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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長
女

八
十
高
齡
的
家
姑
，
體
態
硬

朗
，
步
履
輕
盈
，
聲
調
沉
實
，

中
氣
十
足
。
她
是
個
久
經
世

故
的
老
實
人
，
十
分
健
談
。

養
育
九
名
子
女
成
材
真
不
容

易
。
現
在
安
享
晚
年
，
兒
孫

滿
堂
，
是
畢
生
辛
勞
的
代
價
。

近
年
，
寡
居
的
她
，

到
台
灣
跟
我
長
女
一
家
同

住
，
得
兒
媳
的
悉
心
照
顧
，

並
加
入
了
當
地
的
基
督
教

會
。
我
長
女
指
引
她
讀
聖
經

聽
道
理
，
讓
她
老
人
家
在
孤

寂
中
，
心
靈
有
所
寄
托
。
唯

一
不
便
的
是
上
教
堂
時
，
她

聽
不
懂
國

語
，
缺
少

了
與
教
友

的
互
動
。

其
實
，

崇
拜
主
是
沒
有
國
界
、
種

族
、
族
群
之
分
，
唯
一
的
信

念
就
在
方
寸
之
地（
心
中
），

不
論
何
人
都
是
用
自
己
的
心

語
向
主
禱
告
，
意
誠
則
通
。

全
世
界
千
千
萬
萬
的
基
督

徒
，
都
是
尊
奉
同
一
本
聖

經
，
雖
然
有
各
國
不
同
的
文

字
譯
本
，
但
其
內
容
是
一
致

的
。

說
到
播
道
傳
教
的
成

功
，
所
有
傳
道
人
是
功
不
可

沒
的
。
世
界
各
地
都
有
不
少

終
身
奉
獻
的
傳
道
人
，
傳
道

的
目
的
在
拯
救
世
人
的
心

靈
，
讓
人
們
有
屬
靈
的
生

活
，
不
論
他
們
是
貧
、
富
、

貴
、
賤
、
聾
、
啞
、
瞶
或
文

盲
。

近
期
「
松
柏
之
聲
」
的

頭
條
：
情
歸
信
仰
，
安
渡
晚

年
。
令
我
心
有
共
鳴
。

作
者
的
意
念
對
長
者
皆

有
所
啟
發
：（
一
）長
者
內
心

的
需
要
（
一
旦
老
了
，
沒
事

做
，
靜
下
來
便
胡
思
亂
想
）

　
（
二
）不
快
樂
源
頭（
源
自

把
自
己
關
起
來
）　
（
三
）信

仰
助
學
習
轉
念
。　
（
四
）
信

仰
令
人
感
恩
謙
卑（
令
老
人
家

散
發
一
種
氣
質
）。　
（
五
）心

存
善
念
放
開
懷
抱（
甚
麼
宗
教

也
不
重
要
，
只
要
心
神
不

定
，
徬
徨
失
措
時
，
唸
一
句

「
神
保
佑
你
」
或
「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
這
已
經
很
足
夠

了
）。

若
干
長
者
會
出
現

失
聰
的
情
況
，
即
是
說
，

他
們
聽
不
清
楚
或
聽
不
完

全
對
方
的
說
話
。

失
聰
，
俗
稱
耳
聾
，

是
生
理
退
化
的
一
種
現
象

（
因
患
病
引
致
的
不
算
），

在
長
者
群
中
並
不
罕
見
，

分
別
只
是
損
壞
程
度
多

大
，
是
輕
微
還
是
嚴
重
。

配
戴
助
聽
器
，
可

以
恢
復
部
份
聽
力
。

助
聽
器
種
類
很

多
，
價
錢
也
各
有
不
同
。

一
般
來
說
，
價
貴
的
效

果
好
些
。助

聽
器
使
用
了
一

段
時
間
後
便
需
要
更
換
。

因
此
，
用
者
的
負
擔
實

在
不
輕
。有

些
失
聽
的
長
者

表
示
：
既
然
不
用
上
班
，

失
聽
也
就
沒
甚
大
不
了
。

他
們
甚
至
笑
說
：
現
在

給
人
罵
也
不
要
緊
，
因

為
聽
不
見
。
還
有
，
少

聽
