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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趟
日 本 之

旅最期待的行程，可說是富
士山。它是日本的標誌，亦
令日本人引以為傲。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六月正式决定，將富士山列
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富士
山是日本人的「聖山」，有
調查訪問六百名東京居民，
三分二人說會因為在房間見
到富士山感到高興，富士山
竟是樓房增值的原因！

之前提過在東京坐 JR

是多麼「複雜」，結果這天
我們趕不上車，兜兜轉轉下
抵達「河口湖站」，已經近
中午了。

河口湖是「富士五湖」
之一，南邊就是富士山，它
是五湖中看到富士山最大的
一個，亦是遊人熱門駐足的
地方。

初春的富士山，天氣
竟比我們預期的熱得多，大
家急忙脫下大衣，走進車站
對面的「不動茶屋」，準備
大快朵頤。

茶屋是木造建築，
店內很大，分為椅子席與
榻榻米席，早已迫滿了客
人，我們選了榻榻米席，

每人點了一客有名的烏冬。
熱 騰 騰 的 烏 冬 送 來

了！服務員將烏冬放在鐵架
上，扁平的烏冬加上蔬菜及
味噌煮成的熱湯，雖然材料
都是蔬菜︰大白菜、菇類、
南瓜…… 但大家都有點擔
心，因為真的很大鍋，我們
剛剛才在 JR 上吃了便當做
早餐呢！

烏冬味道很好，但給
我感覺更深的是這頓午餐的
鄉土味，雖然茶屋是打正旗
號做遊客生意，但不論裝

潢、佈置、食材都沒有太
多商業味道，客人入到茶
屋，大都不話二說點了烏
冬，不像城市的購物點或遊
樂場，要左思右想怎樣享
受、怎樣玩樂，在茶屋的樂
趣是自然，不感覺造作。

我們沒有太多行程要
趕，索性慢慢享受這鍋烏
冬，但實在太多了，大家吃
到肚子都撐起，都沒法把烏
冬全吃下肚。（有機會來到
的朋友，不妨兩個人吃一
鍋，不會浪費之餘亦不會吃
壞肚子！ ）

填飽了肚子，我們坐
上觀光巴士，向這座「聖山」
進發。

餘暉無限好餘暉無限好
◆ 鄧駿暉

看到這
幅相片，
是尖沙咀

海旁的鐘樓。有幾多個世
紀，它已矗立在這裡？還有
幾多個世紀，它會屹立不倒
呢？

 這尖沙咀的鐘樓，前
身是尖沙咀火車站，是五、
六十年代通往中國大陸的主
要路軌。曾幾何時，這裡每
天都上演著接送往返的片
段。多少離合聚會的情景，
雖云瑣碎，卻也令人增添

無限唏噓。
那時的中國大陸，經

濟發展還是落後，物資缺
乏，人口又不斷增加，居民
每每都要靠香港的親朋戚友
接濟。我家的婆婆和傭人，
每隔兩三個月便要將儲下來
的舊衣物、米、油糧等物
品，送回大陸同胞。她們只
用一條竹擔挑，便能左右兩
邊肩膊，抬起兩大龐然巨
袋，搬回家鄉。那時小小的
我，實在不解，只有張口讚
嘆：婆婆真的力大無窮呀！

如今回想起來，明白
到愛的力量足以抵萬
斤呢！

說回這個屹立
不倒的鐘樓，是前人
遺留下來的文化遺
產。它每天都望著浩
瀚大海，看著尖沙咀
碼頭渡輪上不停上落
的乘客，從晨早至午夜，聚
散有序的、重複又重複的，
它會覺得厭倦嗎？它會無聲
的抗議嗎？

