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茶論道

家長何時成「怪獸」？
又是足球班的
觀察。

這陣子足球比賽特別多，湊巧遇
上不同組別都要在同一天作賽，或
許因為教練團一時調動不來，於是
孩子所屬的組別，要改為由一位較
年輕的教練在當天帶隊上場。
那是孩子剛升上精英班後的首次
比賽，其實隊友仍不算太熟絡，可
說十分依賴教練的指示。但一到達
場地，我和其他家長便打眼色暗示
不妙，因為年輕教練較為溫柔，而
且因為他不熟隊員，認不到他們的
名字，於是小朋友便開始如脫疆野
馬，一夥人跑來跑去，不聽指示，
連做基本的熱身訓練也有困難。
我和另一家長已登時「執生」，
立即出任「助教」──呼喝威嚇兼
而並用（不聽話的稍後沒有出場機
會），希望大家立即可以回復秩
序。但到比賽正式進行之際，問題
仍不斷湧現……
我一直很抗拒家長在場邊「摩連
奴」上身，因為教練是場上唯一的
指揮官，他最清楚各球員的特性及
戰術安排，而家長難免把焦點放在
自己的孩子身上，動輒以此為重
心，一旦作出不顧全局的喊叫，孩
子在家長及教練的指示之間，很容

易會迷失，更不用說家長的專業水
平到什麼地步。更重要的，以上表
現是對教練不尊重的表現。
只不過當天情況真的較為特別，

孩子的組別因為組成時間不長，彼
此默契有限，加上本身仍未接受高
強度的訓練，所以落敗早已在意料
之中。
但即使如此，比賽也是難得的經

驗，他們極需要教練在場邊的提
點，何時上前、何時補位，乃至何
時傳給隊友等等，都是吸收經驗的
好時機。可是，當教練連他們的名
字也喊不出的時候，嗯……似乎就
浪費了大好的實戰機會。
直至最後一場──即當天比賽輸

得最多的兩隊碰頭之際，終於按捺
不住，我在場邊決定「摩連奴」上
身。當場上不同的小朋友聽到指
示，他們便立即盡力執行；那一刻
便一清二楚，其實大家技不止此，
最低程度均可以發揮得較先前更
好。最後，我們贏了最後一仗，孩
子及家長們均欣喜而歸。
對不起，我成了一個自己討厭的

家長──但回頭再來一次的話，大
抵仍會作相同的選擇。是的，我仍
是錯的，怪獸是我，希望以後不用
再做怪獸家長。

主題是「茶文
化之旅」的第七
屆世界華文旅遊

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澳門大學舉
辦開幕式、分組研討會和總結、閉
幕式後，還有一個延續的壓軸戲，
是在深圳創意文化園──集悅城舉
辦的「第一屆茶文化論壇」。
設計這次「茶文化論壇」，是因
為「茶文化之旅」主要是學術研討
會。世界各地的不少茶商、茶藝師
都希望能夠參加。為了滿足這個要
求，我策劃了包括茶商、茶藝師及
茶文化研究者共同參與的「第一屆
茶文化論壇──以茶論道」。
這次論壇從規模、參與人數及規
格，比之「茶文化之旅」國際學術
研討會，有過之而無不及。
「茶文化之旅」原邀請原文化部
部長、著名作家王蒙為主禮嘉賓，
王蒙原答應出席，後
獲知文化部不辦香港
簽證，他退而思其
次，答應參加在深圳
舉辦的「茶文化論
壇」。
旋不久，王蒙獲得
習近平頒授「國家榮
譽勳章」及「人民藝
術家」稱號，更是炙
手可熱的人物，邀請
渠道紛至沓來。我曾
為此跑了一趟北京，
最終獲確定行程。
除王蒙外，我們還

