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棟材院長的教訓

數碼孿胎
二十年後的生活會
是怎樣？沒人說得

準。在新一波科技革命前夕的今天，
我們除了盡力趕上各種新產品，有時
會想，百年後如再訪人間，人和機器
的關係會變成怎樣。
比如有種叫Digital Twins的科技，
很神奇，概念卻不難明白。這科技未
來如能普及的話，實體世界的產品，
都會有一個「數碼雙生兒」，其實是
個以數據建成的三維模型，就像實體
產品的一面鏡子。這個「孿胎」厲害
之處，在於它能與實體產品之間會有
條川流不息的數據紐帶，作為二者的
聯繫。
以醫院冷氣系統做例子，實體產品
會廿四小時源源不絕把實時操作數據
輸給這「孿胎」，好處是維修人員可
以運用「孿胎」去進行不同情境的沙
盤推演，萬一實體系統發生故障，工
程人員便能馬上從非常update的「孿
胎」模型數據找出故障原因，同時模
擬不同的維修方案，找出最有效方
法。醫院這類機構，冷氣運作對病人
可以有很大影響，如能預先部署好維

修方案，就可以把系統暫停待修的時
間縮到最短。
即使沒有故障，工程人員也可根據

「孿胎」更深入了解不同參數對系統
運作的影響。
又以冷氣為例，機器的實際運作表

現往往受多種內在及環境因素影響，
以前工程人員對每種因素的實際影響
都要「估估吓」，現在有數碼雙生兒
這類工具，就能準確地找出每種運作
參數對實體系統的真正影響，讓整個
操作立體起來，方便對症下藥進行優
化，提高系統表現功率。
據說現在對這技術最有興趣的是大

型工業產品製造商，正積極研發試
驗，但消費產品又何嘗不可以照辦煮
碗？甚至人類，將來我們每人都可以
有個數碼雙生兒模型，它不單是我們
五臟六腑的鏡子，還齊集我們的實時
身體狀況數據。到時還用等周年才做
體檢嗎？醫生以至我們自己，隨時都
可以監測健康指標數據。有病要做大
手術？醫生可事先在「孿胎」上模擬
手術或用藥，預測身體的反應，好使
好用，直是電影《阿凡達》的變奏。

本山人曾在香港中
文大學工作了二十多

年，非常幸運地有機會認識很多位對
中大有今天的成就而又曾經付出了很
多貢獻的人物；除了李卓敏首任校長
之外，還有很多其他前輩也曾對中大
提供很多及深厚價值貢獻的！其中一
位是鄭棟材院長。
鄭棟材是中文大學成立後，聯合書
院的院長，他的辦事能力高強，往往
作出敏捷而明確的決定，使我敬佩不
已。據悉，鄭院長是香港被日本人於
1941年佔領前的9月才考進香港大學
作為一年級新生，但同年的12月香港
便淪落入日本人之手，而鄭院長卻追
隨了當時香港大學的校長（英國人）
組織一隊BAAG（意譯是英國軍隊輔
助團）！據悉徐家祥也是成員之一。
本山人之所以能夠獲悉這些資料，是
因為我的同村中有兩位叔父，當時也
加入這個組織。
他們的責任之一是收集很多日本軍
隊在香港和南中國的活動，直接以英
文向抗日聯軍總部報告；功勞不少，
生命安全幾乎是過得一天便有一天性
命的艱苦歲月；結果中英美聯軍能夠
戰勝侵略者日本軍隊，他們是有很多
貢獻的。
香港光復後，鄭院長獲得香港大學
頒贈War Time Degree（世界第二次
大戰時的特別學位）。因此亦獲委任
為當時香港政府的華人高官，陞職至
首席副華民政務司。
當時是大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六
十年代初期，香港政府部門的最高級
局長等之職位，均是由英國派來香港
的英國人擔任的，後來因香港發展迅
速，政府部門也日漸增多及擴大，才
開始有華籍本港人士擔任部門的首
長。本山人的兩位同村叔父也因曾參
加BAAG而獲收錄為香港隊中的便裝