如今，婆婆已逝，傭

人也永遠離開了，尖沙咀火
車站亦早已搬了往紅磡。而
這鐘樓猶在，是保留者刻意
喚回那已褪色的、難忘的回
憶吧！

做個做個
受歡迎的人受歡迎的人

◆ 黃美嫦

「
大
上
有
立
德
，
其

次
有
立
功
，
其
次
有
立
言
，

雖
久
不
廢
，
此
之
謂
不

朽
。
」《
左
傳
．
襄
公

二
十
四
年
》

左
傳
提
出
「
立
德
、

立
功
、 

立
言
」
的
最
高
境
界

是
「
立
德
」
。
意
思
是
凡
是

品
德
完
備
、
做
人
成
功
的
，

做
事
、
做
學
問
則
水
到
渠

成
、
自
然
而
然
通
達
。 

品

德
上
的
完
備
是
個
人
應
追
求

最
基
本
的
。
做
事
、
做
學

問
只
是
為
人
品
德
的
一
種
外

在
表
現
。
我
們
看
《
史
記
》

中
的
「
本
紀
」、「
世
家
」、

「
傳
」，
其
三
者
一
般
是
指

帝
王
「
本
紀
」、
諸
侯
「
世

家
」、
名
人
「
列
傳
」
。
但

是
，
卻
看
到
《
孔
子
世

家
》、《
仲
尼
弟
子
列
傳
》

的
部
分
，
把
孔
子
列
入
世

家
部
分
，

把
孔
子
弟

子
們
列
入

傳
的
部

分
。
這
是

因
為
「
孔

子
布
衣
，
傳
十
餘
世
，
自

天
子
以
至
庶 

人
論
劉
藝
折

中
于
夫
子
，
可
謂
至
聖

矣
」
。
孔
子
首
先
有
的
就

是
這
種
為
師
的
品
德
。
然

後
其
弟
子
才
集
孔
丘
言
做

《
論
語
》。
而
非
先
有
孔
丘

做
《
論
語
》
而
有
「
至
聖
」

稱
呼
。孔

子
就
是
做
到
了

「
立
德
」，「
創
制
垂
法
，
博

施
濟
眾
，
聖
德
立
于
上
代
，

惠
澤
被
於
無
窮
」；
在
「
立

德
」
的
基
礎
上
「
拯
厄
除

難
，
功
濟
于
時
」，
而
且

「
言
得
其
要
，
理
足
可
傳
，

其
身
既
沒
，
其
言
尚
存
」
。

一
味
的
為
了
做
事
、
做
學

問
，
追
名
利
的
、
啃
書
本

的
則
很
難
得
到
好
評
。
學

會
做
人
是
最
基
本
的
，
也

是
最
高
境
界
。
學
會
做
人
，

首
先
，
「
對
群
眾
有
恩

德
」；
其
次
，「
對
群
眾
有

功
勞
」；
再
次
，「
言
論
對

後
人
有
益
」
。
這
都
圍
繞

著
「
人
」
這
一
主
題
，
也
就

是
現
今
所
言
的
「
以
人
為

本
」
的
思
想
。
古
人
通
過

學
會
做
人
，
首
先
是
個
體

學
會
做
人
，
其
次
是
整
個

社
會
的
民
本
思
想
，
而
達

到
「
不
朽
」
境
界
。

而
我
們
作
為
前
輩
，

若
要
樹
人
先
要
樹
「
仁
」，

就
是
首
先
應
該
開
啟
人
為
人

的
心
境
，
然
後
才
能
談
做

事
情
、
做
學
問
。
當
然
在

做
事
情
、
做
學
問
的
過
程

中
也
可
以
慢
慢
等
待
個
人
為

人
心
經
的
改
變
，
但
是
必

須
有
一
個
「
引
導
者
」
。

「
教
導
育
人
」，「
育
人
」
最

重
要
。
如
果
一
味
的
教
，

教
死
規
條
，
那
麼
人
估
計

也
沒
什
麼
興
趣
學
習
了
。

開
啟
人
為
人
心
境
的
做
法
就

是
感
悟
，
讓
人
開
始
感
悟
，

在
積
累
的
過
程
中
，
發
現
，

發
問
，
改
變
自
己
。

三味書屋三味書屋
◆ 岑家雄

老年憂鬱是老人醫學
一個重要的課題，非我輩
常識份子所能掌握和醫
治，然而每個人都有變老
的過程，源於我對幸福人
生的理解，儘量把不幸
福，不快樂的東西移走，
不給它們留地步，幸福感
自然會滋長萌生。同樣把
一些不必要的憂慮，不能
解的難題，不可轉的現
實…… 遠離所有負面的東
西，就不容易陷於憂鬱的
網羅了。

