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大專學生公社

讓洋人學懂欣賞中國書法
編輯知道我昔日
在政商界遊走，人

生經歷豐富，之後又鑽研寫書法藝
術，所以邀請我在文匯報采風版寫
專欄，分享一些有趣有意思的經歷
和跟書法藝術相關的故事；書畫藝
術對人類生活和社會帶來的影響，
讓讀者了解一下寫書法的人眼中的
世界。覺得有挑戰性，決意一試，
希望同愛好中華文化的讀者有個交
流平台。
第一篇就分享一下我們香港養生
書法研究會今年四月應紐約藝術館
的邀請，去美國舉辦粵港養生書畫
展。其間與西方人交流的一些有意
思的趣事。此行我們帶去的作品大
部分是書法和國畫，小部分是書
畫。所謂的書畫是我近年來的一種
嘗試，即先在宣紙的某個空間上以
書法寫首詩詞，再請一國畫家根據
他自己對詩詞意境的理解在餘下的
空間畫一幅國畫，我將這種以畫配
書法的作品謂之書畫。
古人在畫上題字本就十分普遍，李

白、杜甫、蘇東坡等大文豪都曾在畫
上題詩詞或題跋，而先寫好詩詞然
後題畫的便甚少見了。古代文人寫
詩詞多有畫意，而古人畫的畫又都有
詩意，詩是畫的延伸，畫又是詩的詮
釋，而書畫本同源，書畫結合相得益
彰，一加一便大於二了，這既是傳統
的也是創新的高大上藝術。
我在紐約展覽時，來參觀的基本
上是華人，華人看漢字書法除篆、

草書外，基本是沒有太大問題。那
西人懂得欣賞中國書法嗎？我十分
期待得到答案。
我在大西洋城萊斯公立藝術館展出

時，見來的全是西人，便告訴西人：
不懂漢字不要緊，當看圖識字就好
了。於是他們將中國的書法作為線
條藝術去欣賞，也覺得書法是畫的
一部分。我想起金庸武俠小說《俠客
行》筆下的主角石破天，他與一眾武
林高手在俠客島上看到壁上所刻劍譜
時，人人皆循文字去理解，這小子大
字不識，眼中只有流動的線條，居然
明白箇中的妙招了！而西人則由畫意
知詩意，再由詩意覷流動線條引申出
來的古老東方藝術。故西人欣賞書法
與石破天心「讀」劍譜竟有異曲同工
之妙了！
大西洋城藝術基金會董事Loryn

L. Simonsen參觀後在書畫前留影，
還在留言紀念冊上簽名並讚揚道：
「梁先生的作品有一種獨特的東方
韻味，令我感動！」這大概就是西
人對中國傳統書法的觀感吧。

大約在一九五
九年至一九六一
年期間，本山人

於崇基學院社會工作系（首屆）畢
業後，曾在上述機構工作了兩年，
該機構為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一
個附屬機構，YMCA特別設立該機
構的主要目的是當時從內地來港的
大專學生人數不少；大部分的家庭
經濟環境比一般香港家庭之青年人
稍差一些，所以青年會特別設立該
機構專為該等學生服務，協助他們
利用課餘時間，擔任一些課外工作，
賺取一些助學金，解決他們生活上的
一些問題。
該機構的英文名本來是Student
Christian Centre，但不知因何理
由，青年會卻把這機構的中文名定
為「基督教大專學生公社」。
說起來，這已是六十多年，一個
甲子之前的事了！最近和一些當年
曾參加這種「部分時間工作」的學
生，談起當年的工作情況，其中一
位朋友向我提議，不如寫一篇短
文，把這些舊事，作為一個記錄，
也是香港發展中，一個相當特別的
片段，假如我們再不提這些往事，
因而湮沒，似乎甚屬可惜！我們一
共四人，均是八十歲以上的老青
年，他們三位命令我執筆，反正我
也是無時不在搜索可以記下來的往
事，為什麼要錯過這個相當具有特
色的往事呢！乃馬上執筆為記。
該大專學生公社，位於當今之窩
打老道23號，青年會與廣華醫院之
間的碧街旁（靠近青年會），目前
已改建為青年會旅舍，當時只是一
座四層高之建築物（今天楊震社會
服務中心及安素堂的對面），當時

