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奧委會面臨經濟危機

請善用公權力
前文提到，
我在美國上學

時迷了路，卻意外地遇到一位有
趣的老太太，她以慈良之心給迷
途的我壯了膽，她之後也成為我
的專訪對象，助我順利完成了功
課。這段經歷及其在受訪中說的
故事在我從美國歸來的飛機上仍
縈繞於腦際，令當時的我頗受啟
發。
人的一生有高有低，有順境和
逆境，順遂時固然開心，意氣煥
發，卻也容易得意忘形；身處逆
境，難免灰心喪氣，卻是自我反
省的良機，轉換思維方式，重新
出發。而這條新路可能更適合當
下的自己。
今日香港，就遇上了逆境，先
是由「修例風波」演變成黑色暴
動，以致社會進一步撕裂，再就
是新冠肺炎病毒引致的疫情，這
當然對港人的生活造成重大影
響，卻同時暴露出繁榮表象下的
許多深層次矛盾，以及一些長期
存在的發展契機。對掌握公權力
的人而言，如果真心治港，有心
為人民服務，這其實是一個絕佳
的機會。
綜觀全球，香港這次的防疫抗
疫表現不錯，主要是大家都吸取
了十七年前的「沙士」教訓，官
民暫時放下歧見，同心抗疫。而
且，政府有龐大的財政儲蓄，可
以動用部分作為紓困資金，從個

人層面到企業行業作出資助，有
望助大家解燃眉之急，走出困
境。然而，今日香港面對的最大
問題，不是疫情，而是停不了的
黑色暴力，以各種名目和藉口發
動的騷亂一波接一波地出現，給
居民生活造成極大不便，也對本
土經營者和外來投資者增添成
本。這顯然不是政府派糖、派錢
可以解決的。
無論暴力背後的動機或理由如

何，掌握公權力的人要記住一條
底線：政治訴求可以各異，社會
的道德底線和法治基礎卻不能動
搖。做錯了，犯法了，就必須受
到懲罰，不能因為口號叫得響
亮，或人多勢眾，或輿論壓力，
就「寬容」放行。懲罰也是給犯
法者自省的機會。
過去一年，尤其前大半年，清

醒的港人看到最大的諷刺現象就
是，天天高喊「法治」的社會完
全無視「法治」；喪心病狂者
「活燒異見者」居然有人拍手稱
好；用磚頭打死人的嫌疑犯獲公
開聲援；美國國會議員天天講人
權，訪港正遇焚燒活人，可對着
電視上的熊熊烈焰公然撒謊：看
不見。
回歸二十三年了，香港社會有

太多積非成是的地方，是到撥亂
反正的時候了。我們極不希望掌
握公權力的人為了顯示「開明」或
「寬容」，對社會亂象視而不見。

翻查日曆，
距離明年東京
奧運開幕還有

434日，各項目的運動員，也開
始訓練備戰，如未有奧運參賽資
格的運動員，仍可繼續積極爭取
入場券。
當東京奧運宣佈延期一年後，
國際奧委會就要面對後續所產生
的問題：首先最重要的是經濟危
機，東京奧組委與國際奧委會現
在還在商討中，要就延期舉行所
需付出額外的成本，應如何去分
攤呢？
以往每屆奧運會完結，國際奧
委會會把在該屆奧運所得到的贊
助分給各單項總會作營運經費，
而現時各項目的世界總會，亦有
向國際奧委會（IOC）要求提早
支付東京奧運所得贊助的打算；
不過今屆東京奧運要延期一年，
意味各總會就是要等一年後才可
以得到贊助，故此很多總會也面
臨經濟危機。國際田徑總會今次
帶頭要求IOC早日發放贊助費，
其他一些總會自然也附和，因有
不少總會主要是靠國際奧委會的
贊助而經營的，但當然也有一些
總會︰例如國際足協、世界籃聯
等，就不需要靠國際奧委會的贊
助。
IOC、國家或地區奧委會
（NOC）、國際單項體育總會
（IF）是奧運會三大組織。IOC