探員。
鄭院長因曾歷任香港政府部門高

官，他的行政能力當然甚高，甚至比
英國來港的英國人更高，這點使我真
的是從心底內自然而然地對鄭院長產
生崇敬之心了。
有一次，我有機會在跟隨鄭院長處

理了一些獎學金事務後，斗膽向鄭院
長請教他的成功之道，不料他卻在很
短的時間內將他的成功之道和盤托出
來。原來他在童年求學時，是天生的
班內搗亂分子，不聽先生話之餘，亦
是搗蛋王領袖之一，所以，凡在某校
之內讀書，一定在一個學期之內，便
被學校驅逐出校，但他卻自以為樂。
直至有一次，他的媽媽抱着他說︰
「仔阿仔，假如這一次這一所學校也
驅逐你出校的話，那麼你以後便沒有
學校肯再收你為學生的了……」尚未
說完這番話時，已有三滴母親的眼淚
滴在他的面上……這三滴眼淚當堂令
他感動及醒覺了，以往母親說什麼，
他也聽不入耳，但這三滴眼淚，讓他
一下子明瞭了母親對他的愛護，及對
他的期望……
鄭院長對我的教導是︰在大學工

作，只要愛護你的學生們，以及期望
他們必然有過人的成就，那學生們自
然也會找到他們求學及做人之大道理
的了。
1971年，中大邀請中國女子排球隊

前來中大聯合書院的室內運動場表
演，全場爆滿，鄭院長以流利的普通
話熱烈歡迎她們前來中大表演。背後
的工作當然是由中大學生事務處擔
任，因此我亦得機會與傳播界及報業
有了更廣泛的溝通；因我也有機會得
以團長身份帶領了一隊中大同事前往
內地參觀，這些難得的機會當然不能
缺少了鄭院長等在後面的支持！謹此
為記！

「天愛基金」創辦人張
天愛努力在內地開辦學

校，輔助有需要的孩子學習藝術文化，
「我返回內地已經來到第三個階段，最初
為他們開發大型時裝、廣告宣傳等等……
至到20年前跟我的表姐程德智女士到貴州
助學，春蕾計劃、希望工程，教孩子畫畫
唱歌，他們的衣物鞋子是破爛的，一天到
晚用一隻膠杯，熱水刷牙什麼都用上它。
那次一年後重返探望，發覺一位小女孩把
之前我送她那粒糖果的糖紙收藏着，她說
很喜歡我，長大後也要做天愛姐姐，我深
受感動，決定返回內地幫助那些甚至有殘
缺的孩子由灰姑娘變成白雪公主！」
天愛年底將「登陸」（60歲），她卻抱着

青春樂觀的心態，「我大概30歲左右罷，因
為我睡了一半的時間，我的工作常與小孩在
一起，一切都好簡單好自然。我要向父親學
習，他當立法局市政局議員的時候要服務
市民，特別關心小販和孩子上學的問題！
我媽一樣，她盡量幫助別人，送完父親到立
法局會將車開到大會堂等巴士的人們旁邊，
大叫誰人去跑馬地可坐順風車，就好像世上
沒有壞人，我當時年紀小總覺得怪怪的！父
親96歲了，我經常從北京回來探望爸爸，他
每年都有大病，每次都康復，他是Super-
man，他依然努力寫作，他是公民協會創始
人，常說有任務未做完，不可退休。」
回想當年母親病重，為了沖喜，未足20

歲的天愛與一位外籍髮型師結了第一次婚，
結果很快離婚收場，「先後四次婚姻都因了
解而分開，我是藝術家追求變化，但婚姻卻
要求穩定。我覺得自己害了那些男士，以後
有人追求也不會心軟了，我不會結第五次

婚，連我爸也勸我別再結了。」
天愛常說，「對我好的人太多，例如30

人想跟我結婚，我只結了幾次，我不算犯錯
太多……」實在她未有被第一段婚姻嚇怕，
後來跟邢李㷧先生結婚，「我當時很忘形工
作，時常忘記已為人妻人母，他是大公司，
我是小公司也希望做到成績，我很固執，我
和事業結婚了，我並不是一個典型的太太，
我們和平分手，女兒同樣得到我們的愛！他
好幸運遇上了青霞，他們的結合正是天時地
利人和，她完成了幾十年成功的事業，正好
的時機陪着他一起。」
第三段與胡漢清大律師的婚姻只維持了三

