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前
，
小
孫
兒

習
功

課
，
準
備
學
期
考
試
。
在
他

的
常
識
科
中
有
「
傳
統
與
文

化
」
的
綱
目
，
原
來
香
港
人
除

了
慶
祝
中
國
的
傳
統
節
日
外
，

還
會
慶
祝
從
外
地
傳
入
的
節
日
。

母
親
節
和
父
親
節
就
是

源
於
外
地
的
節
日
，
其
意
義
分

別
是
歌
頌
父
母
親
的
愛
。
在
學

習
單
元
中
，
簡
介
母
親
節
的
起

源
，
並
引
導
小
學
生
用
甚
麼
方

法
去
慶
祝
和
作
何
感
想
。《
慶

祝
方
法
：
畫
心
意
卡
送
給
媽

媽
、
請
媽
媽
吃
雪
糕
、
陪
媽

媽
看
電
影
。
感
想
：
我
喜
歡

母
親
節
，
因
為
我
可
以
在
這
天

向
媽
媽
表
達
愛
意
和
謝
意
。》

以
上
是
香
港
教
改
後
小
一
下
學

期
的
教
科
書
部
份
內
容
。

在
中
國
的
傳
統
節
日
中

就
沒
有
特
定
的
雙
親
節
，
難
道

我
們
都
忽
視
父
母
的
愛
？
其
實

不
然
，
中
國
數
千
年
的
傳
統
與

文
化
，
都
非
常
重
視
孝
道
，

不
是
僅
於
特
定
那
一
天
才
可
以

向
父
母
親
表
達
愛
意
和
謝
意
。

對
父
母
的
愛
是
無
時
、
地
的
規

限
，
而
是
落
實
在
日
常
的
生
活

中
。

時
代
不
同
了
，
教
育
制

度
又
改
又
革
，
數
十
年
來
深
具

教
化
的
儒
家
思
想
，
被
革
得
體

無
完
膚
，
社
會
道
德
的
淪
喪
，

令
人
唏
噓
不
已
！

古
有
以
孝
治
天
下
的
「
孝

經
」、「
二
十
四
孝
」
的
經
典
故

事
，「
論
語
」
中
對
孝
的
論

述
…
，
在
在
顯
示
中
國
固
有
文

化
對
後
世
的
影

既
深
且
遠
。

「
身
體
髮
膚
受
之
父
母
，

不
敢
毀
傷
，
孝
之
始
也
。
」
但

今
天
的
年
輕
人
哪
會
明
白
？
動

輒
就
自
毀
而
傷
親
心
！
孔
子

說
：「
今
之
孝
者
，
是
謂
能

養
。
至
於
犬
馬
，
皆
能
有
養
；

不
敬
，
何
以
別
乎
？
」
反
觀
時

下
，
好
養
寵
物
者
，
對
寵
物

的
愛
護
，
尤
甚
於
對
生
我
育
我

的
父
母
親
。

現
今
的
潮
流
反
過
來

了
，
只
有
「
廿
四
孝
」
的
父

母
，
而
沒
有
「
廿
四
孝
」
的
兒

女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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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思老有所思
◆ 黃翠雲

好耐冇見到英國人
咁開心了，唔怪得以前中
國人有沖喜呢個習俗。有
乜唔順，好似老人家大
病，就搞番個婚禮，大
家開開心心，果然就會唔
順利都開懷。

咁威廉王子同拖友
凱特，又冇醜聞又咁合
拍，大家更加戥佢地開心
啦。王子雖然剛剛三十歲
就已經開始光頭，但係

起軍裝
好省鏡，
凱特長髮
披肩，厘
士婚紗，

襯起佢高高瘦瘦，化粧唔
誇張反而討好。

我地呢殖民地時
代人，一向對事頭婆都
有好感，起碼以前多得
佢年年有假放，細個之時
重有閱兵巡遊睇添呢。見
佢一套淺黃色裙，雍容華
貴，搶哂鏡，幾乎連大
主教件金色袍都唔夠佢起
眼，佢衫永遠係最醒。

事頭婆娶孫新抱係

未比娶新抱更加開心
呢？一般阿婆都係「管仔
教仔」但係「縱孫」，
見佢笑得咁甜，睇怕都係
對個孫新抱好滿意。

以前童話都係用「從
此王子公主快快樂樂生活
下去」結尾，大個先至
知道世界唔係咁簡單，不
過威廉係拍好多年拖至
結婚，做好晒準備功夫，
應該成功過佢老豆。阿
女又睇好凱特，話佢唔係
無知少女喎。我話夫妻相
處，最緊要互諒互讓先做
得人世，老公連隨搏命話
我。

