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香港，挺好的

江湖書法
「江湖」二字多
見於武俠小說，用

於書法，並非那麼恰當，也不易解
讀。但不知何時，突然興起「江湖
書法」，而且還大行其道。
用極度誇張的手法，漫畫化傳統
書法，以吸引人的眼球，這原本也
無可厚非，畢竟藝術都是誇張的。
像這些年，香港電影的片名，多是出
自香港書法家協會華戈手筆，確實
給人以非平常感覺。對慣看傳統書
法的人，是有一種新鮮和刺激感。
追求新鮮和刺激，乃人之常情，於
是，這種書風也便逐漸盛行。
然而，比較讓人詬病的是四肢健
全的人不用手而用眼、耳、口、
鼻、腳趾、甚至下體寫字。好端端
的手不用，非要異於常人，那只能
說是江湖雜耍賣藝了。記得有一次
我在廣州的公交車上看到一視頻，
某漢子表演用鼻尖直接沾墨寫字，
旁邊一群人在叫好，字不見得好
看，到底喝彩的人叫什麼好呢？說
白了，就是能常人之所不能罷了。
記得讀中學時看過一短篇諷刺
小說，說的是世界外科手術大
賽，獲冠軍的醫生說他成功做了
一例扁桃腺切除手術，當其他醫

生都嗤之以鼻時，他說出獲獎的原
因是他的手術難度非比尋常，他是
從患者肛門探至咽喉做的手術，
全場嘩然！認為他奪冠實至名歸。
今能以腳趾寫字，以下體寫

字，不也是難度頗高嗎？以江湖
奇技作書法，其實不叫書法，只
能叫表演。因為人們欣賞書法，
只欣賞寫出來的作品之藝術性，
而不理會書寫方法。如果這些江
湖書法家不宣傳自己的行為藝
術，只拿作品出來展示，想必只
會貽笑大方，故鮮有江湖書法家
舉辦書法展，只會表演技藝。
江湖書法雖被傳統書法家痛

批，但有些還是備受追捧的，如將
「禪」字寫（畫）成童子拜觀音，
將「一帆風順」畫成帆船鼓風而
行，將「龍馬精神」畫成飛龍等
等，不少土豪還視之為神來之作，
頂禮膜拜。這類書法至今頗有市
場，正所謂存在就是合理，反正各
花入各眼，無謂與盲人辯象。不
過，還是要奉孫平之流一句，別再
以「性書法」肆虐江湖了，那種
三觀盡毀，走火入魔的所謂書法
創作不單褻瀆了書法，也褻瀆了
中國文化。

深宵陪母親
追看央視重播
的電視劇《我在

北京，挺好的》，這齣劇集以上世
紀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的現代都
市為歷史背景，跨越三十多年的風
雨歷程。以來自不同背景、性格迥
異的兩姐妹各自不同的奮鬥人生歷
程為主線，在事業與情感的層層糾
葛中真實且細膩展開了一副現代都
市眾生相。該劇沒有俊男美女，沒
有華衣美景，沒有宏偉場面，卻憑
着一群編、導、演俱佳的台前幕
後，塑造了個個牽動人心的角
色……已很久沒追看電視劇了，這
齣劇集讓我們每晚準時蹲在電視
機前，屏息期待。
我深深認同劇中女主角（她是
「北漂」的農村姑娘）——北京
是一個很包容的城市，海納百川
歡迎着五湖四海的人，只要堅毅
勤奮，不屈不撓，自有立足之
地，在她三十多年的風雨人生歷
程中，起伏不停的命運推動下成
長與蛻變，最終戰勝自我贏得成
功與尊嚴，十分勵志。
可惜近年港劇已很少
這類題材，大多走爭
產、打殺、仇恨、胡
鬧、粗鄙等路線，如果
戲劇反映現實，那麽，
香港的社會真要好好反
思一下……由於疫情關
係，已多月沒去北京，
留家抗疫看央視，可解
思念在京點滴……講座
式節目《開講啦》︰每
次演講的嘉賓來自各個
不同領域的領軍人物，
紀錄片《記住鄉愁》介