只利用地下至三樓，合共三層，作
為辦公室及學生活動地方，四樓是
主任的宿舍，其實地下全層是辦公
室，二樓也有兩間小辦公室，其餘
百分之八十的地方和三樓全層都是
用作學生活動的地方，包括乒乓球
場、音樂欣賞室、攝影室及黑房、
土風舞及舞蹈班之課室、電影晚
會、日本語及國語班課室等，亦可
用作大專院際籃球、乒乓球及田
徑、游泳等籌備會的工作及會議
室，上述各種大專學生活動均由我
主理。
所以，每天我均由早上九時工作

至晚上十二時正，因為該樓的看更
強迫我必須於午夜十二時前半分鐘
離開該「公社」，因為他必須休
息，我們曾多次發生口角，例如我
說︰「我代你鎖門不可以嗎？」他
說︰「不能，因為這是我的責
任。」但後來我們成為好友。
我為了那份工作，真的是付出了
百分之二百的工夫，原因是青年會
彭總幹事對我特別欣賞，因為他也
是崇基學院董事會主席，他看見我
在崇基學生會時任體育幹事所主辦
的崇基第一屆運動會，時維一九五
七年十二月，地點在港島南華會的
運動場，他和崇基當時的註冊主任
謝昭杰老師旁觀了我之籌備工作成
果，便告訴了我，畢業後一定來青
年會工作吧！因此我的第一份工作
便選擇了青年會。
長話短說，當時我之月薪只是四
百元，但我同學加入政府工作的底
薪卻是一千三百五十元，於是我只
好也寫信申請政府工作而離開這份
心愛的工作！而在政府工作也獲得
了非常難得而寶貴的工作經驗。

香港踏入回歸 22個年
頭，對於周蓓女士而言是
百般感受在心頭，她是當

年中英談判期間，服務年期最長的英方傳譯
員，專責將英方代表團的英語翻譯成普通
話，她笑言自己當時的普通話非常普通，
「1983年我剛從香港大學英文及比較文學系
畢業，加入政府當中文主任，後來再加入負
責外交談判的普通話傳譯組。因為父母在內
地出生，朋友來自大江南北，父母講秘密會
用上普通話，為了破解我努力去學習，青
山、姚蘇蓉也是我的老師，想不到會派上用
場……」
當年部門由翻譯高手鄭仰平先生領軍，他

坦言有點憂心，因各位同事普通話水平最多
60分，如果坐到談判桌心情緊張，還可以剩
下多少分？「部門安排這4、5位同事作特別
訓練，學習聆聽內地領導人的錄音帶，有一
次一個男聲說︰呢個死仔充滿了駱駝……我
呆了，後來才知道原來是鄧小平先生在說︰
這個世界充滿了掠奪！那六個星期的精修普
通話班，我學習了不少。」
1985年11月周蓓終於在北京首次嚐到傳譯

滋味，「那次是談判居留權加註的問題，由
政治顧問帶隊，匯合北京大
使館參贊，聯同時任首席助
理保安司葉劉淑儀女士、人
民入境事務處處長、律政司
等一行七人。當年北京較好
的酒店不多，我們要分別入
住三間不同的酒店，最難忘
我一直緊抱着那些文件不敢
放下。鄭仰平先生帶着我這
新丁在場觀察，談判期間遇

到不同意的時候，會暫停15-20分鐘……每
次休息鄭先生都問我，要不要試？他一直提
醒翻譯如游泳，一定要跳下去飲幾口才會學
懂！我也想一場到來，沒理由空手而回，死
就死啦！誰知這樣的一坐，就坐到1997年6
月30日迎回歸了。」
周蓓很感激鄭先生對她的提點，「他說一
定要保持鎮定和開卷有益，因為領導人在外
交場合什麼也會談及，可能提到省港盃，或
者非洲某處地方發生了某一件事，所以每天
起床必定查閱大新聞，做好準備，不可胸無
半點墨，萬一聽不明白也可以不恥下問，但
當第二次再追問已不好意思，可能如骨牌效
應一樣，接下來什麼也聽不進去了。」
在10多年傳譯生涯中，她接觸過無數的高