負責組織及授權、IF主要負責提
供技術支援及規則，而NOC主
要是負責各地推廣奧林匹克運動
及參與奧運會。每一屆奧運會就
是由這三個組織分工，IOC負責
統籌、IF負責本身項目比賽、
NOC就負責派運動員參加。
上一屆2016年巴西里約奧運會

完結後，IOC就因應各項運動參
與運動員人數及比賽場次去分
配，所得到的贊助資金合共是5.2
億美元。而在這贊助金額內獲得
分配最多的三個單項體育總會是
田徑、游泳、體操分別獲得4,000
萬美元；其次是單車、籃球、排
球、足球和網球這五大運動所隸
屬的國際單項體育總會，分別獲
得了2,500萬美元；而第三級別
的則是包括拳擊、柔道、乒乓等
在內的八項運動所隸屬的單項體
育總會，分別是1,700萬美元；
第四級別則是包括帆船、皮划
艇、擊劍在內的九項運動所隸屬
體育總會，分別是 1,200 萬美
元；第五級別則是七人欖球、高
爾夫球、現代五項這三項運動體
育總會，分別是700萬美元。
IOC是一個複雜的體育架構，

它既要面對着全球各單項總會，
也要應付世界各地奧委會；但如
何撇開政治或其他因素去平衡各
方，以發展體育競技為彼此的共
同目標？想要去處理得好，真是
難度極高的挑戰呢……

香港人很熟悉「23」
這個數字，如果是足球
迷肯定記得萬人迷碧咸

在皇馬時穿「23號」波衫；另外就是基
本法「23條」，香港幾任特首都對推動
「23條」立法，背負着責任，相信對
「23」這數字也有特殊感覺，哈哈！沒
講錯吧。
自2002年至2003年期間決定開始的立
法過程後在香港引起巨大爭議，引發號稱
50萬人參與七一大遊行反對「23條」立
法，法案表決前夕，在自由黨反對下，時
任特首董建華被迫宣佈撤回，承諾會再次充
分諮詢市民，達到共識後才再立法，沒有
時間表。之後常常聽到其他特首都說等時
機成熟就立法。結果一等又是十多年了。
什麼才算時機成熟？這真是好大的課

題，可肯定地告訴你：在香港，一些恐
懼中央政府的人永遠都不會有「時機成
熟」這回事。但自從發生黑暴事件後，
市民開始發現香港政府對破壞者，外國
干涉勢力「冇晒辦法」，因為就算拉到
判刑都很輕，小事一宗，那些人無有
怕。令到近來成日聽到只有立法「23
條」才可以止暴制亂救香港，令香港回
復繁榮安定。因有了基本法的「23條」
是會就香港境內對犯叛國罪、分裂國
家、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顛覆國家罪
及竊取國家機密等行為檢控執法，有阻
遏作用。反對派泛民當然就極力反對
「23條」立法，而美國政客蓬佩奧表明
反對「23條」，坦言因為會損害美國在

港利益。你看，哪會有一個大家都同意
的成熟時機出現？等到2047年嗎？以過
去7個月的情況看來，那香港人還有安穩
日子過？
其實，目前就是最多市民支持基本法

「23條」立法的時候，隨着國家國力的
強大，中央政府處理國際事件顯示出來
的能力，愈來愈多的香港人更加熱愛自
己的國家，更加支持「23條」立法。他
們明白法規是針對「顛覆」、「分裂國
家」、「煽動」等行為的人，守法人不
會受影響，所以才有於4月底已經簽署支
持「23條」立法人數突破2百萬！這個是
不容易的事，如果有關當局不好好把握
時機，真的是會後悔。
世事沒有完美的，香港最惡劣的局

面已發生過，還怕什麼？政府不是一
直擔心商界抗拒立法嗎？那黑暴事件
已告訴商界，是他們自食其果，沒有
安穩環境如何做生意？你去外國做吧，
看看歐美政府如何扼住你條頸？看中美
貿易戰、華為事件就知道，若國家不
強，什麼也是別人說了算。你一間私人
企業能有國家撐你嗎？在自己的國土，
哪怕制度再不完善，也不會讓你無法生
存。相信想香港好的人就算有小小擔心
也會明白體諒。總括而言，無論立法的
是「23條」，還是立法其他能代替其
功能的法規，什麼形式都好，只要能
夠嚴懲破壞香港「分裂國家」的人，
還我們一個繁榮安穩的香港，市民都
樂意見到。

