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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孫情爺孫情
◆ 老　叟

大耆積大耆積
◆ 王浩鈞

小而白
潔靜而明亮
你好像樂於見我
你，雪白的花朵
願上天永佑你好好生長
燦爛地開花
小白花，小白花
願上天永佑我國土

歌詞淺白易懂，平平
無奇，但最後一句「願
上天永佑我國土」則
是神來之筆，是

整首歌的靈魂，我
最欣賞。

還有另一首可
送給我的朋友，它
是以「寧作（做 ）
愛，不作戰」口號

震驚世界的約翰連儂所唱的
名曲《想像》，也是直譯：

試想像
上無天堂，下無地獄
無國家
無殺戮
無宗教
所有人和平生活
你可說我是做夢

但我不是唯一的一個
希望有天你也成為
我們一員
那時全世界
便成一體
無私有，無貪婪，
無飢餓
人如兄弟般相處
全人類活在
同一個世界

試想想，這「四海
之內，皆兄弟也」的大
同世界思想，是不是值
得細細咀嚼。

爺爺問：「屈原是甚
人？」

「是醫生。」小嘉回答。
「胡說！」

「怎胡說呢，書
上說他是大

夫嘛！」
親
愛
的
爸
爸
：

外
公
仙
遊
，
雖

說
他
已
九
十
三
高
齡
，

該
是
笑
喪
，
但
媽
媽
和
舅

父
都
是
至
孝
之
人
，
念
及

親
恩
，
始
終
難
耐
別
離
之

苦
，
多
日
來
黯
然
神
傷
。

但
是
爸
爸
，
你
是
那

樣
的
失
神
，
雙
眼
彷
彿
沒
了

焦
點
，
那
模
樣
可
令
我
擔
心

了
。

後
來
我
才
明
白
，
爸

爸
您
肚
子
裡
吞
了
一
個
秘

密─
─

一
個
令
您
無
法
釋

懷
的
秘
密
。

媽
媽
告
訴
我
，
在

外
公
臨
終
之
前
，
他
忽

然
變
得
精
神
飽
滿
，

本
來
垂
垂
半
圔
的

眼
睛
，
倏
爾
炯

炯
有
神
。
當

他
看
見

爸
爸
步
進
病
房
，
他
興
奮
極

了
，
瞳
孔
放
大
，
彷
彿
熱

切
地
期
待
著
些
什
麼
。
爸
爸

困
惑
地
望
著
外
公
，
直
至
看

見
外
公
雙
眼
緊
緊
地
盯
著
鄰

床
正
在
吃
粥
的
那
位
伯
伯
，

手
直
往
那
方
向
指
，
氧
氣
罩

下
的
口
中
奮
力
發
出
聲
音

時
，
爸
爸
恍
然
大
悟
：
每

次
看
見
他
，
外
公
便
知
道
有

食
物
送
到
，
等
著
大
快
朵

頤
。
然
而
，
自
從
日
前
患

上
肺
炎
，
外
公
除
了
靠
吊
點

滴
吸
收
營
養
液
，
已
再
吃
不

到
食
物
了
。

外
公
一
愛
乾
淨
二
愛

美
食
，
這
一
點
爸
爸
您
比
誰

都
清
楚
。
看
著
外
公
那
熱
切

期
待
的
神
情
，
爸
爸
您
是
多

麼
希
望
可
以
完
成
外
公
這
最

後
的
心
願
。
您
趕
急
地
找
來

護
士
長
，
央
求
她
讓
外
公
吃

他
的
最
後
晚
餐
。
然
而
，

護
士
長
斷
然
拒
絕
，
因
為
要

吃
東
西
，
就
得
除
下
氧
氣

罩
；
一
沒
了
氧
氣
的
供
給
，

病
人
很
可
能
立

即
斷
氣
。

就
