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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觀約取 厚積薄發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青年員工積極回應王志民主
任關於要發揚良好學風的號召，通過組織「青年讀
書會」、「午間讀書沙龍」等活動，認真學習領會
經典著作，堅持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做到學
以致用、以學促幹。近期，「青年讀書會」以「領
悟主席金句，感受經典魅力」為主題，深入交流學
習《習近平用典》的心得體會，提高從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中汲取養分、推動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的能力。

通過學習《習近平用典》，我深刻感受到習近平
主席昂揚的文化自信。習主席多次強調「文化自信
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
持久的力量」「我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持文化
自信」。十九大報告也指出：「沒有高度的文化自
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當然，我們也要有足夠的文化包容，尤其是
身處中西意識形態共存、多種文化融合的香港，只
有求大同存小異，才更能體現和提升當代中華民族
的文化自信。

《《用典用典》》活化了典故的當代價值活化了典故的當代價值
人民日報出版社副社長鞠天相曾介紹，「《習近

平用典》以習近平引用的古典名句為主線，既結合
引用時的語境對典故的現實意義進行解讀，同時對

典故的背景義理進行詮釋。」用典是一種
修辭手法，即引用古

籍中的故事或詞句，可以豐富而含蓄地表達有關的
內容和思想。劉勰在《文心雕龍》裡詮釋「用
典」，說是「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用
典》（第一輯）從習主席2014年9月前的數百篇講
話和文章中遴選出典故135則。《用典》（第二
輯）遴選了近來使用多、影響大，能體現習近平主
席治國理政理念的典故148則，分為敬民、治理、
修身、篤行、勸學、天下、廉政、法治、辯證、歷
史、文學等11篇，對其現實意義和歷史源流進行解
讀和闡釋。《習近平用典》兩輯的「主要參考文
獻」均長達七八頁，涉及數百部文獻，引用典故範
圍非常廣泛，文風獨具個性，並賦予典故以鮮活的
當代價值與意義。習近平主席古典文化功底之深
厚，真可謂「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新華社
評價它是「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的重要讀本」，有香港報紙稱該書為「治國之
用，理政之典」。

《《用典用典》》是工作學習的寶庫是工作學習的寶庫
《用典》的金句名言，對我們的工作學習都有

極大的指引作用。管中窺豹，略舉一例。習近平
主席在《做黨和人民滿意的好老師——同北京師
範大學師生代表座談時的講話》等文中，曾引用
唐代韓愈所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傳道、授業、解惑」這短短的六個字，言簡意
賅地明確了教師的職責。「傳道」使學生熱愛祖
國、熱愛家鄉，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形

成文明守則的行為規範。「授業」「解惑」屬

智育，通過授課答疑，使學生掌握文化和專業知
識、技能。此六字有普遍意義，尤其是對於有志
於創業立業的青年來說，此箴言也回答了如何當
好負責人、帶好團隊，如何提升組織領導能力的
問題。要做好team leader，努力成為好教練、好老
師，就要身體力行，真學真用，在本職工作崗位
上傳勤政為民之道、授謀事創業之業、解開拓創
新之惑。在加強自身學習，努力具備深厚的理論
功底、豐富的實踐工作經驗和過硬的工作本領之
餘，對團隊成員傳授如何組織管理、統籌協調、
橫向縱向領導力，與同事們共同進步，不斷提升
各個領域的能力本領。

如何學好讀好如何學好讀好《《用典用典》》
首先是讀什麼？要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主席講話

的原文，感受引用經典金句蘊含的豐富內容，並結
合原文的主題和上下文，深刻理解原著本意和現實
含義。用典的金句，是千百年來膾炙人口的經典，
凝聚了古人先賢的智慧，集中體現了中華文化的獨
特魅力，反復誦讀金句，讓人感悟中華語言的獨特
魅力與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在時空對比中感受古
為今用。其次是怎麼讀？朗讀：大聲朗讀經典語
句，既可以入腦入心，還可以練習我們發言水平，
提升演講的能力，用粵語朗讀還可以練習粵語發
音。書寫：喜歡書法的朋友，還可以將《用典》的
金句作為書法的書寫內容，在書寫中不知不覺牢記
在心。回味背誦：古人金句凝結着浩然正氣，多多
背誦、反復回味是一個凝神聚力的過程，可以