邀請原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國際
茶文化交流協會榮譽主席李蒙為大
會主禮嘉賓，由他正式宣佈「第一
屆茶文化論壇─以茶論道」開幕。
這次論壇，我們邀請了世界著名
普洱茶收藏專家白水清先生、中國
喜馬拉雅網站副總裁周曉晗女士等
到來講演。
論壇並邀請了十八家來自香港、

福建、台灣、日本、緬甸等知名茶
區的茶商前來參展，包括日本茶道
專家宮武慶之博士、深圳國際茶藝
協會無覺工夫茶、八馬茶業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古逸茗莊、廣東丹霞
天雄茶葉、深圳學梅茶文化、浙江
獅峰茶業、深圳國際茶藝協會、宜
興茹古堂、安徽良奇茶葉、香港茶
藝中心、三和茶葉、「一三七」零
白茶的茶藝表演，與大家體驗世界
各地名茶和茶道。

此外，我們還邀請世界各
地藝術家表演節目，包括鋼
琴教育家韋柰彈奏《在水一
方》、由大型歌舞「絲路花
雨」女主角裴長青伴以舞
蹈，雲南普洱市瀾滄老達保
快樂拉祜演藝有限公司少數
民族歌舞團表演拉祜舞蹈，
四川著名長嘴壺表演者徐偉
表演茶藝絕技，江蘇宜興紫
砂壺手工藝人、高級工藝美
術師王息娟表演紫砂壺製作
過程。
可謂極盡聲色藝之娛！

（《茶文化之旅》，之四）

中學畢業禮上，中國語文老師對
學生們說︰「不登高山，不知天之
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

也！」之後，新聞系課程畢業（預科）時，老師微
笑地說︰「多年來的學業路程已落下帷幕，但嶄新
的未來才剛剛開始，在日後的人生中，不會都是陽
光燦爛的日子，定會有困難、荊棘，我們會倚立在
人生的一個又一個十字路口，乾坤未定，你我皆為
黑馬。」老師們的臨別贈言，也許因時代不同而有
人覺得「老土」，然而筆者在踏出社會工作至今，
一直「受用」着。
年前筆者返鄉探親，受邀參加親友孫子的大學畢

業禮，當時筆者坐在觀禮席上心情有點興奮，因為
曾好想穿一次大學畢業袍呀！校園生活承載着年輕
時美好的回憶，看到那一張張洋溢着青春的笑臉，
不禁地想起校園的那一段青葱歲月；此時畢業禮堂
響起了音樂，令筆者從沉醉於回憶中回過神來，只
見畢業生席上，一位又一位的男女畢業生拿着
「咪」在高唱︰那一天知道你要走……當擁擠的月
台，擠滿送別的人們，當你背上行囊，卸下那份榮
耀，我只能將眼淚留在心裡，面帶着微微笑，用力
揮揮手，祝您一路順風！當你踏上月台，從此一個
人走，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
畢業禮的歌聲，聽得在場的家長、朋友們感動得
淚流滿面，雖然畢業生們唱功都是業餘，但是就是
這份真摰的祝福才動聽、感人，被感動得雞皮疙瘩
落一地；人生即是舞台，人人皆是自己舞台上的歌
手，不是嗎？同學們畢業了，長大了，儘管對新的
生活會有些惶恐、忐忑，不過畢業卻是學業階段的
輝煌見證。
莊嚴，相互尊重，和睦又大體是大家對畢業典禮
的印象，但，同樣是畢業典禮，為何人家如此優秀
Warm My Heart，而香港的你們在瘋狂暴力「打
砸燒」自毀前途Made Me Sick時，人家已出發奔
向陽光的生活了！

你我皆為黑馬
和我的摯友松花江握過

手，說過話後，我繼續停
留在哈爾濱隨心漫遊。

哈爾濱，中國黑龍江省省會，中國東北地區
政治、經濟、文化及對外開放中心，面積
53,068平方公里，人口1,063萬（全國第8位）。
這個人口眾多的東北大城市，生活在這裡

