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足球展望

回家之路
在過去大半年，
對香港人來說，承

受了半個世紀以來最大的考驗。長期
積壓的深層次矛盾，因為政府修訂
《逃犯條例》引發爭議，繼而發酵至
警民衝突、社會撕裂，甚而暴亂，對
公共交通工具造成嚴重破壞。以致
「今天順利回家」成為不少上班族的
感嘆。
如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新
型冠狀病毒感染而引發的「武漢肺
炎」蔓延全國，乃至肆虐全球，造成
全城恐慌。「今天平安在家」又成為
親友之間互相問候的話語。
此時此刻，人們對「順利回家」或
「平安在家」似乎別具感悟。中國人
有一個重視家庭的傳統，逢年過節，
分散各地的親人回家吃團圓飯，不但
是親情的體現，也是一種幸福感。而
在病毒肆虐的今日，這樣的團圓幸福
感尤其珍貴。
日前，在網上看到一個視頻：媽媽
是肺炎發源地和重災區的武漢醫護人
員，忠於職守，要留在前線工作，已
經多天沒回家，父親於是帶着想念媽
媽的九歲女兒來探媽媽──當然，不
能直接接觸從醫院出來的媽媽，於是
戴着口罩和頭罩的女兒和穿着保護服
的護士媽媽只能隔空相望，互訴思念
之情，不停哭泣的女兒把帶來的飯菜

放在路邊，媽媽走過來取起仍在冒着
熱氣的飯盒……看到令人心疼。
我相信，在此刻武漢，這樣的故事

和場面肯定不少。回家，這個以往很
平常的動作，在今日變得那麼艱難，
那麼沉重！這也讓人對堅守崗位的醫
護人員由衷欽佩。
不但如此，病在醫院，尤其是遭到

隔離的人也希望早點病癒回家；即使
在工作中的健康人同樣希望可以順利
回家。因為病毒無形更無情，在空氣
中飄浮，人人都擔心無意中招。唯有
在自己的家中，人們才感到最安心；
而且，「留在家中」也是政府和專家
們的呼籲，因為減少人員的流動和接
觸，有助減輕感染或傳染病毒。
「有家歸不得」、「有朋聚不

了」，或者因為「黃藍歧見」，導致
家庭成員之間產生仇恨，甚至斷絕往
來……是很多朋友的唏噓。如今，這
場疫情卻令各親人留在家中，或許也
是時候反省一下了。
香港不是一個脆弱的城市，今日中

國人也不再是「東亞病夫」，看武漢
火神山醫院十天建成，以及國人團結
抗疫並互相激勵、關懷的行動，我相
信，疫情很快會受到控制，滿目瘡痍
的香港也終會浴火重生。
回家之路，會是一條灑滿金色的陽

光大道。

屋漏兼逢連夜
雨。在過去半年，
香港很多活動也被

迫取消了，當中當然包括了很多大型
體育項目。
每年由已故霍英東先生發起舉辨的
省港盃足球賽，今年本已是第42屆，
但也因為武漢肺炎疫情事件日漸嚴重
而要停下來，且看是要取消或者暫停
一屆；雖然對一般人來說，不過是取
消一次賽事而已，其影響在現時絕不
能與能否購買到足夠口罩相題並論，
但對一些運動員而言，所謂「台上一
分鐘，台下十年功」，他們卻是失去
一次珍貴的參賽機會。
而農曆年的賀歲波被取消，更是除
了球員失去比賽的機會外，球迷觀眾
也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有些球迷視賀
歲波為每一年的賀年節目，逢新年一
定會入球場觀看，感受現場氣氛之
餘，亦視之為拜年項目之一，還記得
去年香港電台第一次轉播足球賀歲
盃，結果收視就破了港台的紀錄！
農曆年後亦有幾個大型項目相繼取
消，包括香港馬拉松、國際馬術大師
賽、Formula E電動方程式大賽車，
及原計劃5月份在香港舉辦極限運動
奧運計分賽等等，也因香港的疫情日
漸嚴峻而被迫取消，取消了這些一系
列的大型活動，除了經濟上的損失
外，同樣地，香港運動員也失去參
與的機會，這樣的結果雖然無人願
意看到，但為了不令香港離疫埠再
近一步，也只好接受了。
最近足球總會舉辦了一個座談會
討論研究「2025策略計劃」，這計
劃的內容有幾個重點，包括：香港
足球代表隊如何持續進步、如何推
進發展全民足球等等，而計劃的重
點展望在於2034年或2038年，香
港隊能打入世界盃足球決賽周。我