級官員，其中她最看不過眼的竟然是末代港
督彭定康……「1993年香港發生了多宗工業
意外，吊船跌下造成傷亡，政府可以做什
麼？當天工會請了幾位工人到來，我負責翻
譯。彭督進入會議室視現場的人全透明，與
電視上那個吃蛋撻飲涼茶的肥彭完全不一
樣，頗擺款，還有5分鐘，他問私人秘書梁
寶榮先生今天談什麼？就好像剛剛逛街撞進
來，完全無心和無禮貌，他的表現跟我在中

英談判中遇過的外交官員，那種風
度和誠意真有天淵之別！」
回歸22年，周蓓非常清楚談判
雙方的確好認真地將中國對香港恢
復行使主權做好，相信當年的中英
團隊，包括她自己在內都希望今天
的香港社會，一如既往接納多元文
化的價值觀，多聆聽不同年齡組別
的聲音，兼容並包，和睦相處，創
造美好的將來！

和睦相處 創造美好香港
以前看過一個西方笑話，說甲問

乙新交的女朋友叫什麼名字，乙答
說︰「米洛維納斯。」甲再問是美

麗——如維納斯嗎？乙說，不是。還反問有沒有
到過法國羅浮宮參觀過那座沒有了手臂的維納斯
雕像？甲說曾經參觀過，便問，你女朋友缺了手
臂？乙說非也，你去參觀時看到雕像前寫着什麼
嗎？甲說是不准觸摸四個字。乙說，對了，我交
的女朋友對我說：不准觸摸！
是的，手，是用來觸摸的，觸摸到太冷或太熱的

東西便會縮手。不過，很多人都習慣用手觸摸令人
發生好奇的東西。亦有人喜歡摸摸小孩的頭，當
然，像去年台灣高雄選舉時，更多人都希望能摸到
創造了「韓流」的韓國瑜的光頭。
不少長輩從前都有個習慣，對某人表示感謝時，

會用手輕拍對方的肩膀或手臂，但自從有了性騷擾
之後，這習慣便戒除了，因為輕拍的如果是女性的
肩膀或手臂，就有可能被認作是性騷擾。
從前的人都用毛筆書寫，外國則用鋼筆，那時的

名人手跡，如今可以賣得高價。但自從有了電腦之
後，書寫改為打字，手寫稿便消失了。往後的拍賣
會上，就少了手跡這一項了。傳統的手藝也在科技
時代逐漸消失了。像補鞋這麼簡單的手藝，如今在
街頭或店舖看到在做這項工作的人，都是上了年紀
的了。人手的藝術似乎就剩下了繪畫和書法了。其
他大部分工作，都讓機械手臂取代了。
可以讓人參觀的手，是演藝名人的手，因為他們

都會在某處留下手印，成為觀光地點。可以買賣的
手，是在交易時說的，你買幾手？會做錯事的手，
都要別人來執手尾。愛賭博的人，要看的是手氣。
怕冷的人，冬天要戴手套。人人都不希望的，是身
體要動手術。最奇怪的手，就是最近在示威遊行
裡，明明看到有人手裡拿着磚頭和鐵支，卻被說成
是手無寸鐵。

手的隨想

梁詠琪推出新歌
《再見灰姑娘》，

主題以童話故事作藍本，以成人角
度出發，很適合現在的身份，說明
已婚產女的她已踏入人生另一階
段，不再適合做公主，她希望今後
的作品都能帶來正面、溫暖和希
望，梁詠琪坦言主要原因是為了四
歲的小女兒Sofia。無論唱歌抑或拍
戲，總要適合女兒聽和睇。是否表
示不再唱失戀歌？她說就算唱都是
帶給大家希望的失戀歌。
挑選電影角色，亦會先考慮女
兒，接戲題材不能太黑暗，演壞人
或奸角也可以，但角色最後一定要
接受懲罰，一定要意識正確，接吻
戲就盡量不拍。
梁詠琪和西班牙籍丈夫Sergio都

百分百以家庭為重，為了有更多時
間陪伴女兒成長，Sergio甘願放棄
食品公司的高薪厚職，轉行開店售
賣西班牙童裝。
梁詠琪也一樣，當媽媽後，全情
投入，忙着接送女兒上課下課、帶
女兒去興趣班、替她沖涼、晚上講
故事等，很花費時間，所以盡量減