點
是
非
，
耳
根
清
靜
。

他
們
又
說
，
聽
不

到
別
人
說
話
。
並
不
表

示
完
全
不
能
和
人
溝
通
，

因
為
溝
通
的
方
法
很
多
，

利
用
手
勢
或
表
情
也
可
以

達
到
目
的
。

不
過
，
話
得
說
回

來
，
能
聆
聽
的
時
候
，

還
是
多
點
留
心
聽
別
人

的
心
聲
，
尤
其
至
親
好

友
，
否
則
有
天
想
聆
聽

也
恐
怕

沒
有
機

會
。

老有所思老有所思
◆ 黃翠雲

愛老言老愛老言老
◆ 邱可珍

退
休
一
年
半
，
生

活
起
了
很
大
變
化
。

為
家
庭
、
為
生

意
，
過
了
近
四
十
年
困

身
的
日
子
，
忽
然
可
以

自
由
，
可
以
無
所
事
事
，

竟
有
點
手
足
無
措
。
幸

而
很
快
便
安
排
了
做
義

工
、
做
運
動
、
學
電
腦
、

旅
行
、
幫
孫
女
補

習
…
…
等
等
，
日
子
頓

然
又
充
實
又
開
心
！

閒
來
無
事
，
想
起

當
年
生
第
一
胎
時
，
早

上
九
時
作
動
，
入
住
公

立
醫
院
，
折
騰
到
晚
上

才
把
那
八
磅
重
女
娃
生

下
，
那
時
是
不
輕
易
開

刀
的
。
住
院
三
天
，
用

了
十
四
元
，
抵
消
了
所

有
的
痛
。

兩
年
半
後
，
在
同

一
間
醫
院
生
第
二
胎
。

那
天
還
加
班
工
作
，
晚

飯
後
看
罷
：
歡
樂
今
宵

再
會
，
各
位
…
…
；
上

床
還
未
入
睡
便
作
動
，

三
小
時
後
生
了
。
住
院

兩
天
，
費
用
七
元
。
當

年
我
廿
四
歲
，
全
世
界

都
反
對
我
做
結
紮
手
術
。

十
年
後
，
奇
妙
因

緣
，
懷
第
三
胎
。
由
於

經
濟
條
件
好
了
點
，
入

住
私
家
醫
院
，
產
下
八

磅
多
重
的
兒
子
，
費
用

八
千
多
元
。
一
年
半
後
，

在
同
一
間
私
院
，
生
了

孻
女
，
連
結
紮
手
術
，

盛
惠
萬
多
元
。

那
個
年
代
，
不
論

公
院
、
私
院
，
都
入
院

順
利
，
收
費
合
理
，
更

沒
有
兩
地
產
婦
爭
床
位
。

那
個
年
代
，

嬰
兒
多
吃
母
乳
，

買
奶
粉
放
心
方

便
，
也
沒
有
毒
奶

粉
事
件
。那

個
年
代
，
教
出

許
多
努
力
向
上
的
下
一

代
；
今
天
卻
孕
育
了
幾

許
虛
擬
迷
失
的
青
年
人
。

本
來
，
天
災
已
不

少
：
海
嘯
、
地
震
、
暴

雨
、
乾
旱
等
，
人
類
更

破
壞
大
自
然
，
使
地
球

暖
化
，
釀
成
更
多
的
天

災
。
人
禍
：
戰
亂
、
經

濟
危
機
、
變
種
病
毒
、

黑
心
食
物
、
核
能
危
機
、

基
因
問
題
…
…
等
等
，

能
不
使
人
憂
慮
恐
懼

乎
？

我
在
想
：
如
在
今

天
，
我
會
生
四
胎
嗎
？

答
案
是
：
一
定
不

會
！

太
危
險
了
，
太
大

壓
力
了
。

且
，
我
沒

有
千
六
萬
！

清補涼清補涼
◆黎海姬

曾有
一個傳道
人說過一

句戲謔人生的說話：「當我們慶
祝嬰兒的誕生，其實同時也啟動
了慶祝他們的死亡。」這句黑色
幽默的說話充滿哀傷，但這也是
頗真實。有寫作人（竹林《美麗
永恆》）說過：「一個人自出生那
一天起，就好像搭上一列火車，
朝死亡的終點開去。沿途的風
景再美也帶不走甚。」

憶及年青時與太太到歐洲自
由行時，我們買的是一個月的無
限次旅游票，由搭車的第一天開
始計至月底便完結。故此，必須
計劃週詳好讓自已善用車票、及
珍惜時間，爭取見識多一些國家
風光特色的機會。倘若人生真如
旅行列車一樣，我們更要抓緊