這
樣
，
爸
爸
眼
巴

巴
看
著
外
公
由
期
待
到
失

望
。
翌
日
清
晨
，
外
公
逝

世
。
爸
爸
從
那
一
刻
開
始
，

心
口
壓
著
塊
千
斤
的
石
頭
。

爸
爸
，
您
病
了
，
病

得
軟
軟
地
靠
在
病
榻
的
樣

子
，
我
還
是
頭
一
次
看
見
。

爸
爸
，
我
是
心
理
治
療
師
，

明
白
疾
病
有
心
因
，
而
您

的
病
背
後
的
心
因
，
是
那

麼
明
顯
！爸

爸
，
我
只
想
說
，

您
為
外
公
，
能
做
的
都
已

做
了
。
您
對
自
己
父
母
的

孝
道
，
自
不
待
言
，
就
連

岳
父
，
您
也
視
如
親
父
，

多
年
來
任
勞
任
怨
，
照
顧

周
到
。
外
公
有
您
這
樣
的

女
婿
，
就
是
他
一
生
中
一

大
福
份
。爸

爸
，
放
開
懷
抱

吧
。
外
公
那
麼
疼
愛
您
，

他
在
天
國
上
，
也
會
祝
福

您
快
樂
地
過
每
一
天
。

永
遠
愛
您
的
女
兒
上

中
國
人
對
「
壽
」
特

別
嚮
往
，
從
食
而
養
生
，
從

養
生
而
享
「
壽
」，
人
人
都
想

延
年
益
壽
，
能
長
壽
就
多
享
人

生
了
。「

壽
」
是
人
的
年
次
，
有

上
、
中
、
下
之
分
，
即
上
壽
、

中
壽
和
下
壽
之
別
。

根
據
古
籍
「
左
傳
僖
」

三
十
二
年
、「
左
傳
昭
」
三
年
、

「
莊
子
盜
砳
」、「
淮
南
子
原
道
」

和
「
呂
氏
春
秋
•
安
死
」
等
等

記
載
：「

上
壽
」
有
三

說
，
一
是
百
二
十

年
，
二
是
百
年
以
上
，
三
是
百

歲
。「
中
壽
」
有
四
說
，
一
是

九
十
以
上
，
二
是
八
十
，
三
是

七
十
，
四
是
六
十
。「
下
壽
」
也

有
三
說
，
一
是
八
十
以
上
，
二
是

八
十
，
三
是
六
十
。

我
們
常
言
開
門
七
件
事
：

柴
、
米
、
油
、
鹽
、
醬
、
醋
、
茶
，

這
是
民
生
最
基
本
的
需
要
。

我
國
人
卻
以
「
米
」
來
稱

八
十
八
歲
為
「
米
壽
」，
以
「
茶
」

來
稱
一
〇
八
歲
為
「
茶
壽
」
。
因

為
米
字
上
下
兩
個
八

字
，
中
間
一
個
十
字
，
所

以
是
八
十
八
。
茶
字
上
面

二
十
八
，
下
面
八
十
，
兩
者
相

加
，
就
是
一
〇
八
。
這
是
以
拆

字
的
方
式
以
喻
「
壽
」
之
數
，

饒
有
趣
味
呢
。

楊
振
寧
曾
借
中
國
學
者

馮
友
蘭
八
十
八
歲
那
年
寫
給
同

齡
好
友
金
岳
霖
的
兩
句
話
說
：

「
何
止
於
米
，
相
期
以
茶
。
」
表

示
自
己
不
僅
以
米
壽
知
足
，
還

信
心
十
足
的
向
「
茶
壽
」
進
發
。

由
此
可
知
，
誰
不
想
長

壽
，
多
享
人
生
？

老有所思老有所思
◆ 黃翠雲

爸
爸
的

秘
密

過 往 我 們
人生各階段的主
要任務劃分得清
清楚楚；年少時