少繁複的幕後工作，集中精力做好
幕前。
夫婦二人雖在不同環境長大，有

文化差異，但在管教女兒方面極有
默契，均認為要用耐性溝通，再加
正面鼓勵，不會打鬧，同時也會給
女兒明白中國人長幼有序的原則，
視尊重長輩為美德。
剛上幼兒班的Sofia甚有語言天

分，已懂三文四語，英文、普通
話、廣東話及西班牙文，十分聰
明。為了加強女兒的廣東話，梁詠
琪會用廣東話講女兒喜歡的故事，
每晚在女兒睡前，她和丈夫會給女
兒講三個故事，以助女兒掌握三文
四語，梁詠琪負責讀英文書及中文
書，Sergio則負責讀西班牙文書。
他們去年首次帶女兒入戲院觀

影，入場前她先教女兒有關觀影的
禮儀，看完電影後，梁詠琪會藉着
電影內容，跟女兒討論引導及啟發
思考，例如動畫片中會有好人和壞
人，女兒就試過問為何某個角色要
做些傷害別人的事，梁詠琪就即乘
機告訴她世界上有壞人，教她要有
心理準備面對。

梁詠琪智慧型媽媽

今天，給大家分享一位醫
生的親身經歷，讓你知

道——學會放下，身體會有怎樣的奇跡。
這位醫生五十歲，有慢性和頻密的偏頭痛，
定期都會發生耳痛、近視、散光、鼻竇炎、鼻
敏感、輕度的痛風，所以他必須在車後，長期
擺放着一枝柺杖以輔助自己，同時，因為有類
固醇的問題，他嚴格地限制自己的飲食。
他身上的疾病很多，有十二指腸潰瘍，在過

去的二十年來不斷復發，所有的醫療都不起作
用；有胃炎、胃酸過多、間接性痙攣和結腸
病，需要定期覆診和入院；腸胃道的下段也出
現了問題，已經預約進行手術；頸椎有關節
炎、第四位頸椎移、腰背患有不同的綜合症，
需要脊椎按摩和治療；患有洛氏綜合症，有時
會失去感官的知覺，手腳麻痹、冰冷，也出現
精力和性慾減退的情況；還有輕微的抑鬱症、
支氣管炎和慢性咳嗽，牙齒也有問題，牙根周
圍的骨質流失，也要進行手術……除此之外，
他還患有不同的罕見疾病。如肋骨和胸骨的交

界處，腫脹、疼痛等等。
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也非常驚訝自己
還能夠進行日常工作，疾病並沒有威脅到他的
工作。在最壞情況的時候，他會被再進一步限
制飲食，青菜和紅蘿蔔是唯一可以吃的安全食
物，因此，他的身體減了超過二十五磅，形容
憔悴，骨瘦如柴。
醫生和他說，像他這樣的情況，估計他的身
體，只能夠活多幾年。聽了醫生的話，當時他
的內心就有一個問題：看看別人，有這麼多教
育領域的專業人士，儘管他們對於健康的資訊
並不太專業，卻也有一個平穩的生活和健康的
身體。而自己作為醫生，為何還會有那麼多病
症？是因為工作繁忙嗎？但是每星期都有運動
兩至三次，也參加了瑜伽，每天也有進行冥想
的練習……但是為何還會有這麼多的病症，而
更驚奇的是，疾病纏身的自己，為什麼也還能
夠如常運作？
答案就是，他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心態，他能

堅持、捱得過這一切阻礙着他的難關，他將這

一切阻礙着他的情緒壓抑着。而在面對着這一
系列的病患的時候，他就嘗試用不同的方法去
治療自己。因為，畢竟任何人聽到醫生跟自己
說，只剩幾年的命，任何人都會作出改變。
在治療進行到某一程度時，他就開始利用