的人──哈爾濱人──那硬朗、自豪和自信
給予了我深刻的印記，而這一切，原來全來
自他們的歷史和生活。
哈爾濱有着悠長而獨特的歷史：最為人津

津樂道的就是她是女真人建國之地。公元
1114年，女真首領完顏阿骨打起兵大敗遼
兵；1115年，完顏阿骨打稱帝，建立大金
國，定都會寧府，也就是現今哈爾濱地區。
金國曾建5個首都，而位處哈爾濱的金上都
則是最早的一個，所以哈爾濱被視為金國的
發祥地。
女真人在中國歷史上曾令中原漢人吃盡苦

頭：893年前，北宋被女真人所建金國所
滅，「靖康恥，猶未雪」說的就是這漢人的
奇恥大辱。420年前，女真人再次崛起，女
真首領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國，其子皇太極把
女真族改名滿族，把後金改名為清；376年
前，滿清滅明，統治中原達267年。
「馬背上得天下」，絕對是女真人的真實

寫照。因此，哈爾濱人的硬朗、強悍，絕對
是有源可尋的。我走過中國80多個地方，哈
爾濱人的硬朗和強悍絕對可得全國冠軍，尤
其哈爾濱漢子，個子魁梧，走路時步速快而
孔武有力，我們走在哈爾濱街頭要小心，可
別跟他們「碰頭」，因為被「人仰馬翻」的
一定不是他們！
關於女真人的歷史，900年前的金上都遺

址現成了「金上京歷史博物館」，展示宋遼

時期女真人歷史及金源文化，這是一個絕對
可令你發思古幽情之地呢。
哈爾濱人的硬朗來自他們的歷史，而哈爾

濱人的自豪和自信則來自他們的生活。
哈爾濱又名冰城（冬天平均溫度-17度，
-35度也是平常事），而她讓哈爾濱人自豪的
也就是冰──「中國哈爾濱國際冰雪節」。
冰雪節有高山滑雪、冰滑梯、冰球比賽等活
動；也有璀璨奪目的冰燈、冰雕展覽；而最
神奇的則是用松花江中開採的厚冰塊，打造
和實體一樣的建築物，加上燈光效果，讓人
置身在鬼斧神工中流連忘返。哈爾濱冰雪節
蜚聲國際，每年吸引數十萬遊客來此地，這
絕對是哈爾濱人引以為傲的亮點。每當和哈
爾濱人說起冰雪節，他們總是滿臉自豪地
說：「咱們的冰雪節是最棒的，您要和您的
朋友來一趟，您們一定會在哈爾濱盡興而
歸！」
哈爾濱人生活的豐足多彩，令他們對自己

充滿自信心，以我到過的地方為例：哈爾濱
的菜市場、食品市場裡食物琳琅滿目，價廉
物美，令人嘆為觀止！哈爾濱的百貨公司貨
品時尚質量好，我實在是不得不買了──兩
件羽絨服，一雙皮鞋。哈爾濱的食物全都好
吃（我吃過的）：玉米，香糯清甜，全國第
一；白米飯，晶瑩飽滿，米香徐徐滲出，讓
您欲罷不能；麵條，只有佐料，沒有菜肉的
麵條，也可以好吃得讓您忘記了自己是誰，
哈爾濱還有一多，就是義工多。哈爾濱街頭
常見義工自發指揮交通，維持秩序；每當我
遇到義工工作，我總是駐足凝視着他們的熱
誠投入，欣賞着他們工作時臉上煥發的光
彩；這激勵人心的光彩，讓我對哈爾濱人的
自豪和自信，讓我對這個東北大城市增添了
無盡敬意！