學習成長、成
年忙於工作貢

獻、年紀大了便退休，「退」
下「休」息、遊歷、享福。但
現在在同的階段也可以同
時學習、工作及享樂，即使
已屆退休之年也毋需完全退下，

仍可繼續活躍；工作、參與、持
續學習，貢獻社會，真正貫轍「學
到老，做到老」。

既然繼
續忙碌，沒

有停下來，又何來退休 ? 真正的
退休在乎心態，而不在乎形式！

以往工作及學習都為了生
活，為了增加追名逐利的本錢。

今日雖然未有退下，繼續參與，
但目的並不一樣！再工作，無論
有償或無償都是為了活出人生意
義，學習是為了個人興趣的追尋。

表面形式相近，但內裡意義不
同。退休後再忙做起來也是輕鬆
愉快，而且做的都是自願及自己
所喜歡的，最重要是可因應個人
的喜好及需要而選擇隨時可參與
或離場，那份可以主導生活的
自由，享受多於壓力，不亦樂
乎！

別人見我們仍然忙碌，
以為我們雄心不死，蠢蠢欲
動再戰江湖，但原來自己祇
想遊戲人間，活出價值。

人生上半場為成功，但被
生活主導。人生不半場生活為意

義，自己可以主導
生活！

５０後５０後
◆ 梁燕燕

屈原
醫生

每隔四年，運動界便
會舉行四年一次不同的
體壇盛事，奧運、世
界盃、亞運等，而
近年的大型運動比
賽，亦在亞洲區舉
行，如 08 年的北
京奧運及今年於廣
州舉行的亞運等，
亞洲地區對運動的
熱愛亦越來越高，
但又說在香港最受
歡迎的運動項目，
必定是足球。

有時候與一班
男性老友記閒談，雖

然他們有著不同的嗜
好、不同的生活模式，

但他們卻有著共同的話
題，就是足球。老友記
說，他們年輕時，並不多
機會可以觀看球賽，因為
以往的電視台很少，甚至
乎可以說是沒有，要看球
賽，他們可以等到本地足
球比賽時，到現場觀看或
是透過收音機「聽」波，滿
足他們對「睇波」的慾望。

今年，亦是世界盃
年，對於很多球迷來說，
是一重要的一年，因為四
年一遇，各國強隊將會對
壘於球場上，但可惜的
是，今年世界盃重要的賽
事會在只有高清接收器或
收費的電視用戶才可看
到。對於熱愛足球的老友
記來說，可能沒有機會看

到賽事。
如你家中沒

有播放世界盃的
電視台，也不用
為此特別購買有
關的電視台或接
收器 ， 因為他
們的收費對於己
退休的你可能
是一個負擔。
如真的觀看賽
事 ， 有些商場
會進行免費播放
的活動，你們可
以到場免費觀看，
但今年賽事大部份
會在零晨時份播放，
各位老友記，世界盃雖
精彩，但也要小心身體
狀況，不要太晚入睡。

開心老字號開心老字號
◆ 李慧雅

平安小姐是 50
年代產物，垃圾蟲

則是 70 年代標誌，雖
橫跨不同年代，合起

來，我們看到前殖民政
府的手段，如何軟硬兼

施、正反包抄，做正面
宣傳，又作反面教育，一
面循循善誘，一面嘲諷揶揄。

平安小姐人見人愛，
垃圾蟲則人見人憎。配合其
他宣傳語句，如「切勿淪為
垃圾蟲」、「亂拋垃圾，人
見人憎」，垃圾蟲迅即成為
反面人物。公共衛生搞形
象戰，早在控煙運動幾

十年之前，只是當時
未燒到煙民。

女性總是討
好的，垃圾蟲

則是一隻動

物，是把動
物擬人化，
反過來，隨地亂拋垃圾的
人，無形中被諷刺成一頭動
物，「反面人物的醜惡形
象」，在造型設計中已考慮
周全。平安小姐源自漢
字的創意思維，「垃圾
蟲 」 則 來 自 英 文
Litterbug 的翻譯。兩者
原來也中西有別。是
的，負責設計垃圾蟲造
型的是當時一個英籍高
官──香港政府新聞處
創作總主任許敬雅。

