點盼
望；給當季的食材，一點點溫柔；給不起
眼的陽台，一點點花樣年華；給平凡的日
子，一點點點綴。」
在陳文茜看來，生活中處處都有快樂，

你盡可以放下煩惱，去任意擷取。她所說
的這種信手拈來快樂，跟林清玄所說的
「常想一二」，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教
我們將不如意的陰霾從心頭驅除，給平凡
的日子增添歡快，讓生活充滿明朗的陽
光，去擁抱更加美好的人生！

常想一二不思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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