什麼才算好時機？
正當人們質疑在香港黑暴事件中空群出動的

記者，究竟有多少是假記者時，竟然出現了十
三歲的「娃娃記者」，啼笑皆非的同時，更多

是痛心。那些鼓動青少年參與暴力的無良政客、學者、教師，
把小兒弄到黑暴的深潭裡，自小參與反社會的行列，孩子成魔
路上，等待他的，將是街頭、煉獄的明天，竟然還有無良傳媒
人吹捧「必成大器」？
黑暴事件中，湧出大批不知來歷的「記者」，沒有機構背景

的「網上記者」，粗口爛舌的「記者」，十三歲的娃娃「記
者」……如果這樣的「記者」也成氣候的話，簡直是摧毀一個
行業的悲歌。
記者本來是令人敬重的行業，尤其是傳統的新聞機構，記者
需有學歷認可資格，專業培訓也包括新聞操守，傳媒的公信
力，就是憑藉採編人員的客觀報道積累起來。
無綫財經台有個節目《新聞掏寶》，作為過來人，我是集集

追看的。節目讓香港人重溫大事記的珍貴片段，也回顧昔日一
代新聞從業員的風采。
剛過去的一輯，是1974年旺角寶生銀行挾持人質劫案，一

名獨行賊挾持11名銀行職員，與警方對峙18 小時，當時全港
傳媒通宵守候，無綫新聞部更是首次直播20小時，直至匪徒
被捕。當中新聞記者還充當談判員，與匪徒通電話動之以情，
化解匪徒危害人質的焦躁情緒，記者的專業還有更多層次。
旺角寶生銀行挾持人質案，發生在我初入新聞行業不久，當
時男記者被派往現場，在寶生銀行鄰近樓宇的天台與地舖守
候，女記者就往訪人質家屬。
剛巧在人質名單內有一位是我的同學，我擔心同學安全的同

時，接受了往訪人質家屬的任務。人質同學的母親，因記者拍
門不勝困擾拒不開門，我買了一包橙，又以同學身份問候，唯
一得其門而入，與伯母深談一會，致以安慰，獲得一手資料，
記者初哥寫了一段獨家特稿，實有點幸運。
重溫昔日新聞的同時，再看今天新聞界混亂現象，能不唏

噓？

新聞專業

移民多年沒
通 音 訊 的 同

學，年前回港跟老同學會過面
後，大家便經常在手機上談話
了。最近給人意外驚奇的是，忽
然不斷從YouTube轉傳來大量粵
語老歌，我們這個西化書院公
主，本來一向就看不起香港本土
文化，粵語流行曲更譏之為下里
巴人的市井之音，一天到晚歐西
流行曲哼不停口，偶像是英國明
星，穿的是英國牌子衣裙，連手
帕都是英國貨，看的又是英國小
說英文報章，吃的是英國菜，總
之迷英迷到不得了。
最終從心所願全家移民英國，
之後落地生根，老同學們十多年
沒有她的消息，年前無恙歸來，
我們以為眼前出現的，一定是個
維多利亞版的新形象，想不到在
港生活時身上的「英國味道」居
然消失得一乾二淨，甚至連我們
習慣叫她的英文名字時，她也一
本正經地要大家叫她的中文名。
見面時多談母校趣事，大家心
底有了默契，也少問她別後生活
近況，席上只談風月好了。總沒
想到那次敘會之後，掀動她同窗
之情那麼濃烈，給我們傳來資訊
之頻密，十多年的沉默就「連本
帶利」都補償過來。