最
近
參
加
過
幾
次
友
人

的
結
婚
紀
念
慶
祝
，
形
式
各

有
不
同
，
有
酒
會
或
晚
宴
，

也
有
在
教
會
中
舉
行
感
恩
聚
會

等
等
。最

難
忘
的
一
次
是
出
席

一
位
友
人
的
金
婚
宴
，
不
但

高
朋
滿
座
、
兒
孫
滿
堂
，
最

開
心
是
夫
婦
兩
人
都
身
心
壯

健
，
令
人
羨
慕
不
已
。

「
同
行
廿
五
載
感
恩
紀

念
」
是
最
近
收
到
的
一
張
請

帖
。
友
人
夫
婦
在
教
會
禮
堂

中
分
享
他
們
同
行
的
經
歷
，

非
常
感
人
。

兩
個
從
不
同
環
境
中
成

長
的
人
走
在
一
起
，
還
要
天

天
共
同
生
活
，
實
在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
。
無
論
夫
婦
兩

人
多
麼
恩
愛
，
也
不
可
能
完

全
沒
有
爭
拗
或
意
見
不
合
。

得
意
的
日
子
，
兩
人
同

行
當
然
歡
喜
快
樂
，
但
是
經

歷
失
意
、
重
病
或
患
難
的
時

刻
，
對
方
仍
然
不
離
不
棄
，

仍
然
在
旁
廝
守
，
如
果
不
是

愛
，
還
有
甚
麼
理
由
？

兩
人
任
何
一
方
只
顧
自

己
，
中
途
很
難
不
分
離
。
愛

是
包
容
、
寬
恕
和
忍
耐
，
只

有
這
樣
，
才
可
以
執
子
之
手
，

與
子
偕
老
。

愛老言老愛老言老
◆ 邱可珍

難得他鄉遇故知　開樽傾酒賣相思
誰能訴盡心中語　一解當前眼下悲
昔日也曾爭富貴　如今彷彿捉盤棋
曉風殘月江南路　明夜長亭又折枝

雲龕詩選雲龕詩選
◆ 張　艾

12
年
前
的

一
次
體
檢
，
家
庭

醫
生
很
認
真
的
跟
我
說
，
我
那
高
於
警

戒

的
膽
固
醇
，
已
回
到
可
接
受
水

平
，
她
好
奇
我
的
轉
變
，
我
便
肯
定
的

回
答
她
：
我
持
素
了
一
年
多
了
。

原
來
持
素
也
有
學
問
：
不
吃
肉

類
，
只
吃
瓜
菜
就
是
素
食
，
在
慨
念
上

是
正
確
的
，
但
在
均
衡
營

方
面
，
並

不
是
健
康
的
持
素
方
法
，
因
容
易
患
上

貧
血
。
老
伴
在
這
方
面
有
一
定
的
認

識
，
告
訴
我
健
康
食
物
內
應
有
的
基
本

原
素
是
維
生
素
、
澱
粉
質
、
炭
水
化
合

物
和
蛋
白
質
。

亦
有
非
持
素
者
對
我
說
：
持
素
人

很
容
易
患
貧
血
，
因
為
沒
有
從
肉
類
中

得
到B12

維
生
素
。
於
是
翻
查
科
學
文

獻
，
發
現
綠
藻（C

hlorella

）所
含
的

B12

，
連
肉
類
和
肝
臟
都
比
不
上
，
再

者
在
乳
酪
、
全
麥
、
糙
米
、
海
藻
、
大

豆
等
都
含B12

。
如
果
不
經
常
吃
海
藻
，

捨
白
米
而
改
吃
糙
米
，
也

有
足
夠
的B12

。
蔬
菜
的

蛋
白
質
含
量
可
達
百
分
之

三
十
，
豆
類
更
高
。
持

素
除
要
有
足
夠
的B12

，
還
要
有
足
夠

的
碘
質
，
海
鹽
中
含
量
最
豐
富
；
女
士

和
體
力
勞
動
者
，
要
多
攝
取
鐵
質
；
不

經
常
飲
牛
奶
和
曬
太
陽
的
人
需
要
補
充

維
他
命
D
…
…
。

人
體
需
要
養
份
，
持
素
者
又
怎
樣

才
吃
得
均
衡