「放下」這個技巧，以及應用Course of Miracle
的教學。他每天都堅持練習，在潛意識上，不
停地將內心的一切放下，同時也有意識地做着
Course of Miracle的練習，兩者相輔相成。
奇跡，正是在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微小事物中
發生的。因為，他的大腦一旦了解到如何釋放
內在的壓力，他就將這麼多年來所累積的一切
負面壓力和情緒，緩緩地釋放。
因此，一直以來前所未有的思想和感覺，他
也都重新開始感受到了。這時他才恍然大悟，
其實生活可以過得很安然，只是因為過去太忙
了，沒時間、也不夠膽去處理這些問題。我相
信，我們很多人的人生都是一樣的，給自己留
一點時間，多嘗試去放下，就會獲取另一個境
界的體驗。

放下，開啟生活的另一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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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心的禪意

■周蓓（左）彈肥彭
擺款。 作者提供

看過一首小詩，非常有
趣：我家小妹妹/提着竹
籃去打水/媽媽說/竹籃怎
能打來水/妹妹說/可我明

明/打了滿滿一籃水/一路上/花兒要我餵/草
兒要我餵/等我回到家/ 沒了一籃水
竹心是空的，竹籃也是空的，童心更是空

的。這首小詩可愛，一派稚語童趣，心中不
着一物，遍地長滿芳菲。有一年浙江高考作
文題出的是「童心早泯」，很多物質化的考
生看不懂。其實，一個人在他自己的世界裡
活着，應保持最初的心，聽風湧起，待雨來
過，這個時候他還是這個世界小小的嬰孩。
記得一位上海女作家說過，竹心是童心可

鑒的愛，那是一種沒有條件的愛。江浙農家
喜將頂天立地的青皮竹栽在自家門前屋後，
不僅有陰涼可乘，更有收益可享。因青皮竹
高達三丈，剖開成竹，篾絲光潔柔軟，可編
籮筐、織涼席等竹製品。
竹子不會生鏽，不會斷裂，只要不生蛀，

善待呵護它，竹製品都是愈舊愈好用。竹心
雖是空的，竹的筋骨卻柔韌而實在。那些用
細竹篾編成的小枱面、小座位，冬暖夏涼，
比皮革透氣，且手感親切、溫馨。竹童車推
起來「咯吱咯吱」作響，成了兒童牙牙學語
的伴奏，更是自然童心的有聲啟蒙讀物。
竹葉茶雖是竹的副產品，但其深味不變，

奉獻不改。一位江蘇朋友回憶，每年夏天，
祖母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燒一大鍋的開
水，然後領孩子們到屋後竹林裡採竹葉。孩
子們飛進竹林，選那些最綠的竹葉採。祖母
的大桶小盆備好，開水裝進桶盆裡，再把竹
葉丟進開水中。眼見一層一層的翠綠，在水
裡洇開來。泡好的竹葉茶，最後被孩子們送
到田間地頭。歇晌時，幹活的勞力們笑哈哈
走上地頭，找樹陰坐下。從桶盆裡，操起一
隻隻水瓢來，滿滿舀上竹葉茶，灌下去，那
叫一個心爽！
沒經歷過一點小小滄桑，是不能全部體會

竹心的林林總總。譬如，在亭亭玉立、婀娜
多姿的翠竹叢裡，躲藏着零零落落的畸形小
竹：矮小、乾癟、彎曲、羸弱。但這些草竹

或野竹何時氣餒過？劈不成堅韌的竹篾，那
就用自己的身體做一根竹杖。再譬如，音樂
愛好者撫摸着的竹笛、管簫，雖被音樂照亮
了情思，但它歷經了怎樣漫長的等待和精心
的挑選……
竹心，最懂虛中有實、實中有虛，那是有

來由的。遠古時候，一根竹子懷才不遇，試
圖阻止匠人在它身上鑿洞。匠人手裡拿着鋒
利的刀子，不停地削刻，並不聽竹子的訴
苦。他要用竹子做一支簫。他對竹子說︰
「你這竹子啊，身上若沒有這些洞，你就不
過是一根普通的竹子。這些洞好像是使你受
傷，但它們會使你成為一支簫，從你身體裡
發出來的聲音，將使許多人的心靈得到溫
暖。我此時削、刻你，正是為了成就你，使
你成為有價值的樂器啊！」
竹心頓悟了，心曲猶在，此後幾千年塑成