生存的時間去享受及品味我們的
豐盛人生旅程。

筆者也是長者，我也曾問
自已：「庸碌了大半輩子而且年
過六十，現在才抓緊時間去享受
及品味豐盛人生，是否也太遲
了？」答案是，這要看你找尋怎
樣的豐盛人生；是億萬家財

「超人」式的人生，抑或身心安
泰樂也融融「快樂人」的人
生？如果由零開始，筆者
認為，追求前者的人生，
則似乎是困難及遲了一些；
至於追求後者的人生，則較
鬆容及不逼。問題在於是否
肯取機會，以及珍惜人生
有限的光陰去解問題。

我有一個年近七十的
親戚，他長期與老伴不和、
脾氣暴躁、與兒女的關係極

差。他長期鬱鬱寡歡，每一次
有人關心他的時候，他都會這樣
說：「過節太多，一切都太遲了，
我們都不會改變自已……。」其
實，解方法也包含在這句說話
的反方向去想。他應該這樣說：

「一切都不太遲，祇要我們肯忘
記以往的過節，改變自己、互相
遷就，珍惜有限的光陰，讓我們
一起爭取做一個身心安泰樂也融
融的快樂人……。」筆者與各松
柏長者共勉。

活著便精彩活著便精彩
◆ 黃勵強

財政預算案宣佈「派
錢」，每人6000元，如何派
發？政府早前終於宣佈方
案，長者獲安排最先登記，
老友記，記住「8．28」這個
日子吧！

6000 元該如何花？各
人想法也不同，不少朋友說
要第一時間花掉，「始終花
了的錢才屬於自己」。作為
長者的你，可有想過如何好
好籌劃使用此筆錢？若

然，隨意花掉，最終得益的
只會是商人。

6000 元對一些生活條
件較富裕的人來說，只是一
個小數目；但對於某些長者
而言，這 6000 元卻是非常
重要。他們生活沒有依靠，
這 6000 元「慢慢搣」，可能
能捱上好幾個月。有商界人
士承諾將 6000 元捐出來；
亦有人在互聯網發起，將這
筆「橫彩」用於幫助身邊有
需要的人。

但大家有否真正想過，
「派錢」究竟是好是壞？網
上看到一個網誌，作者這樣
寫道：「市民喜歡 cash 不愛
MPF。市民喜歡先使未來
錢，不愛積穀防饑。我們需
要一個有勇氣向市民說不的
政府。」

究竟政府派錢能派多
久？每次派幾多才夠？身邊
有人早就大聲疾呼：「下次
我一定要政府派多過 6000
蚊，否則我會抗議的！」這
是甚麼的道理？難道「派錢」
猶如「派利是」？一定要每
年一次？

現今福利或教育政策，
似乎都是「頭痛醫頭，腳痛

醫腳」，預算案提出將長者
醫療券金額增加至每年 500
元，增加 1500 個改善家居
照顧名額和 200 個長者日間
照顧名額……；這些措施究
竟是否能滿足到長者的需
要？在人口老齡化的社會，
政府是否應該將資源用於解
決問題？又或者未雨籌謀，
為日後做好準備？

這種「開庫」式措施，
的確為政府帶來短暫掌聲，
但我認為政府更應利用這些
資源，處理社會問題。幾
百億元公帑，如果花於老人
或兒童福利、教育之上，應
該幫到很多人，帶來的社會
效益更實際、更長遠。

餘暉無限好餘暉無限好
◆ 鄧駿暉

 

◆  

奕
　
琪

政府為了紓解民困，
將會每人派發 $6000 給各
位香港巿民。由八月開
始，合資格的人士可以按
出生年齡作出登記，最快
會在今年11月發放款項。
這筆款項等於了老友記的
六個月高齡津貼，你有否
想過如何使用這筆突如其
來的款項呢？

對於部份老友記來
說，這筆款項可能可以幫
助他們解決燃眉之急，讓
生活暫時過得好一點，亦
可以幫助減少生活上的負
擔如租金、醫療及糧食等
等。但過後及長遠來說，
這些老友記可能亦要節衣
縮食來維持生活的水平。

這筆款項，對於某部

份的老友記來說可能只是
另一種的額外津貼，不會
影響或改善他們的生活，
因為他們的家人已經無微
不至的照顧他們。如果你
是這樣，便恭喜你們，因
為你們的生活已經充滿了
愛。但你有否想過可以將
這愛轉發及別人？