究竟老人所承受的憂
鬱原因（Why）何在並不重
要，關鍵在於如何 （How）
勇敢而誠實地面對，包

括求教朋友和求助醫生，
總要將之消滅於萌牙狀態。

憂鬱仿如散播的病
毒，可以在生命中快速蔓
延，影響自己也危及他
人，如果家有一老陷入憂
鬱情況，整個家庭都受苦。

樂觀進取，豁達自如
都是解脫憂鬱的性情，又
或寄情山水、藝術、音
樂，在信仰中尋獲人生的
真諦，都是可以依循的大
路。

提升生命的品質，建
立自己的形象，發掘支持
的系統，都是老人學的必
修科，記住，別讓自己陷
入憂鬱的網羅，它會把人
吸進難以自拔的深淵。

近
廿
年
來
，

香
港
也
漸
漸
追
隨

世
界
城
市
對
無
障

城
市
的
概
念
，
在

大
型
的
公
共
設

施
，
將
輔
座
殘
障

人
士
的
設
施
列
入

建
築
範
圍
之
內
，

這
些
設
施
對
身
體

不
方
便
的
人
士
是

個
福
音
，
以
前
沒

有
這
些
設
施
，
這

些
人
士
只
好
獃
在

家
裡
，
甚
麼
地
方

都
不
能
去
。
尤
其

是
行
動
不
方
便
的

長
者
，
更

是
在
家
裡
悶

得
發
慌
。

這
當
然
對
身

心
都
有
負
面

的
影
響
，

及
令
人
的
生

活
素
質
下

降
。

慶
幸
無

障
城
市
的
概

念
日
趨
成

熟
，
時
至
今
日
，

每
個
周
末
或
過
時

過
節
，
家
人
都
可

以
用
輪
椅
接
載
行

動
不
方
便
的
長
者

出
來
活
動
一
下
，

喝
喝
早
茶
、
逛
逛

商
場
、
和
老
朋
友

聚
聚
頭
，
令
生
活

由
一
池
死
水
再
次

重
新
流
動
，
為
生

活
添
滿
樂
趣
。

「
跨
境
」
這
個
名

詞
，
對
部
份
港
人
和
住

在
內
地
的
人
都
耳
熟
能

詳
，
根
本
就
是
他
們
生

活
的
一
部
份
。
只
要
看
看

每
天
那
麼
多
的
兒
童
從
深

圳
長
途
跋
涉
的
來
香
港
北

區
上
學
，
就
可
知
連
小
孩

子
也
明
白
跨
境
是
甚
麼
一

回
事
。跨

境
辛
苦
嗎
？
當

然
是
，
尤
其
對
幼
童
來
說
。

朋
友
中
有
些
每
天
要

到
深
圳
工
作
，
晚
上
才
回

港
；
有
些
坐
巴
士
或
火

車
，
有
些
自
己
駕
車
，
各

適
其
適
。
相
反
亦
然
，
深

圳
的
同
胞
來
香
港
上
班
，

晚
上
才
回
去
。

有
些
人
覺
得
每
天
這

樣
來
回
很
費
時
，
決
定
每

週
才
回
港
一
次
，
於
是
在

深
圳
租
住
房
子
。
沒
有
兒

女
而
妻
子
又
不
用
工
作
的

便
陪
同
丈
夫
住
在
深
圳
，

每
兩
個
星
期
或
一
個
月
才

回
港
一
次
，
對
於
年
邁
的

父
母
便
疏
於
照
顧
。

近
年
，
一
些
社
福

機
構
不
斷
開
展
服
務
予
跨

境
工
作
及
由
跨
境
婚
姻
所

組
成
的
家
庭
。
丈
夫
在
香

港
，
妻
子
和
子
女
卻
在
國

內
，
出
現
家
庭
問
題
一
點

不
稀
奇
。
即
使
妻
子
及
子

女
來
港
定
居
，
單
是
適
應

不
同
文
化
和
生
活
方
式
已

是
問
題
。
如
何
解
決
？

大耆積大耆積
◆ 王浩鈞

從
活
生
生
的
圍
城
到

冷
冰
冰
的
公
園
，
期
間
，

只
需
要
推
土
機
和
大
鐵
鎚
。

見
證
過
清
朝
人
的
辮

子
，
熬
得
過
英
國
殖
民
拓

展
、
日
軍
侵
佔
，
卻
過
渡

不
了
，