個月，「我欣賞他是個聰明的男士，但，每
每丈夫開始管我，我便接受不了。」天愛強
調第四段跟羅素的姻緣是因文化差異而分
開，「我不習慣去美國生活，性開放太自
由，紋身粗口我難接受；至他跟我回中國，
他是明星，有位置的人，他又受不了，我們
分開但依然很愛對方的。」
張天愛笑言一直誤解自己的名字，「我

以為自己得到上天的愛，直至一位西藏大
師解說要我早些覺醒，這是一個好苦的名
字，因為我取了上天很多，要回報了，要
擔起個天，要我天天付出愛！」
看得出來天愛是

非常享受，見她教
授孩子芭蕾與藝術
的那份投入和愛，
怎不相信世上真有
降到人間的天使！

內地開辦學校付出天愛
坐在巴士的上層，在上山的爬坡
路途中，忽然聽到頭頂傳來聲響，

原來又碰到樹枝了。這種聲響已經聽過不少次，也
看到過有工人把伸出馬路的樹枝鋸斷的情景，當然
是為安全了。
在被樹枝碰撞到的巴士裡，忽然想起辛棄疾詞中

的兩句話：「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又想起了去
年被颱風吹倒的樹木是那麼多，今年夏天如果颱風
來臨，樹還是會像去年般憂愁嗎？《金瓶梅詞話》
說：「樹大招風風損樹，人為名高名喪身。」看
來，在靠風面的地方，樹，不宜太高太大哩。
樹，自古就有，那麼，古人在面對樹的時候，這麼

多筆劃的一個字，是如何以甲骨文來標記？回家後便
上網搜查，在一個名為「象形字典」的網站裡，看到
解說，原來尌是樹的本字。尌，甲骨文的左上方是一
個木的符號，意指小樹，左下方是豆的符號，指的是
盛器，右邊是一隻手的符號，指的是用手來抓持。合
起來便是手持木苗栽種在盆子裡。金文則把尌字左上
的木寫成草的形象，到了尌的本義消失後，篆文便在
最左方加上木，就成了現今的樹字了。
李白詩說：「如能樹桃李，為我結茅茨。」這裡
的樹自然是指栽植。《管子》說：「一年之計，莫
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
人。」這裡的樹字，有不同的解釋，最先兩個，指
的是種植，最後一個，指的卻是培養了。
宋代朱熹詩說：「樹耳黑垂聃，登盤今亦乍。」
這樹耳，就是我們日常吃到的木耳。我曾到哈爾濱
參訪，參觀農民種植的黑木耳，都是種在樹幹上，
但卻是砍下後橫放的樹幹，一排排的，甚是壯觀。
可惜那年參訪的時間是夏天，不是冬天，因為如果
是冬天的話，在大雪紛飛的日子裡，就可以欣賞到
霜雪凝聚在樹枝上那些壯麗的樹掛了。
但願今年夏天的樹木，不再憂愁風雨 ，平安大

吉。

樹的隨想

看到一篇文章作者
是一位香港中小企的

代表者，他說到以前作為一位老闆能
有很多創展的機會，只要用心機努力
去做、以及勤力不怕勞動及苦力，便
能有機會得到市面上的認同。當你找
到生意上的方向，在某方面有成功發
展及有所成就的話，就有能力去照顧
員工及家人，所以員工們絕對會尊重
他們的老闆。
但在文章中說明，今時今日在互聯
網的發展下老闆的定義給員工們的看
法已經不一樣了，因為互聯網及科技
的發展，一些大型的企業為了更加節
省人手會用科技來代替人手，很多員
工因為這樣便給人辭退，現在的老闆
手下未必多，因為科技可以代替人
手，所以現在的員工仇視老闆的程度
比以前更大。
當然生意的變遷跟娛樂圈有什麼關
係呢？最初有十多年前突興起的互聯
網經濟後來變了泡沫經濟，害了很多
新發起投資人投資失利，但到今時今
日眼看一些傳統傳媒慢慢地找方法裁
員，就是因為互聯網及科技的昌盛，
令到工作人員大大可以減少，例如電
視台、視頻新聞外出採訪的記者們，
以前至少有三個人才能夠外出採訪，
一個負責拍攝錄音機器，一個負責寫
稿及聯絡，另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或
者是報道員，但今時今日器材變得先
進，令到一個至兩個人也能成為專業