將古人智慧、中華文化傳統、當代中國精神融入血
液、強筋壯骨。

習近平主席曾說「讀書已成了我的一種生活方
式。讀書可以讓人保持思想活力，讓人得到智慧
啟發，讓人滋養浩然之氣。」身處新時代的廣大
青年朋友更要真正把學習作為一種追求、一種愛
好和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學經典、讀經典、用
經典，做到自覺學習、主動學習、終身學習，學
以致用、用以促學、學用相長，依靠學習走向未
來，依靠學習在不懈奮鬥中放飛青春夢想、書寫
人生華章！

行財部 李旭鴻

■《習近平用典》於2015年2月28日在京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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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習近平用典》心得體會

位於九龍城龍珠商場的「愛美姿裁剪」及「百
搭屋改衣店」，外表與一般改衣店舖無異，

但當踏進店內，彷彿到了另一天地：放滿七彩繽
紛製衣線的木櫃、貼滿陳年舊照的四周、痕跡斑
駁的衣車、擺放紙樣與製衣工具的木桌……這裡
除了是改衣店，也是縫紉教室，「以前的人學剪
裁是為了謀生，但現在多為興趣。」

學藝動機變遷 昔謀生今嗜好
時移世易，周姑娘裁縫班的報名人數，除了視

乎學生的學習動機外，社會環境變遷亦甚為關
鍵。「現代人工作繁忙，沒有太多耐性與時間學
習，加上現時衣服價格便宜，故對做衣的需求不
大。」周稱。相比以前每日都有人報班，現時可
能一個禮拜，甚或一個月才有人報班，可見製衣
業已不復當年勇。
時代變，但周姑娘始終喜歡做衣服。「可能是從
小就看着同為裁縫的爸爸為客人做衣服，慢慢感染
到我都喜歡這門手藝。」周姑娘笑指，由於自己
「無書緣」，學歷只有小學程度，幸好在製衣方
面有天分，才有一門手藝謀生。「我先跟爸爸學
藝，後跟在工廠做裁床師傅的舅舅學習，再在工
廠工作了一年多，邊做邊學累積經驗。」周憶
述。

夫早逝獨養家 憑手藝闖難關
其後，周姑娘在1974年正式成立「愛美姿裁

剪」，開展了自己的事業。最初的「校址」是聯
合道萬基樓約700多呎的單位，後來學生人數漸
多，周姑娘於是將學校搬到九龍城太子道附近一
個約千多呎的單位繼續教學。直到長子大學畢業
後，適逢在龍珠商場經營「百搭屋改衣店」的學
生兼「契妹」要移民澳洲，將舖位轉讓予周姑
娘，從此「愛美姿裁剪」亦落戶現址。
「搬到這裡時，我的年紀亦已漸大，所以開班

模式都由一大班學生變成小班教學。」周稱。
「其實我好感恩做到裁縫這個職業，加上有蘇

姑娘（助教），陪我度過了人生最難捱的日
子。」談到傷感處，周姑娘不禁感觸起來，一度
咽哽。周姑娘表示，丈夫不幸於1986年去世，留
下她與3名子女，生活頓感徬徨。幸得這門手藝，
令她得以賺錢養家。現在3名子女都已長大成人，
更已成家立室，周姑娘的重擔終於可以放下。

滿腔熱誠開班 欣喜孫女傳承
「我現在開班教學是為了興趣，最緊要是學生

可以學到這門手藝，做到他們想要的衣服，將裁
剪技術傳承。」周滿腔熱誠道。現約有30名學生
跟周姑娘學習裁剪技巧，年齡由10歲到70多歲都
有，當中有數位更已跟隨她十數年之久，可謂
「入室弟子」。「10歲的學生其實是我孫女，她
用衣車縫紉的技術是挺好的，可能是隔代遺
傳！」周姑娘難掩自豪。被學生問到可否教到99
歲，周打趣道：「當然可以！大家鬥長命啦！」