紹我國不同地方的別有風貌鄉情，
這些都是用心製作、有內涵、有水
準的正能量文化節目，如果文化反
映社會，那麽，北京的發展真是一
日千里，舉世矚目！
曾幾何時，香港也擁有過這份璀

璨光芒，惹人羨慕！我們都在緬懷
那個年代——大家同舟共濟，團結
熱誠，可以拋開矛盾和分歧，互助
互愛，一起奮進向前！也是個包容
的城市，容得下世界各地的朋友，
亦容得下離鄉別井的同胞們，就憑
這份包容，我們凝聚了强大力量，
從一個小漁村落，蛻變成國際金融
中心，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 !
只可惜近年香港有些人少了包

容，容不下別人的缺點而自大了
小我，看不順別人的成就又自以
為是……原來這種自卑兼自大的
歧視種族主義，沿自受到殖民管
治的遺害——當年在英國殖民管
治下的香港華人，受盡白人歧
視，部分華人植根了種族歧視的
潛意識。所以，我們一定要放開
懷抱，重拾昔日海納百川的胸
襟，接受歷史長河的洗禮，面對

社會世情的變遷，
以頑強的意志戰勝
逆境，謙和寬厚地
豐盛我們的人生 !
如果戲劇反映

人生，期待終有
一天，香港能攝
製好一齣電視劇
《我在北京，挺好
的》，讓所有「港
漂」同歡呼︰香港
是一個很包容的城
市——可真是個
勵志故事！

由四歲開始已經留在
校園至今七十多年的著
名教育學者、香港大學

榮休教授程介明，他指出香港應該是全世界
停課最久的地方，這四個月裏，老師盡心盡
力地停課不停教，外地教育部門規定要用上
五年時間，才可培訓老師在網上電子教學，
香港老師只用一兩個星期便成功出台，值得
讚許！
程教授醉心教育，也是香港大學畢業生

返回母校培僑中學任教的第一人，兩年後，
二十六歲當上培元英文書院創校校長，「我
校位於商業樓宇的閣樓和一樓，收錄的全是
升中試沒有派位的學生。最搞笑樓下有一水
果攤檔，那天老闆急急趕來，要我去看學校
招牌的情況，那個招牌是我爸爸的手筆，他
的字好靚。原來招牌鋼架下邊多了兩個鈎，
掛了一幅小招牌，上面寫着︰純粹租
房……我真的哭笑不得，立即發上律師
信！」
「不過，當年還有兩件事令我耿耿於懷，
早前一位自稱我教過的培僑畢業生，現任中
史教授，（我問過了不覺有這樣的一個
人），他說我帶學生去放炸彈，其實當時放
炸彈的一定不是學校的人，我亦沒有參加，
當年我由港大進去培僑教書，就好像受保護
動物，什麼都不讓我去參加……那人問我如
何去看今天的暴力事件？第二件事，有一位
已移民加拿大的左派組織領導，他指某年去
遊行，某學校的聯絡人就是程
介明，點可能？我剛剛大學畢
業，好年輕，怎可以成為聯絡
人那麼高級？其實，當時做什
麼，現在做什麼沒有必然關
係，沒有就是沒有，如果當時
有做的，我也不怕承認！」
提起教育，大家必定記起

當年董建華邀請了「三頭馬
車」梁錦松、戴希立、程介
明推行教改，其中有關「通
識科」一直被詬病學生通通

不識，教授解釋，「通識有三個問題，第
一，概念上是一個跨科目學習，本來不談及
政治，接着就是老師如何去教，以及考試如
何去考，其中考評局負好大責任，他們將最
熱門爭論的問題放進試題，這是不應該的，
社會已撕裂，你教學生怎樣去作答？參考
外地的情況，就是當社會問題得到了成熟結
論、不再爭議之時才放到學校裏討論，可讓
學生冷靜思考。」
談到老師，程教授直指老師可以有政治