攝影員，現在外出採訪的隊伍，由三
四個人轉變成兩個人，自己拍攝自己
剪片自己寫稿自己聯絡，工作的能力
大了，公司便用這個變化而減輕人
手，這樣對娛樂圈的報道也有一定的
影響，因為人手關係不足，就算有突
發事件，也未必能完成完整的訪問。
在現今社會科學日新月異，相信我

們在電影中看到的未來科幻發展絕對
是有機會成為真實的，人手工作也只
會愈來愈少，相信近這十年也是人手
工作尋求出路的轉型期，例如好像我
以前做一個傳統的傳媒，以前還有很
多人願意打開收音機聽節目，今時今
日很多人已經用手機駁上YouTube上
互聯網尋求更多全球資訊，對我們做
廣播界的朋友來說可以講是一個最大
的打擊，因為聽眾們不需要在收音機
中吸取知識，只要有一部手機在手能
夠上網，便能尋找天下事。所以現在
的DJ可以說是買少見少了，而我自己
跟着心轉變成為一個媒體人，學習自
己剪片、自己拍攝設計app等等的工
作。
事實上因為機會減少了，電台也式

微了，既然前途開始黯淡，自己便要
重新學習尋找出路，我相信除了我之
外，還有其他同事也遇上這樣的問
題，而這個問題絕對影響娛樂圈工作
的人；但無論如何，我們也要跟着這
個文化走，只要大家一起努力，相信
轉型是有出路的。

科網衝擊 轉型尋生路

有很多事情，解決的方法
其實可以從我們的內心開

始。在這裡我們一起來探討，我會將整個過程
一步一步地拆開，讓你了解實際應用上是怎樣
的一回事，了解完之後，再給你一個實際的例
子，讓你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應用。下
面，我們分幾步進行：
第一步，察覺一下，你自己的內心深處潛意

識裡，對對方的感覺。並且假定，對方清晰地
知道你現正的思想和情緒。
第二步，將自己放置在對方的立場，設身處

地想一想，如果你是對方，你會怎樣做？
第三步，就是希望你能放下潛意識裡的所有

感覺，直至你能將所有的負面情緒，如恐懼、
貪念等，轉化為正面的情緒。
第四步，就是當你處於正面情緒的時候，也

想像一下，對方會作出怎樣的行動？當你察覺
到這些正面的思想，就會發現，很多時候對方
的行為也會伴隨着你而變化，即由負面轉到正

面。你處於正面情緒時，你作出的行動也會帶
動別人。
第五步，了解到有時候會有時間上的延遲，

但是當你繼續注意的時候，對方就會作出相對
應的改變。
接下來，給你一個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假設

你有一位朋友，欠了你的錢，可能是十萬塊，
他整整一年都沒還給你。而在這一年裡，你有
可能都對着對方有一絲的厭惡，也因此慢慢地
又想避免。對方的小小負面情緒，通常都是尷
尬，因為你總是會想着他欠你的錢。
這樣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體驗過。然後你

可能會發覺，你自己帶着這份厭惡或者一絲的
負面情緒，其實唯一影響到的就是你自己。然
而，一旦你察覺到後，你可以開始嘗試，放下
這種厭惡和憎恨的負面情緒，你就會豁然開
朗，寬恕了欠你錢的這位朋友，並且能把你借
出去的錢，當作是幫助一位好朋友救急的金
錢。

然後，你就會發覺，當你放下了內心的這份
負面情緒，也就放下了內心和對方的隔膜。當
你放下了的時候，就算你們之間沒有任何的交
流，對方的潛意識上也會自然地不再感到尷
尬，也不會再有任何負面感覺。
也因此，事情往往會有轉機。可能在短短的