中國四大河流行︰黑龍江篇哈爾濱市

捱了半年，新的
一年到來了，可心

情沒半點高興，也確實沒有什麼可
高興的，過去的半年，香港人在大
大小小的動亂中度過！反對派不止
「反中」、「反港」，同時在不斷
地折磨普通市民，除了僅有的捱盡
艱難，天天被挑釁的警隊之外，有
誰來保護我們？有誰為我們普羅大
眾盡過責任、開過聲？我也曾經被
質問：「你認識那麼多愛國愛港的
人，你們又做過什麼？」的確，我
們能做什麼？面對面開戰？有呀！
結果呢？我們只是普通市民，如何
開戰？政府每一件事都辦不成，我
們的力量能做到什麼？漸漸只能看
不到、聽不到，只能躲、只能避、
只能憂心忡忡地想法子過自己的生
活！
2020年的到來，很多市民也在互
相祝福「新年快樂」，但更多人祈
願香港能回復正常，能平安度過！
今天平安比什麼都重要呀！
一些朋友在這期間的轉變，便
看到咱們普羅市民的心理。過往
他們也不甚喜歡回內地去，或多
或少都有種「不屑」，有點「大
香港」的想法。可是到了今天，
他們卻每有假期便往內地跑，深
圳附近是去得最多的地方，之外
是其他大小城市，杭州、桂林、
武漢、重慶、潮州、上海，沒事
便回去玩幾天，開心幾天。
我的另一位朋友更甚，大灣區
開始發展，他已經下決心回去，

把部分香港的生意結束，把房子也
賣了部分，到大灣區開展他以後的
生活工作，開展茶文化，種樹、養
魚、養雞鴨鵝、建房子、打造生
活！
我的另一位兄弟是早早已回內地

工作，儘管今日和老闆的理念不
同，已經離開了那公司，但他仍然
在內地生活，日子頗不容易，可是
已經習慣了內地的生活，加上近年
的社會動亂，他正想辦法建立一個
新的工作環境，希望可以在內地踏
實地過日子，而不再指望香港這個
地方！
眼見連字也寫不到幾個的暴亂分

子，說要來管香港，眼見書也讀不
成的居然可以做區議員，可笑可厭
的事情不斷在香港發生，要繼續在
這𥚃 生活的市民只有過一日做一日
人，沒有人再指望這個地方……倘
若真的沒有人再對這個地方存着希
望，新年還有什麼可以祝賀的？新
年還可以快樂嗎？

新年快樂嗎？

聖誕接着新年，再接着又是
春節，不少內地朋友趁着假

期，先後來港做年終採買。餐聚時，朋友們紛
紛詫異於市面上的平靜，並不像新聞畫面中看
到的處處戰火紛飛、暴力肆虐。我苦笑了一
下，匆匆過客，自然無法體會溫水煮青蛙式的
軟暴力，已經在不知不覺中侵蝕到市井生活的
肌理。
以前在內地城市搭乘的士，每每見到出於安

全考慮，駕駛室和後排車廂，被一道密織的鐵
絲網隔離，我都會忍不住想笑。太平歲月，疾
馳鬧市，卻要終日坐在一個鐵籠子裡。不曾
想，銀行多過米舖的香港，無論走到哪一條
街，間間銀行都常態化地困在了鐵屋子裡——
為了防止被暴徒襲擊，銀行的大門和外牆，都
自行用厚及盈寸的鐵板進行加固保護。不僅如
此，銀行臨街設置的自動提款機，也都由原來
的24小時開放，改為朝9晚5，其餘時間則都呆
呆地困在漆成白色的鐵屋子裡。
作為城中之人，我們居然已經開始習以為

常。
港大附近有間糖水店，開了幾十年了。因為

凌晨4、5點才收檔，晚上去消夜的學生和街坊
特別多，我也常去光顧。不久前，這間街坊店
在網上突然「爆紅」，然後生意緊跟着就寥落
了起來。原來有年輕人在網上發帖，說晚上去
消夜，聽到店裡一位年邁的服務員大嬸，跟一
位疑似休班警員的客人大聲聊天。聊天的大概
內容是譴責鬧事的學生是暴徒，政府應該盡早
收拾。
網帖立刻引發了一片對於店家的聲討之聲。