立場，但不應該作政治表態，「老師不可
將學生當作宣示政治見解的對象、不可將
學生綁在政治鬥爭的戰車上，也不可以散播
仇恨的種子！去年至今本港的大學都有事發
生，好心痛，香港大學地點不在隧道和公路
上，不夠好玩，算是幸運。事發之時，學校
很多教授主動和學生平等的交談，這是非常
重要的。說到違法達義、公民抗命，在世上
那是迫不得已的短暫行為，但在這裏將之貫
穿幾個月的社會行動，即使你有比法律更高
的原因去違法，這是香港人最不想見到的，
香港人最怕就是法律要服務某種政治目的，
如果開闢了這個戰場，會變成什麼局面？香
港現在就是這樣情況……」
「另外，《香港國安法》出現效果暫時未

知，香港人要積極塑造一個新常態，特首的
主要任務就是要將我們香港的政治文化，向
內地說明解釋，否則他們只會用本身的文化
衡量香港！現在政府要着力告訴全世界『一

國兩制』中的兩制有什麼不同，
你不講，無人講，中央不會替香
港人講。要讓香港人安心，要讓
國際明白《香港國安法》的好
處，例如組織游說團到處去游
說，最低限度也到不同領事館
逐個交代，讓外面知道香港真實
的情況！」
程介明教授被譽為教育界的公

職王，實在教授何止在教育界，
香港在不同方面都需要這樣有心
有力、出謀獻策的人才。

不該將學生綁在政治鬥爭的戰車上
近一年來，政府的公關及傳訊工作，
除了每天只忙於澄清全無底線的抹黑謠
言，事事陷於被動外，其實也有一個絕

對應該改善的地方，就是要建立與受眾，即市民彼此間
的同理心。
最近文公子出席了一個城市青年商會的直播節目，分

享對危機管理的心得，其中提過，要處理危機，當然要
快、狠、準，但其實負責出來發言的代表，發言時的態
度和給人的印象，其實也非常重要，甚至可能是成敗的
關鍵。
你有沒有試過，想買一件產品，但卻很不喜歡銷售員
的態度，最後你光顧了他的同事？當你是負責向外通報
危機處理方法和進度的發言人，你在鏡頭前的態度，如
果令人覺得反感，傳媒當然不會放過你，而在鏡頭後的
觀眾，也不會對你有好印象。儘管企業對危機有徹底和
及時解決的方法，但卻往往因為發言人的不良態度，令
人將焦點轉移了，以致危機遲遲未能解決。
發言人當然應該表達出對解決危機，具有完全的誠

意，而且絕對肯負責任，但更重要的，是令人感覺到中
間有「同理心」。
公關傳訊的同理心，大致指能設身處地，在危機傳訊

對象的立場思考，理解他們的需要，而且給予適當的關
懷，令聽者完全感受到大家是同坐在一條船的感覺。
不少企業的危機發言人，通常都是最高管理層，如果
他們發言時，表現出高高在上，甚至出言不遜，或者表
現出來的態度欠缺同情心，就一定只會換來「為富不
仁」的評價。如果有需要賠償，但在宣布時卻擺出了一
副「我有錢，我最大」的嘴臉，以為賠錢就可以解決全
部問題的話，就只會惹來傳媒和公眾的反感。
回說政府的傳訊，往往是由上而下的發布，發言者和

受眾間似乎很有距離，就算政府官員如何訴說政策是為
了大家的利益着想，總有部分市民對政府官員不予信
任，不是杯葛政策，就是在社交媒體不停轉發充滿陰謀
論的懷疑訊息。
缺乏互信，政府的施政當然只會事倍功半。
因此，政府傳訊當務之急，是要主動修補與市民大眾
的互信程度，重建市民對政府施政的信心。在發布訊息
時，發言者應該多注意自己態度是否親切，能否給對方
有誠意負責任的感覺，是否令人對他和背後所代表的政
府具有信心。其實，當中不離以具有「同理心」的語
氣、態度和發言內容，令觀眾產生共鳴和信心。