呢
？
一
位
持
素
的
長
者
分

享
了
「
食
五
色
」
的
概
念
，
即
是
平
均

吃
取
紅
、
黃
、
綠
、
白
、
黑
五
種
顏
色

的
食
物
。
紅
有
紅
蘿
蔔
、
蕃
茄
等
；
黃

以
荳
制
品
為
主
；
綠
是
蔬
菜
；
白
則
白

米
、
麥
、
麵
包
；
黑
有
冬
菰
、
木
耳

等
。
經
常
根
據
這
「
食
五
色
」
方
程
式

再
加
上
吃
糙
米
，
相
信
已
能
攝
取
到
充

足
的
營
養
和
養
份
。

快
捷
求
方
便
，
是
都
市
人
的
壞
習

慣
，
以
前
很
多
長
者
都
依
靠
成
品
的
素

料
，
但
成
品
內
的
味
精
大
多
是
化
學
原

料
，
我
現
在
下

，
也
盡
量
減
少
使
用

成
品
素
料
了
。
食
得
健
康
，
吃
得
心
安
，

相
信
很
多
長
者
，
都
明
當
中
的
道
理
。

心理
學大師

佛洛依德說過，人生有三大
痛苦根源︰第一是天然災
害，第二是老病痛苦，第三
是人際衝突。身處香港這片
福地，沒甚麼天然災害，也
有良好的醫療系統，長者承
受最大的苦，莫過於是人與
人之間彼此造成的傷害。

每逢有大災難發生，
都會觸動人心的悲憫，產生
善意的同情，香港在這方面
的社會資本算是很豐厚，然
而一刻的同情，只會引發一
點的捐獻精神，很大程度是
自我的治療，讓心裡好過一
點，反映出一種遙距旁觀的
心態。

許是受到基督教信仰的
影響，我對人間的災難，總
有更深入而強烈的反應，感

到身受去分擔到「不知明天
是否還活著？」的天問，從
而反思到今日的生存意義與
生活態度，正所謂人生苦
短，不能再浪費時間去做些
沒有意義的事情。

每當香港人面對災難與
意外，引起生離死別的痛
苦，人們總愛說一句：「從
此學到珍惜」。

人生四季，各有定時，
踏進生命的晚景，應有更成
熟與穩重的思考，不必隨世
俗的觀念起舞，面對任何變
幻，都有著豁達與安然，認
定每一天都是生命的花紅，
總要珍惜，並以生命的餘暉
去溫暖蒼涼的世態。

佛洛依德說的三大苦
源，頭兩種都無法迴避，但
第三種不單可以避免，還可
以化苦難為祝福呢！

同心圓同心圓
◆ 李錦洪

清補涼清補涼
◆陸偉堅

人人都想有
個家，不論在生

時或離世後，總想有個「安樂窩」。可
是，要在香港達到這個目標，殊不簡單。

最近剛剛做了「上車一族」，買了
人生第一間屬於自己的樓房。事實上，
不單是我輩七、八、九十後為「上車」
苦惱，就連長者都憂心。

以前採訪過不少住在舊區的長
者，他們居住條件很差，天花滴水、
批盪剝落、出入要爬樓梯、治安欠佳
連保安員都無……雖然政府提供不同
維修資助計劃，奈何舊樓大多欠缺業

主法團，無人帶領改善環
境，長者能否從計劃中受
惠？實在不敢太樂觀。

這些住在「爛樓」的
長者，早已退休已再無工作的收入，
只能靠有限的積蓄及微薄的「生果金」
過活，「物業」反而成為他們的負擔。
有專業團體的調查發現，擁有物業、
但獨居又低收入的長者，有約七萬人
之多。

政府最近提出研究「逆按揭」計
劃，似乎想幫到這班老業主。他們可
選擇把物業抵押給銀行，在不用搬走
的前提下，一次過獲得金錢或每月提
取生活費，以改善經濟能力，提高生
活水準，就連樓宇維修開支亦有著落。

計劃原意是好，歐美、新加坡都

有推行，但香港的長者會參與嗎？傳
統中國人理財觀念保守，傾向子女繼
承物業；耗半生努力掙錢才「供完
樓」，卻要在年老時再「抵押」給別人，
換取金錢過活，未必每位長者都接受
到。

再加上「通脹」來勢洶洶，長者
或會擔心參與「逆按揭」計劃後，每月
領取的款項實際購買能力不升反跌，
未必足夠保障生活。況且樓價持續攀
升，長者愈遲抵押物業，可能換取到
更高的估值，甚至出售物業，得益更
為豐厚。