有很多不同的慈善機
構亦呼籲港人可以將這
六千元的款項捐贈予有需
要的人，這些機構會為有
需要人士提供食物、照
顧、服務等等，讓有需要
的人士在生活上可以得到
幫助，如學童可以獲得他
們需要的學習功具、? 有
溫飽的老友記可以獲得豐
富的晚餐等等。希望大家
可以想想施予他人，讓大
家可以一起分享這些愛。

民
間

藝
術
，
沒

了
江
湖
跑
，
生
命
便
完
了
。

所
謂
江
湖
，
就
是
街

道
，
哪
裡
旺
場
，
往
哪
裡

跑
。
江
湖
是
要
跑
出
來
的
，

不
是
一
個
被
規
劃
的
藝（
偽
）

墟
。

但
我
們
的
政
府
不
把

江
湖
賣
藝
者
當
藝
術
家
，
它

把
他
們
當
小
販
，
而
我
們
的

政
府
又
患
了
小
販
驚
恐
症
。

於
是
，
很
多
非
常
有

趣
的
東
西
，
如
麵
塑（
內
地

又
叫
「
江
麵
人
」、「
江
米

人
」
，
香
港
叫
「
麵
粉
公

仔
」）、
草
蜢
編
織
、
連
環

套
、
中
國
繩
結
、
民
間
剪
刻

等
，
都
消
聲
匿
跡
了
。

於
是
，
外
國
大
城
市

即
興
的
街
頭
藝
術
表
演
，
香

港
幾
乎
是
沒
有
的
。

這
叫
「
動
感
之
都
」，

這
叫
弘
揚
中
國
文
化（
九
七

後
經
常
說
的
），
幾
成
反
諷
。

偶
爾
在
街
角
看
到
老

人
擺
賣
麵
粉

公
仔
，
但
手

工
很
差
，
買

不
下
手
，
怕

麵
粉
公
仔
一

回
到
家
，
就

溶
化
成
麵
粉

了
。

真
正
的
民
間
藝
術
師

傅
買
少
見
少
。
照
片
中
那
一

個
，
叫
傅
鷺
陽
，
將
民
間
藝

術
轉
型
為
綜
合
表
演
藝
術
，

以
保
存
民
間
藝
術
的
生
存
空

間
。
至
今
仍
記
得
他
那
句

話
：「
人
手
創
造
可
以
發
揮

純
手
感
和
敘
述
性
。
」
是

的
，
麵
塑
本
是
一
個
表
演
過

程
，
不
是
一
個
個
穿
在
竹
籤

中
的
製
成
品
。
他
贈
我
的
那

條
龍
，
我
在
家
中
放
了
很

久
，
在
溶
化
、
龜
裂
之
前
。

開心老字號開心老字號
◆ 李慧雅

兒時舊話兒時舊話
◆ 潘國靈

年
輕
時
不
喜
歡
吃
苦
瓜
，
覺

得
很
苦
澀
，
難
入
口
。
近
幾
年
開

始
，
突
然
喜
歡
吃
起
苦
瓜
來
，
熱
吃

涼
拌
都
喜
歡
，
覺
得
很
好
吃
，
味
道

很
甘
美
。
對
於
這
個
轉
變
，
老
妻
有

以
下
個
人
見
解
：「
年
紀
大
，
舌
頭

上
的
味
蕾
遲
鈍
了
，
苦
瓜
的
苦
澀
味

因
而
相
應
減
少

了
而
已
。
」，
另

一
個
老
友
就

說
：「
今
時
今
日

所
有
蔬
菜
種
植

都
全
變
了
種
，

苦
瓜
哪
有
舊
日

的
甘
香
。
」
。

無
論
這
兩

個
說
法
哪
個
才

是
真
正
原
因
，

其
實
一
點
也
不

影
響
我
吃
苦
瓜
的
樂
趣
。
人
老
了
，

不
論
是
自
身
的
轉
變
還
是
外
在
的
轉

變
，
均
是
必
然
之
事
。
能
夠
放
開
心

懷
，
順
應
內
外
的
轉
變
，
調
整
身
心

以
適
應
各
種
的
轉
變
，
繼
續
享
受
生

命
帶
來
的
樂
趣
和
無
限
的
驚
喜
，
就

是
最
聰
明
最
快
樂
的
生
活
態
度
。

大耆積大耆積
◆ 王浩鈞

年歲是
否一個人的
必然指標？
我們常說，

都多少歲了，該懂得做該歲數懂做
的事，看似理所當然，其實不然。

方太方任利莎跟我亦師亦
友，儘管見面不多，可每次跟她見
面，我尤其珍惜，面對像她這樣的
智慧女子，我樂得細心聆聽，從中
學習。

她曾經說過一番話，令我記
憶猶深，也一語道破生命裡的荒謬
性。她說：「我們每次到達某個年

歲，都是剛剛開始學習，比方說
三十歲吧！倘若我未曾經歷三十
歲，何以懂得？管其他人怎樣說，
我們只得一次四十歲、五十歲、
六十歲，要知道每次步進某個年
歲，才開始了解一點點。」