九
七
回
歸
。

活
城
區
硬
生
生
變
了

主
題
公
園
。
但
，
亭
台
廊

榭
、
人
工
山
石
、
花
木
池

魚
，
與
歷
史
何
干
？
與
人

何
干
？
當
日
是
人
聲
鼎

沸
，
今
天
是
疏
疏
落
落
，

幾
個
老
人
蹲
著
下
棋
，
冷

清
得
淒
涼
。

山
石
棋
佈
，
水
聲

潺
潺
，
端
是
水
隨
山
轉
，

山
因
水
活
。
是
的
，
但
人

呢
？
無
牌
牙
醫
、
食
物

工
場
、
手
錶
錶
帶
工
場
、

玩
具
廠
、
小
五
金
廠
、
潮

樂
社
、
妓
寨
等
等
，
經
比

1 :99

強
力
百
倍
的
歷
史
漂

白
水
一
沖
，
全
部

人
間
蒸
發
。
歷

史
，
難
道
容
不
下

匿
名
小
人
物
的
印

記
？

一
筆
一
筆
刪

節
，
剩
下
的
只
有

硬
件──

衙
門
、
古

炮
、
石
碑
、
門

聯
、
柱
礎
。「
存

昔
日
城
寨
之
神

髓
」，
官
方
話
成

了
大
反
諷
。

掏
空
了
人
的

歷
史
，
好
比
軀
體

被
挖
去
心
臟
。「
南

門
懷
古
」
不
過
是
一

個
窪
池
，
好
在
那
兩

塊
刻
有
「
南
門
」、

「
九
龍
寨
城
」
的
石
碑

還
是
貨
真
價
實
的
出

土
文
物
，
可
以
當
作
九
龍

寨
城
的
墓
誌
銘
，
供
人
憑

弔
。
興
許
這
就
是
，
所
謂

的
，「
散
思
古
發
幽
情
」
。

愛老言老愛老言老
◆ 邱可珍

同心圓同心圓
◆ 李錦洪

一
天
，
接
九
弟
來

電
，
他
遵
六
弟
指
示
相
約

外
嫁
的
眾
姊
妹
於
農
曆
十

月
十
一
日
在
屯
門
茶
聚
，

藉
以
紀
念
先
父
之
生
日
忌

辰
。
他
笑
稱
農
曆
五
月

十
七
日
阿
媽
的
生
忌
日
，

我
們
都
有
聚
會
紀
念
，
如

果
厚
此
薄
彼
，
阿
爹
會
妒

忌
的
呢
！
他
不
愧
是
個
公

關
高
手
。那天

，
黃
氏
兄
弟
姊

妹
又
難
得
相
聚
了
。
甫
相

見
驚
覺
六
嫂
拄
著
拐
杖
出

現
，
據
說
她
膝
蓋
關
節
退

化
，
痛
而
無
力
，
可
喜
她

仍
是
精
神
飽
滿
，
健
談
如

昔
。
我
也
訴
說
近
日
抱
恙

復
健
中
，
每
天
參
與
社
區

中
心
的
長
者
早
操
，
舒
展

筋
骨
，
功
效
不
錯
。

《
活
力
長
者
健
康
操 

—
 

第
一
式
：
健
步
如
飛
；

第
二
式
：
搖
風
擺
柳
；

第
三
式
：
蜻
蜓
點
水
；

第
四
式
：
運
轉
乾
坤
；

第
五
式
：
馬
步
延
連
；

第
六
式
：
盤
龍
探
頂
；

第
七
式
：
左
顧
右
盼
；

第
八
式
：
展
翅
高
飛
；

第
九
式
：
拋
球
接
福
。
》

已
退
休
的
姨
甥
輩
也

是
我
們
茶
聚
的
中
堅
分

子
，
我
們
看
著
他
們
成

長
，
現
在
他
們
領
著
小
孫

女
來
聚
會
呢
！

老有所思老有所思
◆ 黃翠雲

一向
對傳統手

工藝都有一份敬意，一次
在特色的傳統市集上踫上
七十多歲的打鐵師傅張伯，
他正示範用一塊薄鐵打造信
箱，大家圍着他聽他說故
事！

「我年青時入打鐵這行
工作至幾年前才退休，這
根木頭跟了我五十年啦。

這行業早已式微，現時我
祇間中應邀示範下，讓大
家知道我當年靠幾件簡單工
具，為街坊造出各樣日常
用品，如米桶、油珵漏斗、
夾萬等，也養活了一家。」
從張伯的笑容可感受到這門
手藝帶給他無比工作滿足
感。