有趣在，明明是
可憎動物，垃圾蟲竟然
成了玩具。西西小說

《我城》中提到玩具店櫥
窗擺放著兩件最暢銷的
玩具，「其中之一是一

隻有四隻腳趾滿身圓斑的垃
圾蟲」，寫的正是牠。集體
回憶熾熱，今天拿來拍賣，
想必有價。

兒時舊話兒時舊話
◆ 潘國靈

近
日
國
內
出
現「
剩
女
」

這
個
名
詞
。

簡
簡
單
單
的
兩
個
字
，

大
概
已
表
達
了
那
是
甚
麼

意
思─

─
 

就
是
嫁
不
出
的

女
孩
。目

前
香
港
男
女
人
口

的
比
例
是
百
份
之
四
十
九

對
百
份
之
五
十
一
左
右
，
也

就
是
說
女
性
多
於
男
性
，

所
以
女
孩
子
找
不
到
配
偶

一
點
也
不
稀
奇
。

不
知
道
「
剩

女
」
這
個
名
詞
有
沒
有
帶
點
性

別
歧
視
，
抑
或
只
是
一
個
簡
單

的
事
實
描
述
？

即
使
沒
有
性
別
歧
視
，

是
否
帶
點
眨
意
？

目
前
香
港
不
少
女
性
都

選
擇
不
結
婚
，
寧
願
獨
身
，

覺
得
這
樣
會
比
較
自
由
一
點
，

尤
其
身
居
要
職
那
些
。
她
們
認

為
，
不
結
婚
不
等
如
沒
有

異
性
伴
侶
，
不
等
如
要
孤
獨

地
過
日
子
，
只
是
選
擇
不
組

織
家
庭
罷
了
。

這
純
是
個
人
的
取

向
，
外
人
不
宜
把
過
去
的

價
值
觀
加
於
她
們
身
上
。

忽
發
奇
想
，
如
果

有
一
天
男
多
於
女
時
，
會

否
出
現
「
剩
男
」
這
個
名

詞
？

有
沒
有
發
覺
長
者

人
口
中
也
出
現
「
剩
女
」

這
種
情
況
，
因
為
男
性

一
般
壽
命
較
短
。

愛老言老愛老言老
◆ 邱可珍 珍嬸月記珍嬸月記

◆ 珍　嬸

應無
盡無

說說
「
壽
」

說

有人擁有很多，
但同時煩惱也多；
有人擁有很少，
但同時煩惱也少。
快樂與其在於
應有盡有，
不如在於應無盡無；
無病無災，
無煩無惱。

報章多數
新聞冇乜好，老

公斬老婆啦，妹阿
媽虐待蘇蝦仔啦，小

巴飛車跌落行人隧道
啦，唔係死就係傷，睇
到人心噏。

呢今日有段新聞睇
就令人開心。話說有
個柬埔寨阿婆香港旅
遊，土瓜灣參觀寶石
工場，去完廁所行錯路
同團友失散，領隊梗
係報警啦，當時報紙
重話睇怕佢唔係想咋

架意失留低

香港。報紙登佢張
相出係尖沙咀碼頭影
，好開心好自然。

當然我都冇乜為
意，到睇埋下集大結局
就好戥佢開心，重要讚
香港真係多好人。原來
佢失散之後自己走
出街，行六個鐘頭摸
到去旺角，又識買麵包
食，又識跟住旅客摸
入間賓館，唔識講話
都冇問題，張銀紙出
人地收二百五十蚊
就開間房畀佢覺。到