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就是她
竟然對從來看不起的粵語流行曲
有那麼大的興趣。倒是有個同學
醒悟起，記得見面時她開口第一
句說話是：「聽到你們的聲音真
高興！」不止見面，而是聲音，
她當日還點了港式奶茶/厚多
士，約會地點那家茶餐廳還是她
提議的。記得她身邊的丈夫談到
移民，溜了一句「梁園雖好，不
是久戀之家！」
這話不是出自古代什麼詩人才

子筆下，而是出自《水滸傳》魯
智深之口，就不同滋味了。近日
看了幾段歐美國家對中國移民不
禮貌的新聞，未至於辱華，當地
香港移民一定也不會開心。我們
的書院公主就算未必喜歡粵語流
行曲，但廣東話泛起思鄉之情，
也使她懷念培育她成長的香港。

他鄉不是家

秋末冬初的珀斯被狂風暴雨
肆虐了幾天。

經過時速高達一百多公里的強風暴摧殘之後的
市區，車輛被倒塌的大樹砸得面目全非，馬路上
到處都是倒伏的電線杆和樹木，還有被颶風掀翻
的汽車和簡易房屋。極端的天氣使得人口本來就
不多的珀斯有幾萬戶居民家庭停電，未受停電影
響的居民，也是在狂風呼嘯中戰戰兢兢地度過，
令人不由得想起了兩年前深港市民經歷過的颱風
「山竹」。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珀斯的風暴才過去幾日，

遠在北半球的深圳也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雷電
大風和暴雨，朋友圈看到的圖片和視頻盡是「妖
風陣陣」，烏雲滾滾，電閃雷鳴。用當下的網絡
流行語來說，又是哪位神仙在「渡劫」了？
以往遇到這樣的天氣，總會擔心出行的航班會

受到影響，如今本呆卻是淡定無比。疫情的緣
故，航班已經少到不能再少，飛無可飛，便也無
從擔心。
在美國電影《飛翔的荷蘭人》裡，「飛翔的荷

蘭人」是一艘被魔鬼詛咒過的永遠無法返回故鄉
的船，只能一直在海上漂泊，穿行在驚濤駭浪之
中，永遠不能靠岸。而人類的骨血深處一直存在
着故土情結，無法返回故鄉，大抵是魔鬼對人類
最厲害的詛咒之一。同樣是異鄉的漂泊，陸地上
的漂泊顯然要比海上的漂泊幸福得多，因為，在
陸地上的人們至少還有「飛」的希望。懷抱
「飛」的希望，從病毒肆虐，全球航班銳減開
始，本呆就開始了漫長而艱辛的購票戰。
最初想得簡單，以為從香港飛來，改簽後再飛

回香港便是，豈知香港很快地禁止外地人入境和
轉機，航班亦因此取消。於是趕緊又採取迂迴政
策，買了從別國轉機回去的航班，然而買下不過
數天，又收到航空公司取消航班的通知。於是又
買，又被通知取消。或許因為是特殊時期，航班
取消亦是取消得花樣百出，聯程機票有只取消前
半程的，有只取消後半程的，有改簽了前半程航
班的日期，後半程航班卻是在一個月後起飛的。
替本呆買機票的妹妹倒是苦中作樂，笑言我可以
先飛半程換個地方度完假再回家……

笑過之後依舊無法改變現實。回國的機票一張
沒有，被退回的代金券卻是一大堆，在艱難的購
票過程中，賣票的網站和航空公司成了最後的贏
家。以至於後來聽朋友說起有位紐約的中國留學
生陸陸續續花了二十多萬去買機票，結果如今依
然滯留在紐約的時候，本呆已經見慣不怪了。
前些日在網上看到一則新聞，說是一群來自荷

蘭的高中學生在今年二月飛到加勒比海參加帆船
學習項目。等他們學習完畢，疫情也在全球大爆
發，回家的航班沒有了，這群孩子不願滯留異
鄉，決定駕船橫渡大西洋回家。一個多月以後，
歷經八千多公里艱險的海上航行，這群孩子終於
回到了他們的家鄉，成了真正成功跨越大西洋的
「飛翔的荷蘭人」。原來，只要有渴望返鄉的決心
和堅定的信念，魔鬼的詛咒也是可以破解的。
好友又問「可有歸期」？我依舊回答「未有」。