兩三個月後，你會偶然地遇到這位朋友，他會
主動和你說：「不知為何，我突然間想起之前
借了你的錢，忙起來都忘了這件事。這裡就是
那十萬元，謝謝你幫助了我！」
我們可以看到，當你放下了你的負面情緒，

即使沒有和對方交流，沒有向對方提起，對方
亦會主動想起，而把錢還給你。
這樣的例子在生活中其實比比皆是，有時候

很多痛苦和煩惱，是我們自己內心製造出來
的。當你再遇到這樣的煩惱時，不妨試試以上
的步驟，凡事放寬心，掃除你心中那些負面情
緒，當你寧靜下來，那些煩惱的事情都會迎刃
而解。這也是人生的智慧。

從內心解決煩惱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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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五一假期，回了
趟老家。推開院門，眼
前出現熟悉的一幕：父
親在院裡侍弄着花花草
草。母親過世後，花草

成了父親的「精神伴侶」，在四季輪迴中撫
慰着他的孤獨心境。月季、薔薇、紫茉莉、
鳶尾花、亞麻花、石榴花等，開得正活潑，
各種香味兒混合在一起，飄入這家，溢入那
戶，亦有蜜蜂、蝴蝶聞香而至，翩然而舞。
父親拾人牙慧，給小院取名叫「百草園」。
平日裡，父親喜歡寫毛筆字，「百草園」這
三個大字，可真沒少寫。
父親見我回家，很高興。他背着手，走

到院裡南牆根一帶，抬起頭觀察那一棵老
桑樹。五月的桑樹開花了，淡淡馨香，怡
情悅性。父親說，等桑葚熟了，你帶上孩
子回來吃桑葚吧，今年花開得密實，應該
結不少果子呢！八十歲高齡的父親人老體
弱，總說自己是個「老廢物」。我得給他
找點事幹，讓他感覺到家有一老，如有一
寶。我對父親說，到時候，您別忘了給我
泡桑葚果酒。父親笑呵呵答應了。
桑葚花落了，結出橢圓形聚合果，表面

不平，狀如米粒，謂之桑葚。桑葚隨着成
長，變幻出各種形態。起初綠色，漸漸染
上一圈紅暈，紅色蔓延，繼而凝成一團粉
紅，此時的桑葚可食用，只是特別酸。真
正成熟的桑葚，呈黑紫色，咬一口，甜甜
蜜蜜，稍有酸味。 桑葚酒，具有補氣養
血、清熱明目、防癌抗癌等功效。前幾
年，父親學會了釀製桑葚酒。冰糖和白酒
按比例兌上，桑葚也必須精心挑選。《本
草新編》記載：「紫者為第一，紅者次
之，青則不可用。」父親得此「秘傳」，
不用青葚，只把紫葚和紅葚合理搭配，釀
出的果酒，酸甜可口，回味悠長。兒女都
說好喝，父親受了鼓勵，每年都盼着桑樹
多開花、多結果。
桑葚，在漢朝曾是御用貢品，享有「民

間聖果」的美譽。相傳，劉邦和項羽交戰
時，有一次，被項羽打得無路可逃，只好

鑽進山洞裡隱蔽起來。項羽沒發現劉邦，
揚長而去。當時，劉邦受了驚嚇，得了頭
痛病。幸好山洞周圍有大片桑林，劉邦吃
了幾日桑葚，頭痛病不治而癒。劉邦記住
了這種既能飽腹，又能治病的佳果。建立
漢朝後，他不僅愛吃桑葚果，也愛喝桑葚
酒，甚至命令御廚專門製作桑葚果醬，和
嬪妃們常年食用。
這桑葚果和劉家人真是緣分不淺。到了

東漢，劉秀和王莽激戰，在南陽一帶被王
莽的軍隊追殺。劉秀情急之下，爬到一棵
桑樹上。靠着樹葉遮擋，劉秀沒被發現。
幾天之後，王莽的軍隊才離開。要不是樹
上的桑葚，估計劉秀早就餓死了。劉秀不
忘本，做了皇帝後，曾派人尋找那棵桑
樹。結果，陰差陽錯，那人把寫着「樹
王」的金牌掛在了樗樹上。
不看招牌看實力，要說這桑樹，還真配