解決危機由建基同理心出發

綿長的海岸線
上，躺着成千上萬

隻海獅。金色的沙灘，清淺的海
水，浪花一朵朵。
白花花的陽光撒在海獅的身上，
閃着光……這個時候，有一對大雁
夫妻飛過，在天空中向下俯瞰，眼
底的景象讓牠們嘆為觀止，幾乎忘
了扇動翅膀。
為了生計，母雁隨公雁遷飛千萬
里，風餐露宿，顛沛流離，少不了
有些怨言——哪一天能過上安閒的
日子呢？牠們一路上遇到過無數生
靈，也有日夜辛勞的，也有過得舒
坦些的，但是，從沒見有哪個物
種，像這群海獅一樣有如此之高的
「幸福指數」——吃飽了，懶洋洋
地躺在海灘上曬太陽！
「羨慕死我了！人家這日子過

的！」母雁瞥了公雁一眼，說。
「牠們就是在躺屍！有什麼

好。」公雁本來也心嚮往之，但不
滿母雁語氣裏的怨懟，便故意這樣
甕聲甕氣地說。
牠們的對話正好讓一對海獅聽到
了。公海獅琢磨了一下，忍不住大
笑起來，對母海獅說：「剛才那隻
呆雁說得好，躺屍，嘿嘿，咱們就
是在躺屍啊！」
這話一傳十，十傳百，讓沙灘上

所有的海獅聽到了，品味一下，
都裂嘴嘿嘿地笑，樂不可支，說：
「對，咱們就是在躺屍！這個詞形
容得真到位啦。」
於是，牠們有意識地挪一挪肢

體，做出一個更舒適、更銷魂的姿
態！——四肢最大限度地攤開，皮
肉幾乎與沙灘融為一體，瞇上眼
睛，悠悠地呼吸，甚至連靈魂也變
得像嬰兒的一樣輕盈和純潔！
那對大雁夫妻不停地飛啊飛。每

到一個新的地方，跟那些陌生的動
物聊天，母雁便說起她所見到的海
獅——「真的，我親眼所見，牠們
太幸福了！」久而久之，海獅的美
好生活成了眾生心中渴望和追求的
模式。那一天，在漲潮時分，海獅
紛紛離開沙灘，下海去巡遊、捕
食，直到太陽下山。
「人們只看見我們躺在沙灘上

曬太陽的樣子，卻不知道我們下
海覓食的艱辛和不易！」母海獅
對公海獅說。
「親愛的，世事都是這樣的！」

公海獅對母海獅說︰「不過，心
態決定姿態！咱們海獅的心態好，
所以呈現的姿態才美——既會努力
幹活，又懂得享受生活——在風恬
浪靜、陽光燦爛的時光裏，只管盡
情地『躺屍』去，嘿嘿……」

幸福的海獅

我一直相信，我們之所以能
和大千世界有着千絲萬縷的聯

繫，都是因為兩個字：緣分。這句話聽起來也許
很虛幻，而且有些人也會覺得很矯情，但其實每
一件事情，每一個人能夠和我們有交集，都是因
為緣分才發生。
緣分到底是什麼呢？也許很多人把它理解為愛

情之間的緣分，當然愛情也確實需要緣分的，這
也是緣分表現的一種。但是，緣分，它是存在於
我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可以說，沒有一件事情
能夠離開緣分這兩個字。
舉個簡單的例子吧。我們領養寵物，比如一隻
狗。在那麼多的寵物之中，我們為什麼會選到牠
呢？而又為什麼能夠和牠愉快地相處，發生各自
的故事呢？我們這樣來想吧，如果當時不是領養
牠，我們還是會選擇其它的小動物，但是，剛剛
好，我們就選中了這隻狗。從此，在彼此的相處之