說話裡除了看到她那種對世
情的通達歷練，也道出了人性謙卑
── 姑勿論我們在那個的年歲，
還在生命的課堂學習。

另一位是潘姐姐潘迪華，她
也曾說：「七十歲，才是我人生的
開始。」七十歲前的潘姐姐當然早
開始了人生，而且相當燦爛；只

是，她要說的，是七十歲後的她
更懂得生命；而且，更要懂得生
命，快樂地上路──學習，吸收，
分享。

年齡不該是一個人的擔子，
而是要懂得跟它相處，慢慢，我們
都樂於跟自己的年歲並存，甚至更
懂得欣賞，珍惜。

因為懂得，
所以慈悲。
對年歲，
對人情世
態，也如
是。

相交樂相交樂
◆ 文：阿　展

 圖：敏　怡

正史陳壽的《三國
誌》筆下的蜀國大將關
羽，不過是個剛愎自用
的莽將，然而在章回小
說《三國演義》的妙筆鋪
排下，卻將關羽化成桃
園三結義，忠義兩成全
的正面形象，相傳之下，
更成為民間造神運動的
主角，關二哥形象深入
民心，特別在香港開埠
初期，精神文明虛脫之
下，其神聖形象更加彰
顯。

香港導演最具創新
意念，中港合製的電影

《關雲長》更發揮了重塑
古人新畫象的功夫，也
為關公的忠義賦予時代
意識。

中國人就是嚮往英

雄，所以黑白兩道，皆
崇關公，十分膜拜英雄
氣慨忠義精神，儘管最
後這個英雄也是悲劇收
場。談到忠義兩字，更
是人心嚮往所在，然而
在現實中卻不易尋，只
好透過小說與電影去滿
足心靈的想望。

人到晚年，一切應
該看得通透豁達，人際
關係，更臻圓熟，青春
年少的幼稚，人到中年
的怒火，都應隨歲月而
成熟，去蕪存菁，活得
更自在瀟灑。「忠 」與

「義」都是優質的生命情
操，能夠忠於自己，對
人有情有義，豈不快哉，
在唯利是圖的社會，長
者們更當活出不一樣的
人生境界，毋須神化自
己，卻是活得真實。

同心圓同心圓
◆ 李錦洪

爺爺對小
明說：「讀歷史科時，你為甚
只拿著鏡子，連書本都沒有

拿出來，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小明答道：「因為老師經常對
我說，歷史就如一面鏡子。

爺孫情爺孫情
◆ 老　叟

都唔
記得由
幾時開

始成日聽見政府宣佈乜
乜食物有乜問題
叫市民唔好食。

呢兩個月先先係歐
洲話生菜有超毒
大腸桿菌，又話食完會
血尿咁交關。

然後就輪到台灣
食物出事，一陣間話
飲品有乜塑化劑，跟
住唔止果汁、連烏龍茶
啦、乳酸啦、即食麵啦、

方塊酥啦，重有係標
榜健康食品添，全部都
有呢 DEHP，個化學
名好難記，乜苯乜
酸。唉，唔覺意食就
真係呻笨兼心酸咯！

皆因呢係唔應該
放食物裏面，又話壞
肝，又話壞腎，又話致
癌。雖然政府猛話含量
少少，食唔怕，但係
長年累月真係唔知食埋
食埋積埋有幾多嘛，
幾十年之後就咯。唔
怪得架愈來愈多人肝

病腎病生癌啦。
所以阿媽教落係

，最有益就係新鮮
同天然食物。想飲果
汁就自己搾，想飲茶就
自己沖，唔好買埋樽
裝飲品，一半係化學，
冇真材實料重分分鐘
食壞人。

記得以前三毛寫過
篇文話世界愈來愈虛偽
好似塑膠世界唔得自然，
我諗佢勢估唔到人心不
古，化學入侵食物世
界，唔單止周圍都係塑
膠，連食落肚都要變
埋塑膠添，都係要食少
包裝同加工食物至得。

珍嬸月記珍嬸月記
◆ 珍　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