所謂「萬丈高樓從地
起」，所有事情若能打
好基本功，將有助他日
發展，做女服亦如是。
「（做女服）技巧是需

要時間浸淫，學好基本功先會懂得變
化。」周群英語重心長道。她表示，
教學時經常鼓勵及提點學生，望透過
課堂使他們由設計到完成一件女服都
可一手包辦。「我有個學生自己設計
粵劇戲服作表演之用，又有學生因為

想做時裝設計師而學。」周姑娘稱。
要數最長情的學生就非蘇姑娘莫

屬。「我應該由1979年開始跟周姑娘
學習，一年多後她就邀請我做助教，一
做就幾十年。」蘇姑娘仍記得，最初認
識周姑娘源於彼此對做女服有深厚興
趣。「（上世紀）70年代10堂的學費
約百多元；但現在就約3千元。」物價
變遷反映時代轉變，惟蘇姑娘與周姑娘
的情誼卻「40年不變」。「我好感謝
蘇姑娘多年來對我的忍讓同支持，她是

一個勤奮且用功學習的好學生，也是我
的好拍檔！」周姑娘充滿感激道。
除了蘇姑娘，平易近人的周姑娘與

其他學生都是亦師亦友的關係，「愛
美姿裁剪」就恍如一個大家庭。「以
前地方大，每當有組別畢業時，我們
都會舉辦慶祝派對。」周姑娘語帶興
奮道。不過現時舖位面積有限，學生
人數亦不如以往鼎盛，派對早已取
消，惟有心的學生仍會不時相約周姑
娘飲茶聊天，一敘當年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
期香港社會氣氛緊張，政治爭議及
經濟民生等問題都會影響市民的心
靈健康及生活和諧。一項全港心靈
健康調查顯示，以0分至10分計，
市民平均快樂指數為6.39分，十八
區快樂指數最高者是荃灣區，有
6.87分，最低是灣仔區，只有5.71
分。
香港忠僕事奉中心、基督教聯

合那打素社康服務與Nice Talk輔

導中心，於今年4月至5月期間，
在十八區街頭及網上平台進行了
一項問卷調查，共有2,016名市民
參與調查，受訪者中女性佔比
63%。全港市民的快樂指數是6.39
（0分代表最糟糕的生活，10分代
表最美好的生活），而十八區的
快樂指數由 6.87 分至 5.71 分不
等，其中最高分荃灣，最低是灣
仔。
調查指，令市民受到心靈困擾的

事件首五位分別是工作、家庭、健
康、情緒／精神困擾及人際問題。
在過去一年，有76%受訪者經歷困
擾事件，每人平均有2.2宗的困擾
事件。在十八區中，離島及深水埗
區的每人平均困擾事件較低，有1.9
宗，而北區及屯門區則較多，分別
為2.6宗及2.7宗。
在處理困擾方面，受訪者平均找

1.4個類型的幫助，有43%會找親戚
／朋友／同事幫，找家人的有

28%，自己處理的有39%。但在成
效方面，只有不足半數人（49%）
得到足夠支持解決問題。
臨床心理學家鄭健榮認為，港

人心靈健康需受到更多社會關
注，政府應在十八區廣泛推動輔
導關懷等市民心靈健康服務，並
建議政府、地區及宗教團體多舉
辦增進家庭關係的活動，同時普
及家人與受困者相處的公眾教
育。

荃灣人最開心 灣仔人不快樂

有些人一生做過許多偉事，但72歲的周群英過去與未來只想踏踏實

實做好一件事，這件事就是將一塊布料變成美輪美奐的新衣裳。小人

物，大使命，出身製衣世家的周姑娘，窮盡大半生在時代夾縫中，把日

漸失傳的縫紉手藝承傳下去。她開班傳授製衣心得現已桃李滿門，學生

年齡由10歲到70多歲都有，部分人更已跟隨她十數年，不時有學生問她會教到99

歲嗎？周打趣道：「當然可以！大家鬥長命啦！」 ■圖 / 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練好基礎懂變化 亦師亦友好拍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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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區心靈健康調查發現，十八區快樂指數最高者是荃灣區。
香港忠僕事奉中心供圖

■雖做了一輩子裁縫，惟周姑娘對此行業仍充滿熱誠。

■縫紉工具離不開剪刀、曲尺、直尺、粉
餅等。

■周姑娘多年來收藏不少舊相片，圖為與
畢業學生舉行派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