中，我們生命中有一部分時間是與牠有關，牠會
成為我們不可忘記的回憶。這難道不是緣分嗎？
不只是人和寵物之間，甚至是人和其他無生命

的事物中，也是需要緣分的。也就是說我們生活
中的一切遇見，一切邂逅，都是因為有了緣分才
會發生的。比如，有一天，你在上班路上，看到
路邊的一朵花開得正好。那朵花因為開得很好，
吸引了你的目光，讓你的心靈做了片刻的停留，
成為了你無數回憶中的一小朵，它雖然很小，但
是它在你的生命中也佔據了它的地位。而你也從
它的身上獲得了美的體驗，獲得了愉快的心情，
這就是你和那朵花之間的緣分。所以，也可以這
麼說，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緣分。我們能夠來到這
個世上，從一開始本就是最大的緣分。
知道了有緣分還不夠，現在我們更加強調的

是，珍惜緣分。其實緣分確實也是很虛幻的東
西，如果我們不珍惜不重視它，它就會偷偷地溜

走，在我們沒有注意的時候就已經消失得無影無
蹤。而且，緣分有來的時候，也會有離開的時
候，也就是緣起緣滅這個說法。珍惜緣分，其實
從某種程度上說，就是珍惜我們自己，珍惜我們
的生活。
就說我們邂逅的那朵小小的花吧，可以說是上天
的安排，我們會經過這樣一條路，我們也會看到這
樣一朵花，但如果我們只是視而不見，那朵花便只
在我們眼睛裏投下影子，但是卻沒有走進我們心
裏，這時候的緣分也沒被珍視。而當我們看到了
它，並且從心裏感受到它的美，我們與這朵花之間
的緣分就實現了。它的綻放有了意義，我們路過這
一段路也有了收穫，這就是緣分的美好啊！人與人
之間也是如此，我們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有着緣分
的眷顧，我們要珍惜它，至少沒有辜負這樣的相
遇，要盡我們的本分去做好相應的角色，這樣不只
是對別人好，更是對自己生命緣分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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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挺好的》
是一套十分勵志的電視劇
集。 作者供圖 ■程介明教授與淑梅

姐。 作者供圖

「蠶絲吐盡春未老，燭
淚成灰秋更稠。春播桃李
三千圃，秋來碩果滿神
州。」每當看到這首詩，
我總是情不自禁地想起當

年給我們上課的那些老師，而我印象最深
的，是中學時期的兩位老師，一個給我們教
化學，一個給我們教語文。教化學的，源於
他在課堂上的一句話：遍地都是鋁了。這句
話出自一堂化學課。
那天化學課，在談到鋁的用途時，他列舉

了日常生活中的用具，比如鋁勺子、鋁鍋
等，引來同學們莫大的興趣。忘記老師叫什
麼名字了，只記得他姓張，板寸頭，喜歡穿
白衣藍褲，腳踏藏青色的圓口鞋。那是上世
紀七十年代末，家常使用的鋁製品還不是很
多，對老師所說的鋁製品多少是有點兒陌生
的，何況班裏的同學大多是來自農村。以至
去別人家串門，也要看看人家有沒有鋁製
品。但好像每次都讓人洩氣。鄉下的人家，
家中多用鐵鍋鐵勺鐵用具。老師說不要急也
不要慌，看着吧，再過十年二十年，我們每
個人的家中都會使用鋁製品，到那時，就會
「遍地都是鋁了」。
張老師的一番話，給大家帶來了希望和力

量，也給同學們帶來學習化學的勇氣和動
力。古往今來，鐵替代了陶，鋁怎麼不會替
代鐵呢？也同時，「遍地都是鋁了」這句
話，成為了張老師的代名詞，一提到他，就
會有人模仿着他的語氣說：「遍地都是鋁
了！」自此，喜歡學化學的同學開始多起
來，化學成績好的人數每天都在攀升。高中
畢業，高考成績發下來，有的同學考取了某
某大學的化學系，就算不是化學系，也一定
是個與化學沾邊的專業。
不等化學老師預言的「再過十年二十

年」，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不知不覺中，
家裏的鋁製品增多了起來，從鋁鍋到鋁勺