對「2025策略計劃」也沒有什麼大意
見，原則上是很支持，因為計劃始終
歸計劃，而計劃是可以寫得很好很好
的，最重要是在執行方面，是否也能
真的配合計劃做到呢？香港超級聯
賽，球隊強弱比較懸殊，大家在管理
方面，有比較大的差別，而管理也並
不十分專業，在一屆比賽後，到下屆
是否能繼續參與也成問題，正所謂計
劃趕不上變化，變數之大，足總又可
以如何去計劃呢？
有時我與學生討論節目製作，編劇

只寫「千軍萬馬」四字，浩浩蕩蕩，
但導演是否能夠拍出千軍萬馬的場面
呢？有計劃當然好，一個團隊就是跟
着計劃看着目標一同前進，但實際上
各方面的配套是否能跟得上呢？
說回足球，目前我們最重要的是去

研究香港足球為什麼會停滯不前，甚
至可以說是每況愈下，關鍵在於青
訓？是球隊管理？是欠缺球場？還是
欠缺適合的長遠計劃呢？我相信香港
足球是有人才的，只是未能找到適合
的人去做適合的工作位置而已；真希
望每一次的計劃不要只停留在學術性
研究上，在實務執行方面亦要加把
勁，這樣香港代表隊能在2034年打入
世界盃決賽周，這項「計劃」就不會
淪為紙上談兵了。

每日在社交媒體收到海
量訊息宣洩個人情緒，有
激憤、激情、悲傷、讚

譽、狠罵，只要不是假消息和毒咒都是好
的，因為都算紓緩緊繃情緒的一種渠道，當
然理性的言論才能真正為社會帶來裨益、療
癒心靈。從中美貿易戰開始，到香港逾半年
的暴力示威，即人禍帶來的破壞傷害，再來
一場武漢新型肺炎，都是給中國人、中華民
族的考驗，天災人禍的降臨是極度的不幸，
但每一代人都會經歷到，就是考驗每個年代
的人的智慧和處事能力。但無論怎樣的磨
難，都比不上為新中國打江山的先烈前輩艱
辛，和付出之巨大，所以作為中華兒女實在
不能夠在災禍面前軟弱認輸。
如果說中美貿易戰、香港的暴力示威、武

漢新型肺炎是上天給內地及香港人敲警鐘，
也說得沒錯的。最大的警醒是：國家民族要
強大，個人要自強，當有利益衝突時世界各
國也是自保為先，靠山永遠是自己祖國。
有智者說得好：「天地給我們每一位中

國人敲了一記警鐘，全民族靜下來，是一
個國家開始進入深度思維的啟示，能夠存
活下來，是能適應環境變化，需要我們對
變革的邏輯有充分而清醒的認知。」
有人將近期這些事件形容為照妖鏡，照

出人性的真善美和醜陋，政治領袖的智慧
膽識強弱，某些自大的國人沒危機感。例
子當然是美國的霸道針對崛起的中國，歐
洲某些國家的自私、怕事等等。香港一些
宗教團體、傳媒人、政府公務員、老師學
生、律師、醫護人員「恐共反中」達到盲
目的地步；某些失意青年人仇視成功的人
於是找藉口要香港「攬炒」。

當武漢新型肺炎發生，連外國人也關懷
疫情中的受害者，一加拿大學校給學生和
家長的信：我們防的是病毒，而不是中國
人。每個人都會生病，不要因此而孤立中
國人和任何你認為與中國有聯繫的人。不
要歧視生病的人，因這會讓他們覺得羞
恥，從而隱瞞病情，而拒絕去保障別人。
我們防的是病毒，而不是中國人。愈是危
難之時，愈需要冷靜、仁慈和團結！香港
不少志願團體在自覺支援武漢。
但香港竟然有泛暴煽動數以千計醫護人