了不怕歷練的堅忍竹心。躺在竹林下看着高
聳入雲的竹梢——伸入星光閃閃的夜空，我
突然懂了，收束自己心的慾望，臂膀才有力
量，靈魂才會更高貴！我靠在一根竹子上，
微閉眼簾，靜靜地，靜靜地，彷彿我也成為
了它們間的一員。竹心的禪意，正是人心的
無限禪意啊！有一年，我去江蘇南部宜興竹
海旅遊，翠竹滿目，澗溪動情。這裡不僅有
幽靜舒適的竹海，而且在竹林間置備了美味
天然的佳餚。如果慢下腳步，在溪泉邊跟療
養院的老師來套太極拳，「泉入心、溪入
夢、水映竹、竹映水」，身心皆暢。做完一
套功夫，再一路慢慢走去，在小小竹店裡流
連，各樣各式的精美竹器、宜興陶器琳瑯滿
目；在竹溪茶樓小憩，遠處雲霧升騰，近處
竹海湧濤，看得見風景，聽得到天籟，於竹
韻時光裡品陽羨香茶，肺腑間元氣滿滿。
竹的海洋裡，竹心連着竹心，清爽的負氧

離子——讓深氧的綠色深入人心。在竹海鏡
湖，一叢叢竹子倒映在湖水中，藍天白雲與
身姿曼妙的竹影相映成趣，整個畫面靜謐、
豐富且具深邃感，彷彿一下跌入了湖中。而
在鏡湖，還真有一座吊橋——眼見是浸入水
中的，但實際人走在上面卻不濕鞋。據說，
鏡湖裡的「水中大熊貓」——桃花水母古老

而稀有，只有鏡湖的水質裡才可生存。如果
故鄉可以選擇，我願選擇宜興，因為這裡是
禪竹的天堂。
竹心是風雅的詩篇，「荷風送香氣，竹露

滴清響」、「綠竹入幽徑，青蘿拂行衣」、
「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竹深樹密蟲
鳴之處，時有微涼卻不是風。目下，我胸腔
中的清芬飄逸之氣，使蘇軾「寧可食無肉，
不可居無竹」更加可信。清涼竹心合在一
處，如一群臨風而立的君子弦歌互答：我活
在青山裡，做舟可渡苦海，做媒可成一樁姻
緣；我要活在這個國度，因你我都是修長的
紳士，每一滴泉水都可做裊娜的佳人。
竹海由無數翠竹聚成，令人忘塵、忘情的

便是竹心的氣場。天然氧吧裡，竹葉猶自婆
娑，竹香幽然沁人，神秘優雅，身心滿足。
我被包圍在竹的海洋裡，天人合一。旅行的
本質，就是絕佳風景與心靈期盼的相為描
畫。無論行走在「翡翠長廊」、「愛情隧
道」，還是探幽於「懸空棧道」，道路兩邊
竹茂林密，即便陽光熾熱卻看不見太陽，恍
若孫行者把道路上空一路搭蓋，一陣陣風吹
過，享受着最自在的呼吸；「我見青竹多嫵
媚，料竹心見我應如是」。竹海的清晨，霧
氣漫上來，另一種美誕生了。那是一條「白
絲巾」，在破曉時恰到好處地纏繞在竹海上
端，它向灰雀致敬，向蜀葵花問好，吸晨露
之氣華，集天地之精脈，最後竟站在那裡，
恍惚間成為一棵葱鬱的竹子。面對博大竹
海，我感到——竹的精神無處不在。竹心的
根脈護衛村郭，護衛炊煙茶香和稻菽麥浪。
縱然閃電雷鳴、甚被狂風吹折，竹的心底依
然寫着石刻般堅韌的信仰。只要深藏於土的
竹心不死，來年竹子又會舉起綠色的思想。
竹心，是前輩竹農栽下的莊稼；幾千年後

仍在含苞欲放，仍在生長。與竹叢席地而
坐，竹海是我與竹海凝眸的蒼茫詩篇。竹海
聽心，這是一片心靈的世界，觀察這一方清
翠，聆聽心的歌唱，竹影翠綠彷彿是覆身的
衾被，修竹以膜拜青天的姿態叢叢直上。我
把微濕的心靈，停泊在寧靜裡，讓竹海裡的
清風輕撫我的絨絨羽毛。

■大西洋城藝術基金會董事
Loryn L. Simonsen參觀後在書
畫前留影。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