店主發現之後即刻在店門口貼了一張公開「認

錯」的通告，並且解僱了那位「肇事」大嬸。
店家張貼「認錯通告」的牆，也很快被各種紙
貼佔領，成為一面線下聲討的「連儂牆」。
銅鑼灣的橋底有間辣蟹店，也是通宵營業，
來過香港的人大抵都知道。因為生意常年火
爆，同一個路段就開了幾間門店。工作太忙好
久未去了，上周下班了去消夜，軒尼詩道上的
那間店黑燈瞎火，見我們一臉懵懂，門口站着
的一個服務生，趕緊上前將我們帶到拐角處的
另外一間店。落座之後環視一圈，只有寥寥的
一兩桌客人，此前異常熱情的幾位服務生也都
不見了蹤影。一打聽才知道，生意過於蕭條，
竟都被裁了員。
上個月中，政府統計處公佈的數據說，餐飲

業出現了過去8年最嚴峻的境況，失業率已經
上升到了6.2%。冰冷的數據在眼前一晃而過，
當時並不覺得驚人，現在頓有寒氣逼人之感。
那幾位服務生年紀都一大把了，再找新工作實
在不易，也不知道他們之後的生活該如何着
落。
有一個立場偏「黃」的記者，在媒體上說了
一件令他傷心的事。因為政見不同，他和父母
一直都甚少說話。去年9月29日金鐘暴亂，警
用水炮車噴出了藍色水霧，他在現場也被噴了
一身藍。晚上完成工作回到家，一進門，母親
第一句話就讓他傷心不已。
「你是不是『黑記』，跟暴徒站在一起，阻
礙警察做事」？
雖然一早就知道父母的立場，他說還是沒有
想到，當他這麼累這麼晚才回到家，母親的第
一句話不是關心他的安危，而是質疑。因為這
件事，他之後就再也沒有跟父母說過話，並準

備從家裡搬出去住。
「大家少見面可能更好。」他說。
跟朋友吃飯，朋友講了一件發生在身邊的事

情。朋友的先生前幾天去參加一位同學的葬
禮。還不到50歲的同學，跳樓而亡，跳樓的原
因是因為絕望：他實在沒有辦法阻止大學畢業
不久的兒子，屢屢去支持街頭的暴力運動。
聖誕節後第2天，立法會議員張華峰22歲的

小女兒，抑鬱症跳樓而逝。已近古稀之年的張
議員夫婦，晚景遭遇白髮人送黑髮人，肝腸寸
斷之際，持有不同政見的「香港民族陣線」突
破底線，公開在facebook發佈一張有張華峰與其
離世女兒的圖片，並在兩人身旁分別附上「藍
絲」和「藍屍」字樣，並附文「熱烈地彈琴熱
烈地唱」……
冷血到令人髮指。
2020年第一天，馳名天下的「滙豐銀行」中
環總行，還未來得及做好完備的加固防護，門
口坐鎮的大銅獅子就先遭了殃。不僅被當頭淋
了紅油，還慘遭火燒。隔天路過，我特意去看
了看，血紅色的油漆，從獅子的眼睛裡流出
來。香港人的荷包裡，都有這張銅獅子的照
片——「滙豐銀行」發行的港幣上，銅獅子是
常客。
上世紀40年代，香港淪陷日寇手中時，這對
被掠奪到日本的銅獅子，也未曾受過這樣的凌
辱。有驚無險之後，仍得以回到香港繼續盡
責。
不料，卻有今日之劫。
小時候，看過一則民間傳奇，石獅子眼中流

紅色的淚，必是有不好的事情要發生。
香港人都信風水，想必這不是什麼好兆頭。

軟暴力侵入香港肌理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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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蒙宣佈「第一屆
茶文化論壇──以茶
論道」正式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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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春節大團圓
母親是元旦前被送回老