員在全民抗疫情況下搞罷工迫政府全面「封
關」，這些被市民封為「逃兵」的人就是
怕內地人前來求醫而整天叫「封關」，其
實政府對疫情發展已經睇得很緊，目前半
「封關」已令幾萬在香港工作深圳居住的
港人受困擾，「全封關」根本不切實際，
香港的局勢根本未到要「全封關」的情況。
他們罷工令需要正常醫療服務的香港市民
成真正受害者。香港現在處於道德淪亡最
頂點！成國際笑話，醫護界的害群之馬與
內地醫護人士的抗疫英雄根本無法比。
武漢新型肺炎事件除了照出一些醫護的

自私、政治掛帥的面目外，也照出了香港
有商販見利忘義，300元甚至更貴一盒口罩
都賣得出手。也照出了香港政府政策沒有
遠見，政府對一些戰略性設備用品應該有
掌控權，有長期緊密生產夥伴，否則坐以
待斃，就似今次全城鬧口罩「慌」。而香
港政府的外判制度要檢討，完全沒有自己
的隊伍，例如食環署遲遲沒人清「連儂
牆」，就與工種外判有關。沒兵如何打仗？
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在社會事件上，不能強
行要求商界出手。

天地給我們敲警鐘
南半球的朋友，知道香港抗疫緊

張，口罩奇缺，來電慰問，片言隻
語，溫暖在心。二話不說，翌日駕

車在住區遠郊的藥房，幫忙購得口罩，速遞來港，
以解燃眉之急。患難見真情，這份情之厚重，非金
錢所能衡量。
同樣，患難見人性，香港醫護搞罷工，也名聞海

外。西半球的親友短訊來問，這消息是真的嗎？他們
驚訝的是，一個被表彰文明、人道的社會，怎麼會有
這麼醜惡的事？疫病當前鬧罷工，置市民的生死不
顧，令留守崗位的同僚百上加斤，先不說「人性光
輝」，連自己這份工都做不了，談何醫護救人？
最醜陋的是，當逃兵又要諉過於人，說罷工是政

府「逼」的。當然，每個人的生命都可貴，價值觀
也不同，當醫護也有「逃」的權利，那就乾脆逃了
吧，為什麼還要佔領「道德高地」，美化自己是
「英雄」？世界都在看着這一齣醜惡的戲。
香港沙士時死了300人，沒有醫護逃兵 ，現在
暫時死了一個人，卻有醫護逃兵搞罷工，香港人的
人格，被小部分人扭曲了。
幸好香港大部分醫護人員堅守崗位，又有私家醫

護幫忙，維護香港醫護界的聲譽。瑪麗醫院內科部
李國維醫生說得好，醫護天職，維護生命健康，不
分貧富、階級、種族、宗教，此時發起罷工，是乘
人之危，置市民大眾生命健康的利益於不顧，置同
僚生命利益於不顧，置社會集體利益於不顧，希望
醫護不因政治原因，放棄本有天職。
能夠擔得起「天職」二字是光榮的。站在醫護最

前線瑪嘉烈醫院ICU的女護士，她沒有背誦南丁格
爾的誓言，也沒有豪言壯語，只是做好自己的工
作，她選擇堅守自己的崗位，丈夫送她兩個字「小
心」，再送三個字「我愛妳」，一家三口的香港
心，看得令人動容。這樣的醫護人員，才是真正的
香港兒女。

患難見人性

舅公八十多歲
了，依然一頭濃

髮，腰板挺直，有人問他長壽秘訣，
他哈哈大笑說：「有什麼秘訣，大概
就是一生奉行那十四個字吧！」十四
個字？舅公再打哈哈笑說：「洗頭泡
腳多走路，哼曲常笑莫氣惱。」他那
麼愛笑就不出奇。
問他可吃過什麼補品，他又笑問：
「你是說鮑參翅肚燕窩嗎？」說除了
偶然宴會上吃過一點，從來就沒買
過，更不要說什麼靈芝仙藥，所有新
鮮食材便是最好的補品，上述那十四
個字才令他跨過花甲古稀和高壽。
他自己也大不解，少年時多病，一
身瘦骨，十七歲時有人說他過不了二
十歲，四十歲前體重還過不到百磅，
婚後維持到一百二十五磅之後一直保
持到今日不變。最令他
感到傲視同輩老友的，
是肚皮完全不見脂肪。
問他為什麼編定十四
個字？
舅公說，洗頭是一年
三百六十五日天天洗，
老輩人迷信初一洗頭短
命，他大年初一都照洗