得上「樹王」這個稱號。桑樹，原產中
國，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栽培歷史。古代
人最為敬重兩種樹木，曰桑樹，曰梓樹。
桑梓，是一對王牌組合，房前屋後，栽桑
種梓，朝夕相處，難捨難離。「埋骨何須
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桑梓地，是
一種尊貴的故土標記，哪怕遊子志在四
方，念及家鄉，無不鄉愁洶湧，縈繞腦
際，揮之不去。桑樹根系發達、抗旱耐
寒、萌芽力強，是百姓心中的長壽吉木。
福建泉州開元寺內有一棵古老的桑樹，據
考證，此樹已生長了1300多年，如今依舊
枝繁葉茂，絲毫沒有衰老的跡象。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陶淵明

描繪出的田園生活場景，讓多少人心馳神
往？雞鳴、狗叫、深巷、桑樹，可謂動態
美和靜態美的完美結合。「桑之未落，其
葉沃若」，讀此《詩經》佳句，你的面前
是否浮現出青翠的桑葉，散發着濕潤的光
芒？詩句中的桑樹、桑葉，傳達着生活的
美好，百代不變，萬古長存。
李白《春思》：「燕草如碧絲，秦桑低
綠枝。」征夫在燕，思婦在秦。抬頭看見
綠桑枝搖曳着一樹青綠，少婦心想，此刻，

燕地的草兒也該是綠油油一片，夫君也會睹
物懷人嗎？綠桑枝，牽動愁緒，甜蜜而困
惑。桑樹的花語「生死與共，同甘共苦」，
正是男女沐浴在愛河中的偉大宣誓。
桑樹作為古老的經濟樹種，最大的用

途，是供養春蠶。種桑養蠶，中國首開先
河。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
十者可衣帛矣。」可見，春秋戰國時期，
採桑已是常見農耕活計。
古代的吳國和楚國，百姓都是以養蠶為

生，為此還引發了戰爭。有一天，吳女和楚
女不約而同來到兩國邊境採桑葉。有一棵高
大的桑樹，長出了一樹好桑葉，吳女和楚女
同時看上這棵樹。於是乎，兩人開搶，在此
過程中，發生了口角，拉拉扯扯，大打出
手。本是雞犬相聞，文明交往。因為兩個彪
悍的女兒家，溫馨關係徹底涼涼。後來，兩
個女孩的家族人起了衝突，死傷一片；再後
來，楚王和吳王發動兩國戰爭，血流成河。
對比之下，另一個美麗的採桑女，真值
得點一火車讚。樂府名篇《陌上桑》：
「羅敷喜養蠶，採桑城南隅。」這位羅敷
女不僅溫婉動人，還知書達理。面對太守
的調戲，她不卑不亢，羅列出一大堆對夫
君的溢美之詞，捍衛了尊嚴的同時，打擊
了太守大人的囂張氣焰，令其羞愧難當，
知難而退。這是《孫子兵法》的至高境
界，叫「不戰而屈人之兵」。
自古以來，靠着養蠶賴以生存的人們不

計其數。羅敷採桑，作者巧妙運用了誇張的
筆法，嚴重缺少煙火氣。真正的養蠶人其實
非常辛苦。讀者諸君，還記得小學課文《春
蠶》嗎？為了給孩子籌措學費，父親砍桑
枝、背桑枝，累得汗流浹背。母親則是夜以
繼日伺候春蠶，直到結出蠶繭，拿去換來微
薄的收入。往遠了說，還有宋朝詩人張俞刻
畫的蠶婦形象：「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
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當今社會，科技發達，養蠶業高度機械

化，事半功倍，收益頗高。蠶寶寶們每一次
作繭自縛，都會貢獻給世人漂亮的絲綢。正
是：青青桑葉慇勤餵，春蠶到死絲方盡。

桑葉青青桑葚甜

■張天愛與淑梅姐
合照。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