家的，在這之前，老人已
經患阿茨海默病，也就是
老年癡呆症好些年了，一
直是父親照顧着她，很周
到很細心。

我們家的情況有些與眾不同，由於歷史原
因，我這個小兒子與二老在城市裡生活，哥
哥姐姐等兩大家子人住在鄉下老家。這些年
除去每年他們來看看父母，其實來往不是很
多。
前些年哥哥就提議想接母親回家去，他的

意見是家裡人多照顧起來也方便，我一直覺
得哥哥說得有道理。在城裡，每天其實主要
是年邁的父親自己照顧母親：我和妻工作很
忙早出晚歸，孩子上學，很少有時間去那裡
幫助父親照料母親，雖住一個小區，每天都
要打個電話問問，但也只是問問罷了。
父親一直不同意母親回去，他的理由是：

家裡冬天冷夏天熱條件不好；自己身體尚
可，也願意和老伴兒在一起；家裡孩子們也
忙，怕照顧不周到。父親說的都是心裡話，
他確實非常細心地關心着母親，甚至每天需
要喝幾杯水，吃幾粒枸杞，幾個雞蛋都是計
算好並嚴格執行的。
但入冬以來，母親由於行動不便，經常出

現拉褲子的問題，這可難住了父親，總是需
要給母親換褲子，而母親卻總是不配合：很
多時候都是累得父親渾身是汗才能湊合着換

上。又一次因天氣冷換得慢，很少得病的母
親患了重感冒，雖然很快康復但感覺身體已
大不如前，基本就是每天躺着，甚至自己吃
飯都需父親來餵。從那以後，我每天下班去
父母那裡幫着給母親換衣服換褥子，第二天
早上妻也去那邊看看有啥事情需要做，然後
再去上班。
父母如今都已80高齡，再這樣讓父親伺候

母親，時間長了肯定不行。於是，我給哥姐
打電話商量把母親接回家的事情。他們自然
同意這樣的做法，只是還怕老父親不同意。
我開始給父親做工作，給他講利害關係。

其實，我感到父親已經受不了了，身體和心
理都很疲憊，他近一年來也曾幾次和我說起
實在不行就送母親去養老院，否則天長日久
自己累垮了就壞了。不管怎麼說，父親確實
沒想過讓母親回家，老伴兒不在身邊確實不
放心，況且，他絕對不想回去，用他的話
說：在城市裡待慣了，回去不適應。
經過父親的思考權衡，再加上我們幾個兒

女的勸說。父親最終同意讓母親回家。
元旦前一周的周六，驅車將母親送回家。

一路上父親顯得十分不捨，就如同生離死別
般。回到家裡，他囑咐再囑咐、交代再交
代，要求哥哥、嫂子、姐姐、姐夫，還有幾
個早已成年的孫子、孫女們好好照顧母親。
第二天一大早，父親戀戀不捨地和躺在床上
的母親握了握手，就坐車回城了。
起初的幾天，父親可謂坐臥不寧，晚上也

睡不好覺，總是擔心母親的身體，每天都要
打幾回電話詢問情況並做「指示」。其實哥
姐他們想得也很周到：為母親的房間增裝了
暖氣片，買了醫院裡那樣可以升降的床，買
了輪椅，每天扶母親起來遛遛……侄子他們
也時不時發來照片和視頻，看到母親自己梳
頭、自己吃飯喝水，哥哥扶着她在屋子裡遛
彎兒，父親放心地笑了。
看到父親安心，母親在家裡也好，我的心

裡實在是高興得很。我們決定今年春節時，
一家三口兒和父親開車回老家，去那裡過大
年，這應該是幾十年來第一次的大團圓。
為此，妻早已高高興興地換了很多張新的

百元大鈔，包好了一個個大紅包。

■春節一家團團圓圓齊歡度。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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