了幾十年，洗頭主要是為了梳頭，小
時生過癩痢，病好後着緊頭髮，人家
說勤於梳頭刺激毛囊頭髮便容易生
長，他記在心就天天梳頭十次，這把
濃髮就是這樣從新攢出來。
泡腳又是聽人家說，睡前四十度溫

水泡腳能行氣活血，經絡輰通，沐浴
時就照做了。泡腳後特別精神爽嘛！
舅公說走路才是他一生主要的運動

和興趣，為的是好奇看人看風景，所
以平日除非過海探親友，否則他寧願
磨損三塊錢鞋皮，都不會動用兩塊錢
八達通優惠乘搭地鐵和巴士，他一生
主要的運動就是走路，商場有電梯和
升降機他都寧願登上樓梯，平日步行
五六小時也難不倒他。
哼歌是他自幼養成的愛好，他沒想

過保健不保健，哼歌令自己快樂就哼
了，而且不論新歌老
歌，從披頭四到筷子姐
妹花，他都懂一點，兒
孫笑他走音都不管，人
家笑他他也笑自己，我
們發覺他養生十四個字
中，最能令他延年益壽
的還是他胸無城府的
「笑」。

我的長壽舅公

新租的房子離女兒學校很
近，離珀斯機場也很近。搬

去的那天臨近黃昏，乘車抵達的時候，尚未下
車，房東已經迎上前來，很紳士地幫忙開車
門，搬行李。房東叫Craig，是當地人，一頭細
軟發白的金髮，一臉嚴肅認真的表情，凸出的
大肚腩明顯地帶着澳洲中老年男人的標籤。
Craig的房子是一棟巨大的紅磚建築，在黃昏
的光線裡，顯得古樸而溫馨。我們跟隨Craig穿
過車庫，穿過花園，才進入了裝修得極具藝術氛
圍的屋裡。沒想到這是已退休頤養天年的Craig
和他的妻子Gaynor住了幾十年的家，接下來的
日子我們將與Craig夫婦住在同一屋簷下。
Craig夫婦的家出乎我們意料地美，也出乎

我們意料地大。從樓下的大客廳到廚房，到
Craig夫婦的主臥，到樓上的小客廳和客房，
從傢具的擺設到牆上的每一幅畫，甚至每一個
角角落落，每一件散落在各處的小擺件，看似
隨意，卻無處不體現出主人獨具匠心的設計。
一問之下，果不其然，滿頭銀髮卻美麗依舊的
Gaynor喜歡服裝設計，不單止設計了自己的衣
服，房子的每一處設計幾乎都是她的傑作，就
連廚房的餐枱上也零零散散地放着她隨手就能

拿起來做的手工飾品。
Craig夫婦讓我們感覺到了澳洲人的善意，

在全世界都很敏感地對亞洲面孔有一種「你是
不是武漢人」的疑惑和防備時，Craig夫婦對
我和女兒沒有半點的異樣。Craig待我們放下
行李，例行地介紹了家裡各種設備，尤其是廚
具的使用方式之後，便迫不及待地領我們參觀
他的花園，他種的眾多類別的花草，他養的幾
隻可愛的小雞，他的大游泳池，他的檸檬樹、
橘子樹，還有他引以為傲的那棵近二十米高的
種了三十多年的牛油果樹。Craig特別認真地
告訴我們，他種的牛油果是黑皮的，滑而不
膩，可以賣兩塊澳元一個。
熟悉了以後，我們便隨俗喊Craig夫婦的名
字。女兒極喜歡這對和自己的爺爺奶奶相差無
幾的老夫婦，私底下稱呼他們為爺爺奶奶。宅
在家裡的日子，每天學着澳洲口音和Craig夫
婦聊天成了她最大的樂趣。
Craig是女兒口中的「面癱爺爺」，一整天