但剛剛看到的消息說荷蘭和以色列兩國的研究院同
時宣佈已成功研發出能對抗新冠肺炎病毒的抗體，
相信距離「有歸期」那天已經不遠了。

（澳洲漫遊記之十六）

何日是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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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臉書和微信時代，
許多人每天在朋友圈忙碌
發圖片，每日活動鉅細無
遺通告天下。
最多人貼的照片是食

物，三餐時間一到便向群眾報告吃什麼的幾
乎佔了一大半，然後又這裡那裡有好吃美味
的大餐小食的又佔了另外一半。手機型號愈
好，意思是價錢愈昂貴的，拍照功能比照相
機更出色已經毋庸置疑。作為電子科技半白
癡的本人無能，卻有年輕朋友通風報信，只
要費些時間下載幾個App，類似美圖秀秀，美
圖秀秀是美人，那幾個App是美食物，專門
用在拍攝食物讓餐點照片發出誘人的光彩。
一有時間打開朋友圈瀏覽，發現大家都在

吃。一日有三餐，有的人加上午的點心和下
午的茶，還有那「不夜宵不歡」的人再多來
一個，一日便有六餐可以拍照上帖。搞得天
下大事似乎只有吃吃吃。況且在檳城，無論
大街小巷，排滿不同民族的小食檔，不管街
頭巷尾，中餐西餐馬來餐印度餐日餐韓餐意
大利餐等等，三步一個攤，五步一個檔，尤
其喬治市老城一帶屬於世界遺產的古蹟區，
將老房子改裝為文創咖啡簡餐吃店的多不勝
數，這就讓你不管什麼時候上臉書，都有小
食大餐在等待你的目光蒞臨。
人人唯恐落在人後，你拚命介紹你的最可口

餐廳，我努力推薦我的最美味食檔，作為觀眾
眼花繚亂，一時間注目焦點不知道應該落在什
麼地方，一邊食指大動，垂涎三尺。自從CNN
將檳城評選為「亞洲十大最佳小吃城市」之
首，檳城就成了吃貨的天堂。2017年菲律賓馬
尼拉舉行世界街頭美食大會，邀請各國美食專
家進行評選，最終獲得「全球50大街頭美食排
行榜」第6名的是檳城炒粿條。這消息傳開
來，臉書即時刷版，炒粿條剎那間變成檳島
內外的寵兒，遊客互通消息時說：「誰沒吃過
檳城炒粿條，等於沒來過檳城。」檳城人眼中
則是：「誰沒吃過炒粿條便不是檳城人。」吃
過是一回事，另外一件不必爭辯的事實是「每
個人心裡都有一檔自己的炒粿條。」
為了個人的心頭愛，有人開始在臉書爭

寵，甚至展開筆戰，目的是為自己的最愛爭

取冠軍頭銜。微信的朋友說，微信圈內亦如
是。各個省份的人幾乎每天都在為自家美食
爭第一。微信裡看不見臉紅耳赤，卻見筆如
刀，字如劍，刀劍之氣傷人和氣的事並不少
見。所以，吃是最受吃瓜群眾歡迎的帖子，
完全顯露海內外華人一條心，那就是「民以
食為天」並非誇張的俗語。有人吃得下，但
沒得吃，有人有得吃，但吃不下，都是悲
傷，所以能吃得下，又有得吃，真是快樂的
事呀。一個長得堪比竹竿還瘦的朋友（見身
形就知這朋友不甚「好」吃－「好」字，請
讀第四音）表情不屑搖頭說：「人生除了
吃，還有其他別的吧？」別的，當然有別
的，第二高度受歡迎的臉書帖是運動。
時代愈進步，健康醒覺的人愈多。有人把