子，從鋁壺到鋁盆，不單單是鋁，鋁合金也
不乏生活用具。在鋁的用品普及後，又被402
鋼無情淘汰前，生活中「遍地都是鋁了」的
預言已經實現了，細看家裏的廚房裏，誰家
沒有幾樣勺、鏟鋁製品呢？
高中畢業我離開了那個小學校，再回去，
張老師已經調走了，至於調去哪裏不知道，
曾經多方打聽過，也不了了之。後來我也做
了十幾年教師，與本縣的教師多是熟悉的，
但還是沒有打聽到他的消息。隱約聽朋友們
說，張老師在教育局搞起了教研，整天泡在
論文及整理的校外課程與試卷堆裏。追着這
些消息再打聽，又好像不是我認識的那個張
老師。曾想像着有這麼一天，在一次同學聚
會上看到他，老去的張老師，應該是沉默寡
言的，一頭濃密的黑髮已然變得稀薄，鬢角
如雪……想一想，就有一種想要流淚的感
覺。是為所有逝去的青春吧。
上初中時，教我語文的老師姓江，大概是

因為多病的緣故，每次從我們身邊走過，鼻
端總是飄來一縷淡淡的藥香。後來知道她每
天都在吃藥，按一下她的手背，會現出一個
深深的凹痕。江老師在大學裏讀的是英語
系，後來到我們學校教起了語文，因為學校
沒有開設英語課。記得剛入校那天，江老師
就站在教室前的院子裏，看一堆同學在那裏
發新書。新書發下來，江老師站在講台上，
白皙的皮膚，短髮，深藍色的小西裝，顯得
非常幹練利落。站在黑板前的她，第一件事
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寫在黑板上，微笑着作自
我介紹。介紹完畢，低頭掀動課本，目光抬
起來，新學年的新一節課，就此開始。
她在講授新課的時候，喜歡在教室裏走來

走去，抬着頭，氣宇軒昂。在讀《我愛韶山
的紅杜鵑》這篇課文時，語意情深，眼角浸
着淚花。在讀《孔乙己》時，語氣裏有了一
種調侃：「魯鎮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別處不
同的：都是當街一個曲尺形的大櫃枱，櫃裏

面預備着熱水，可以隨時溫酒……」上古文
課時，她總是一邊讀一邊仰了頭，之乎者也
地從每一張課桌旁走過，面帶自信，從容溫
和。上初一時我得了一場大病，近兩個月不
能正常上課，江老師就到家裏來給我補課。
她知道我喜歡讀書，特意給我布置寫作文，
然後由我母親交給她批閱。我的作文簿上不
只是江老師的批語，還有其他班級教師的讚
譽，顯然是江老師推薦給別的老師看了。聽
同學們說，不光我們初中班，就連高中老師
都在當範文讀。這些消息給了我自信，同時
幼小的心田裏也播下了文學的種子。江老師
無私的傳授和細緻入微的關懷，給了我源源
不斷的動力。
江老師教了我們三年，二年初中，一年高

中，到我們上高二的時候，江老師被調到新
組成的英語教學組，這才不教我們語文了。
後來我們忙於畢業、備考，江老師也調進縣
一中教學，我在外地讀書的時候，江老師又
調到市教育局去了。時光就這樣一頁一頁地
翻過，有一年春節，我從同學那裏找來江老
師的電話號碼，給老師打了一個電話，接電
話的是她的家人，在對方的疑惑中沒說幾句
就把電話掛了，聽說江老師年前得過一場大
病，語言有些不清，也早已很少接電話了。
時光如駒，稍縱即逝。當我翻開人生的扉

頁，卻發現所教導過我的那些老師們，已經
奔向祖國各地，就像《教師頌》這首詩裏寫
的那樣，「黑髮積霜織日月，粉筆無言寫春
秋」。每當同學之間有重大的活動，或我自
己獲得什麼榮譽時，都會想起曾經教過我的
老師們。多年後，雖然我和老師一步步走
遠，但是老師所傳遞給我們的精神和信念，
卻一直伴隨着我，從未消失。從老師身上傳
承下來的那些美好與善良，也已成為我追求
的一部分。它促就了我人生的幸福，也促就
了我事業的成功，縱使歲月無言，老師當年
的教誨與鼓勵，也依然真誠，猶在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