也難見到他的一絲笑容，摘了牛油果，他會切
上拇指那麼一點兒的兩小塊，認真地請我和女
兒一人吃一塊。又因為和女兒極聊得來，特地
請來自己來自香港的華人朋友到家作客和我們

「傾偈」，大張旗鼓地做了中國餐之後，用大
碗盛了拇指大的幾小塊雞肉認真地請女兒吃。
我和女兒「悄咪咪」地說起來，抱着肚子笑了
個天翻地覆，覺得Craig很是可愛。
Gaynor與Craig一樣的可愛。比起Craig，

Gaynor豁達而開朗，和女兒聊起天來，說到高
興的時候，總是喜歡來一個「wink」，那張被
歲月洗禮過的美麗的臉上總是散發着嬰兒般純
淨的光輝。為了住客的方便，Gaynor採購了一
些葡萄酒放在家裡售賣，酒一到家，我便買走
一瓶白葡萄酒做我們的餐前酒。待Craig外出
回來，Gaynor開心地向他炫耀自己有了第一個
葡萄酒客戶。晚餐結束後，Craig默默地切了
一整隻牛油果請我和女兒吃。牛油果還沒吃
完，Gaynor又做了香氣四溢的飯後甜品端給我
們……結果，我和女兒被這突如其來的幸福驚
嚇得有點不知所措了。
這兩天看到新聞裡有很多在恐慌的疫情中，心

靈被扭曲的人做出的種種惡意的舉動，便愈發地
為我新結識的兩位年長的澳洲朋友所感動。倘若
人心多一點豁達，人與人之間多一點善意，恐怕
連病毒都不會那麼容易地傳播，人間早就變得無
比的美好了罷。 （澳洲漫遊記之二）

善良驅走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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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風夜放花千樹，更
吹落，星如雨。寶馬雕
車香滿路。鳳簫聲動，
玉壺光轉，一夜魚龍
舞。蛾兒雪柳黃金縷，

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
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宋人辛棄疾這首《青玉案．元夕》寫「滿

城燈火輝煌，滿街遊人如，通宵歌舞不
斷」，描繪元宵節晚上燈會的熱鬧盛景，
筆鋒突然一個轉折，在車水馬龍、火樹銀
花的歡聲笑語裡，看見了久盼不至的，那個
相約在元宵晚上，比元宵燈會更加迷人的
人，就在燈火闌珊處。無論周遭有多喧嘩囂
鬧，不管歌舞表演多麼精彩搶眼，都不會奪
去站在燈火闌珊處的你的光彩。亦有人說真
正的涵意隱在詞的背後，他要說的是一個品
格孤高淡泊，超凡脫俗的人。在人山人海、
燈花耀眼、樂聲回盪的時候，卻有一個她，
佇在燈火稀疏零落之處。只有他看見她了。
這首把節日的歡樂和個人的喜悅融匯結

合得非常美妙的詞，讓我感覺元宵節寓意
着良辰美景，寓意着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應
該有自己的選擇。元宵節從此在年輕的我心
中綻放出永不凋謝的美好花朵。
元宵節是一年中第一個月圓之夜，是一元

復始、大地回春的晚上。農曆正月稱「元
月」，古人把夜稱為「宵」，春節過後的正月
十五便是元宵節，中國人特別重視，所以大肆
慶祝。早在唐代就已經將元宵節正式規定為
國家假日，當晚千家萬戶扶老攜幼，包括平
日限制在閨房之內的婦女，也加入賞燈行
列。古代中國女人是沒有機會參與社會活動
的。曾經讀過一個不知真假的故事：司馬光
的老婆在元宵節要求去看燈，司馬先生說︰
「我們家不是有點燈嗎？」司馬太太說：
「我還想看看人。」司馬先生回答：「難道我
是鬼嗎？」完全沒有地位的女人本來想趁一年