職員睇到報紙覺得佢似
相中人，終於真相大
白。報警送佢返去畀領
隊，歡歡喜喜大團圓。

呢個阿婆唔識字又
唔識講中文英文，流落
異鄉都咁鎮定，係未都
好抵讚呢？查實香港好
多阿婆都係唔識字，但
係搭車環遊香港絕對難
唔到佢地，買煮飯一
家大細生日都全靠佢，
唔似得我地要寫日曆寫
紙仔，真係重叻過我地
！

老
妻
常
對
我
說
，
我
實
在
太

倚
賴
她
，
不
僅
所
有
的
家
務
都
不

會
做
，
即
使
一
些
日
常
用
品
也
不

知
道
放
在
家
裡
甚
麼
地
方
，
如
果

將
來
她
一
旦
比
我
早
走
的
話
，
還

不
知
道
我
自
己
怎
樣
能
過
活
。
於

是
，
她
人
前
人
後
稱
我
為
「
大

爺
」
。
我
很
樂
意
當
她
口
中
的「
大

爺
」，
並
以
此
為
傲
。

我
明
白
，「
這
個
家
不
能
一

天
沒
有
她
」
這
個
訊
息
，
對
於
為

一
個
家
犧
牲
了
整
個
人
生
的
主
婦

來
說
，
是
全
部
的
成
就
及
安

全
感
。所

以
，
她
每
次

「
埋
怨
」，
我
都
會
不

知
廉
恥
地
笑
：「
所

以
本
大
爺
命
令
妳

一
定
要
比
我
長

命
。
」
跟
著
她

就
很
滿
足
的

笑
罵
：
「
傻

佬
。
」

海濶天空海濶天空
◆ 馮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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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問爺爺說：「為什麼陳太叫
她丈夫為先夫，前面要加一個

【先】字？」
爺爺回答：「【先】是對死去的人
的稱呼啊。」 
小明說：「那麼我們對死去的
奶奶是不是要叫她

『鮮奶』？」

朋友中有若干熱愛西
洋古典音樂而對現代流行
曲嗤之以鼻者，雖也有
其道理，低俗者「觸耳」
皆是，高雅者鳳毛麟角，
但也似不可一概而論。
這天偶然聽到《仙樂飄飄
處處聞 》裏面的《小白
花》，心念一動，直譯其
句，送給幾位朋友，聽
聽他們的意見。

小白花，小白花
每天早上你我都相見

我
愛
做傻
佬

爺
大

人總怕老，最大的恐懼是恐
懼本身。

老 的 下 一 步 是 想 到
死，死亡是永恆的恐懼。

怕老的另一原因，
不單是容顏與體力的

漸退，更有著莫大
的無力感，自覺
失去價值，會逐
漸被家人和社
會所隔離，排
斥，產生孤獨
的恐懼。

人 生 世
事有著定律
運作 ， 有些
事情是不能改
變，就讓我們
去改變那些可
以改變的東西。

怕被隔離，怕活
在孤單中，最好是有
人和自己一起變老。

老夫老婦是最佳
拍擋，幾十年來的相
伴相依，人到晚年，
已達到水乳交融的境
界，完全的包容與接
納，再沒有好壞的評
價，不管另一半的健
康如何，容貌如何，
一 份 深 沉 的 愛 與 接
納，兩個人的關係從
不怕被歲月偷走，反
如好酒，愈陳愈香。

一起變老的另
一個依歸，是老人
組識和團體，只
要自願走出家居
的四堵牆，就有

不少金齡銀髮
的朋友向你招手，
舊日情誼固然純
厚，新結朋情更
堪珍惜，彼此的

心靈互相輝照，人生
的經歷最宜分享，在
沒有利害得失的無求
世界中，最能發揮人
性的光輝。

要 克 服 怕 老 心
態，最宜尋找和珍惜

「共生群體」，享受晚
晴 輝 照 下 的 黃 金 歲
月，生活竟亦日
新又新。

同心圓同心圓
◆ 李錦洪

共生群體

 

◆  

奕
　
琪

心靈家書心靈家書
◆ 黃曉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