開展「逆按揭」計劃起碼令長者
多一個選擇；可惜，如果沒有足夠配
套加強長者的信心，計劃要順利推行，
恐怕仍是困難重重。

香港的
農地及養殖場

越見越少，土地越來越多變成樓
盤、別墅等。現時老友記食的大
部份蔬菜、肉類亦是從外地輸入，
大部份是來自內地。但是，近來
內地食品的安全問題陸續出現，
工業用染料、激素等等對人體有
害的物質，都有可能出現在內地
的食品裡，因此食品的來源及有
關當局的驗測極為重要。

在內地，為了食物的安全，
內地居民開始自己耕種蔬菜或是直
接聘用農夫為自己耕種。香港居
住的地方少，可以耕種的地方，
要自己種植農作物不是容易的事。
但各位老友記有沒有想到在香港細
少的家中，其實也可以試試種植

一些小植
物或蔬菜
來食用？

很多
小植物，如九層塔、蕃茄或辣椒
等，除了可以食用，亦可以觀賞，
而且它們是很容易種植的。近來
筆者亦開始在家中種植一些可以食
用的植物，如生菜、薄荷葉等等，
只要放在家中的露台上，適量給
予陽光它便會生長。

大家在開始種植時，可先購
買已經培養好的植物，只要好好
照顧如每一或數天澆水，定期施
肥便可。在學懂如何照顧植物後，
才嘗試從種籽開始培養成植物。
只要數天，便會發現小小的種籽
己發育出芽，那種喜悅的心情，
是難以形容的。種植小植物，除
了可以食用，亦可以怡情，真是
一物二用。各位老友記，從今天
起，嘗試開始種植吧！

語
言
來
自

生
活
，
沒
有
比
「
補
鑊
」、「
箍
煲
」、

「
磅
水
」
等
，
來
得
更
鮮
活
了
。
後

來
，
物
事
消
失
了
，
我
們
繼
續
說
，

語
言
成
了
習
慣
，
有
自
身
的
韌
力
。

語
言
其
實
是
一
條
時
光
隧
道
，

如
果
你
夠
敏
感
的
話
。「
補
鑊
」、「
箍

煲
」、「
磅
水
」，
是
匱
乏
年
代
的
記

號
。
因
為
匱
乏
，
破
損
了
的
東
西
不

會
動
輒
拋
棄
，
修
補
行
業
涵
蓋
衣
食

住
行
，
如
補
衣
、
補
鞋
、
補
鑊
、
補

煲
、
磨
剪
刀
、
修
理
木
桶
、
洗
衫
板
、

砧
板
等
。照片

中
人
叫
吳
源
，
香
港
末
代

補
煲
佬
。
多
年
前
，
特
地
拜
訪
過
他
，

隨
他
拿
著
「
架
餐
」
四
處
走
。
一
個
有

趣
的
老
伯
，
卡
片
、
工
作
包
、
制
服
，

一
手
包
辦
設
計
，
企
圖
以
現
代
包
裝

夕
陽
。
卡
片
上
，
左
邊
一
句
口
號
：

「
安
全
是
第
一
，
生
命
最
偉
大
！
」，

右
邊
一
句
口
號
：「
無
限
期
補
養
，

免
費
又
好
用
！
」
你
買
他

的
煲
，
他
給
你
終
身
補
養
。

只
是
，
煲
無
限
而
生
有
涯
。

後
來
，
聽
說
他
病
了
，
未

知
下
落
。
小
人
物
故
事
，

大
抵
都
是
省
略
號
。

現
在
，
是
用
完
即
棄
，
甚
至
是

未
用
已
丟
的
年
代─

─

即
食
麵
、
即

沖
湯
包
、
隱
形
眼
鏡
、
罐
頭
音
樂
、

罐
頭
愛
情
。
有
誰
還
願
意
花
錢
，
保

住
一
個
瓦
煲
的
「
終
身
美
麗
」？

兒時舊話兒時舊話
◆ 潘國靈

開心老字號開心老字號
◆ 李慧雅

餘暉無限好餘暉無限好
◆ 鄧駿暉

長者可能對附圖感
到不合邏輯兼怪異，畫
中人竟是無頭武士，此
乃是筆者近期水墨之作，
題為「山海朋友」，取材
於中國古藉『山海經』的
光怪陸離的神話人物、
怪獸、植物及情境。這
些神話的怪異人物和他
們的故事對我們現代人，
特別是我們一眾的松柏
長者來說，那是饒有意
思，「山海朋友」實有其
深層含意。