應該是自己看的「今天早上跑了多少步，心
跳幾下，跑了多長的路」的個人資訊，截圖
拍攝貼朋友圈。這種公告天下的行為很容易
變成傳染病，你貼我貼他貼之下，微信和臉
書注重健康的人士增多。真是好現象。聽過
不同意洩露隱私的友人嘲笑：「你的人生沒
有『私密』是你的事，但不要強迫其他人收
下你的『私密』，難道臉書和微信是垃圾回
收場嗎？」個人切身小事確實不需要叫天下
人都知曉，不過，每個人都可自由擁有自己
的看法、想法和做法，只要不傷害他人。漸
漸發現我有許多朋友是馬拉松選手。每天風
雨不改在哪個跑步場跑步都及時貼版，別的
不說，風雨不改這份堅持，還真值得欽佩。
每天早上晨跑的我，本來和馬拉松距離遙

遠，是臉書讓我認識馬拉松和馬拉松的好
處。從前聽到馬拉松以為是永遠跑不完的一
直跑一直跑，不曾想過有終點。原來自1896
年第一屆奧運會開始，馬拉松長跑比賽規定
40公里，到1921年長度固定為42.195公里。
我的數學不好，但在炎熱陽光下走過1公里的
路，汗如雨下，酷熱難當覺得還挺遠的。要
跑40公里以上的長度，肯定有難度。但那些
馬拉松狂熱者根本不在意距離，甚至刻意專
門到各國各地去跑馬拉松。
有個叫定．卡納茲（Dean Karnazes）的人
就連續50天跑了50場馬拉松，每天在美國不
同的州跑馬拉松。真是超愛跑步的人呀。

據說年紀最老的馬拉松選手是印度裔的英
國人法烏加．星（Fauja Singh），他跑完了
多倫多海濱馬拉松賽時年100歲。可惜他的年
齡是憑他口裡說的，他沒能拿到印度的出生
證明，所以官方也就無法認可他的紀錄。年
紀最小的馬拉松賽選手也是印度人巴德雅．
星（Budhia Singh），他在3歲就跑完了一場
馬拉松。後來群眾公認小孩參賽比較危險，
因此2006年被禁止參加。
愈來愈受歡迎的馬拉松跑，全程42.195公里

有人嫌太長，於是，就有半程馬拉松，俗稱半
馬，長21.075公里。又另有高手嫌全馬全程之
長仍不夠刺激，想出了超級馬拉松：50公里、
80公里、100公里、160公里，還有24小時馬
拉松、多日馬拉松，甚至到各種不同地區去跑
的，包括自然環境險惡的中國/蒙古戈壁沙
漠、智利阿他加馬沙漠、納米比亞沙漠以及
南極等，用7天6夜跑250公里的比賽。今年
10月26日將有一場需要更嚴峻考驗的格陵蘭
北極圈極地馬拉松，位於北冰洋和大西洋之
間千萬年冰封的雪地，由於接待條件和自然
環境的限制，全球僅限180人參加，參賽者要
冒着呼嘯狂風和紛飛暴雪，在廣袤無垠的冰
川中前進，這不僅是體能與意志的考驗與挑
戰，更是在絕境中的探索和冒險。幸運的參賽
者將獲得與冷酷神秘的北極光相遇的緣分。成
功的話，有機會變成《生命中的轉捩點》的新
書作者。因為你肯定變成另外一個人回來。
馬拉松選手的格言不少：「馬拉松是一種自

由而積極的修行」、「馬拉松是一種交友的方
式」、「馬拉松是一種時刻在路上的狀態」、
「馬拉松不只是身體的鍛煉，還是心靈的洗
滌」、「跑得贏自己才能夠跑得贏人生」、
「人不是因為衰老才停止跑步，而是因為停止
跑步才開始衰老。」臉書上貼出來的每一句都
有道理，都值得細細思考。對馬拉松賽沒有成
見，對馬拉松愛好者到處去參加馬拉松賽也沒
有意見。青菜豆腐各有所好。然而，對某些
人，跑步是跑步，馬拉松是馬拉松。
人生本來就是一場馬拉松，所以能夠跑的

時候，跑吧！繼續跑到不能跑為止。從來不
貼臉書跟群眾報告，卻規定每天不間斷跑
步，除了風雨日，這是我自己的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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