一度的元宵燈會出去走走，偏偏遇到思想保守
老土、食古不化的老公，只好自嘆倒霉！
從前沒有電，一到夜裡到處一片黑暗，為

了慶祝元宵節，古人開始了張燈、看燈、賽
燈的習俗，元宵節因此有燈節之稱。
「新正圓月夜，尤重看燈時。」唐朝詩人

韋蟾的詩，讓人見到元宵節的重要，同時
看到燈在元宵節扮演的重要角色。開元盛
世的唐玄宗時期，長安燈節燃燈五萬盞，
花燈花樣造型數不清，皇帝下令製作巨大燈
樓，高150尺，廣達20間，金光璀璨，燈
節的壯麗絢艷都記錄在古詩詞裡。據《大
唐新語》和《唐兩京新記》記載，每年元宵
節，長安城裡花燈展出共前後三天。深得武
則天賞識的初唐詩人蘇味道，是給唐朝五言
詩制定規則的傑出詩人，他在《正月十五日
夜》說︰「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
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
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繁華燦
爛的花燈之美把護城河的橋樑佈置得如同盞
盞星火掉落在人間的橋上，甚至連官府也解
除了宵禁（金吾不禁夜，金吾就是京城的禁
衛軍），結果遊人多到遮掩了馬匹揚起的塵
土，就連明月也來觀賞綵燈，時鐘也不催促
人們快回家呀！（玉漏莫相催，玉漏即時
鐘）流連忘返的遊人捨不得鼓樂喧天，火星
如雨的燈會夜晚呢！
形形色色的綵燈造型就在段成式的《觀山

燈》裡「火樹枝柯密，燭龍鱗甲張。」火樹
密密的枝幹綴滿銀花，龍燈突出龍身上鮮艷
的鱗甲；曾在開元年間任宰相的詩人張說在
《十五日夜御前口號踏歌辭》描述「龍銜火
樹千燈艷，雞踏蓮花萬歲春」、「龍銜火
樹」、「雞踏蓮花」，就算在今天看來，都
是高難度極繁雜的繽紛綵燈呀！
元宵盛況除了大型綵燈徹夜點亮，還有

街頭的輕歌曼舞表演到天明。開元年間的進
士詩人王諲《十五夜觀燈》記載：「暫得金

吾夜，通看火樹春。停車傍明月，走馬入紅
塵。妓雜歌偏勝，場移舞更新。應須盡記
取，說向不來人。」禁衛軍解禁，大家都來
看燈會的火樹銀花，車子停下來和月亮一起
走進紅塵，表演的歌妓唱得動聽，跳舞的場
地不再在室內，轉移到大街上與眾人共慶佳
節，大家一定記得這不一樣的夜晚，把燈會
的歡樂轉述給沒有來的人聽聽。
大詩人白居易年輕時去長安遊學，拿自己

的詩作給當時頗有名望的詩人看，詩人聽說
他的名字叫白居易，開玩笑說：「長安居，
大不易。」這位有名望的詩人叫顧況。顧況
在《上元夜憶長安》中寫道：「處處逢珠
翠，家家聽管弦。」珠翠，這裡是代指歌
妓，說處處都能遇到歌妓的演出，可見此夜
歌舞場面繁多。所以詩人崔液在《上元夜六
首》中說：「玉漏銀壺且莫催，鐵關金鎖徹
明開。誰家見月能閒坐？何處聞燈不看
來？」缺乏娛樂活動的古代，燈節有燈會，
還有歌有舞，誰還願意在家中閒坐，當然一
起湧到街頭去參與流光溢彩的熱鬧歡快。
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唐伯虎的元宵節是

這樣過的：「有燈無月不娛人，有月無燈不
算春。春到人間人似玉，燈燒月下月如銀。
滿街珠翠遊村女，沸地笙歌賽社神。不展芳
尊開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如果有燦爛
的燈，缺少皎潔的月，娛樂不了人，如果只
有月亮沒有燈，不算是春天到來了。當春到
人間，美人如花似玉，燈在如銀樣的月亮下
點燃起來時，滿街都是帶着珠寶翡翠的村女
在觀賞燈會，一地嘹亮的歌聲，悠揚的樂
聲，是年輕的小伙子在迎神賽社，在這樣的
佳節裡，如果不喝美酒不開懷歡笑，那就對
不起這番良辰美景呀！
在海外的我們，喜歡中華文化，對傳統

的佳節燈會心嚮往之，只能在元宵節的晚
上，看着皎潔的圓月，讀些元宵詩詞，不
想辜負這一個美好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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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笑」平 安。作者提供

■三位香港小姐出席大球場舉行的賀
歲波。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