讓我以「刑天」的
故事來解說，那會令讀

者領會得具體一點。山
海經原文（第七篇海外西
經）如下：刑天與旁帝至
此爭神，帝斷其首，葬
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
目，以臍為口，操干戚
以舞。刑天乃炎帝之
臣，在與帝戰爭期間
被殺。雖然肉身已死、
頭顱被去，但刑天化為
超越死亡的神屍。他這
個活死人以乳為眼，肚
臍為口，戰鬥不止。

山海經神話最有趣
的地方就是那「打不死」
的意念。肉體雖然死
了，但換轉另一個形式
繼續生存及戰鬥下去。

這種永不言敗的鬥志
和永不放棄的精神，對
想幹一番事業的現代人
起重要的影響。對松
柏長者來說，這種鬥志
和精神可以令長者易於
接受衰老所帶來的障。
促使自己適應身體變化
的狀態，從而朝夕爭取
生命的樂趣和意義。

小時候，父母總愛
跟孩子訂下「規條」，不
得有誤：像早晨要說早
安，吃飯要先叫人，不
得飛象過河，食不言寢不
語，踫上鄰里親戚更要大
聲稱呼，都離不開不得貪
心，不得說謊，讀好書，
懂禮儀。

後來，父母年長
了，孩子長大了，父母

給孩子的「規條」愈來愈
少。可是，孩子發現，
他們倒想給父母訂下「規
條」，像當年父母對自己
的那樣，於是，孩子拿
起筆，寫了以下的一封便
條：

親愛的爸爸媽媽，
可否願意為孩子的我們做
以下事項？

1 小心飲食，多喝
開水，不要貪嘴。

2 正常一日三餐，
或少吃多餐。

3答應勿吃過於肥膩
食物，少肉多菜。

4 早睡早起，養成
健康睡眠習慣。

5 閒來多作步行運
動，多看林木，或到外
邊呼吸新鮮空氣。

6 保持心境平靜，
勿容易動怒。

7爸爸請多喝媽媽的
湯水，勿嫌棄媽媽的食物。

8媽媽請多理解爸爸
的心情，勿跟他嘮叨。

9 不要吵嘴，好些
你們吵嚷的事在孩子眼中
都是微不足道的事，犯不
著傷害大家感情。

1 0 孩子常常在
外，爸爸媽媽你們理應更
要相親相愛。

爸爸媽媽，請為我
們保重，相愛。

相交樂相交樂
◆ 文：阿　展

 圖：敏　怡

 

◆  

奕
　
琪

活著便精彩活著便精彩
◆ 黃勵強

獨
居
長
者
是
需
要
社

會
關
注
及
照
顧
的
族
群
，
社

福
界
透
過
不
同
的
護
老
服

務
，
為
能
可
幫
助
他
們
再
次

投
入
群
體
生
活
，
從
而
獲
得

較
好
的
生
活
素
質
。
對
於
一

些
行
動
不
便
及
患
上
長
期

疾
病
的
獨
居
長
者
，
除
了

提
供
一
些
到
戶
服
務
外
，

定
時
家
訪
和
電
話
慰
問
，

同
樣
令
他
們
感
受
別
人
的

關
心
和
鼓
勵
。

最
令
長
者
服
務
機

構
感
到
辣
手
的
問
題
，
就

是
尋
找
和
為
一
些
隱
蔽
獨

居
長
者
提
供
適
切
服
務
。

這
些
隱
蔽
獨
居
長
者
遠
離

人
群
，
性
格
相
對
比
較
孤

癖
，
對
世
事
不
聞
不
問
，

與
社
會
脫
了
節
，
他
們
縱
使

生
活
出
現
困
難
、
身
體
患
病

需
要
醫
理
，
既
不
覺
也
不
願

接
受
社
會
援
助
；
又
有
一
些

隱
蔽
獨
居
長
者
，
卻
是
不
知

求
助
途
徑
，
而
令
自
己
陷
入

困
境
！由

於
社
福
界
亦
無
從

得
知
他
們
的
所
在
，
只
好
不

斷
以
街
頭
免
費
量
血
壓
的
身

體
檢
查
方
法
，
以
作
為
接
觸

他
們
的
途
徑
。
「
隱
者
」

們
，
可
知
道
大
家
急
欲
訪
尋

你
們
嗎
？
如
果
你
們
見
到
這

則
尋
人
啟
事
，
請
主
動
現
身

吧
。
若
大
家
認
識
他
們
正
處

於
困
頓
無
助
，
你
可
向
有
關

社
福
機
構
「
舉
報
」
嗎
？

大耆積大耆積
◆ 王浩鈞

珍嬸月記珍嬸月記
◆ 珍　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