在他作業的老木頭上
放有幾件簡單工具：木方、

鐵鎚、鐵鉗和剪
刀，每件工具都
留下了歷史痕跡。
當日他仔細地將鐵
的邊沿屈摺成所需
角度，邊說做信
箱有秘訣，要留
意手是否可伸到
底，可將小型的

郵件如宣傳咭討出。
張伯的檔口陳列了一

系列用薄鐵製做的用具如水
桶、淋花器皿、箱子等。
有婆婆對一個懷舊式小箱子
情有獨鍾，滿心歡喜地買
下，張伯對人家欣賞他的
手藝感到欣慰！

張伯隨身帶備了一本
相簿，紀錄了他親手打造
的「枝記鐵器」數十年的歷
史，從這行業的全盛時期
至數年前在牛下告別的實
況，讓我們一窺他年青時
參與民安隊服務的英姿和他
創業的經過。

退休後的老師傅仍樂
於將自傲的一套傳統手藝傳
揚，後輩要多多學習他的
敬業樂活精神呀！

兒時舊話兒時舊話
◆ 潘國靈

 

◆  

奕
　
琪

富士山下 (一)

告別憂鬱

大家唱大家唱
調：梁　愛
詞：白　欖

情情撐，情情撐，柴灣行到去西環，尖沙咀，到荃灣，
新界鄉村風景好，請你不防去行行，大自然清新，
我愛大自然，為求香港清潔，人人有責任。

我愛香港

相交樂相交樂
◆ 文：阿　展

 圖：敏　怡

••
張
伯
正
示
範
用
一
塊
薄
鐵

打
造
成
信
箱
。

老友記陳姑娘的父親
剛過世，近日心情異常抑
鬱，筆者和幾個老友記遂
經常約會她，跟她閒聊，
希望可以稍為疏導其負面
情緒，陳姑娘：「每當夜闌
人靜，都難免憶起老父，
不禁哭起來，畢竟一起生
活了幾十年…… 」她愈說
愈哽咽，眼淚忍不住奪眶
而出。

筆者拍拍她的肩膀，
說：「那是人之常情，爸爸
去世十多年後，我每次想
起他，仍然會哭紅了眼。」
老胡安慰陳姑娘說：「你父
親活到九十多歲，已很有
福氣，應感到欣慰才是。」
陳姑娘點頭認同，「我明

白，我難過是因為他在生
的時候，我沒有好好待他，
不懂得體諒他，沒有好好
珍惜過他，心裡覺得很悔
疚。」

大家一時語塞，老馬
嘆氣道：「唉，多數人也不
懂得珍惜，在擁有的時候，
視作理所當然，到失去才
知道後悔，我可不是一樣，
媽媽在生時還經常頂撞她，
跟她吵架，怎料有天一覺
醒來，媽媽竟在睡夢中走
了。」

所謂「有始必有終」，
人與人之間的緣份也一樣，
有效期屆滿，說完便完，
也許根本沒有機會說再見，
故要珍惜當下的所有緣份。

鐘樓回望

紀

日
念
紀

紀
念
日日

念

敬 業 樂 活敬 業 樂 活
◆ 吳之瑩

緣來緣去

無
障
城
市
的
生
機

無
障
城
市
的
生
機

開講有
話，做慣乞

兒懶做官，睇完個龍袍展覽我
心諗︰做皇帝實情都唔係幾好
玩，淨係着衫都煩死，又話要
跟足規矩，皇帝未宣佈就唔可
以換季，分分鐘一係凍死人，
一係熱死。咁啲衫係好靚，但
睇怕都好重，着起上嚟都好辛
苦，重有要掛埋好多丁丁登登，
條頸掛條百幾粒嘅珠，皇后重
慘，再加兩條過肩，左一條，

右一條，然後腰又有一大抽，
重未講頭頂個冠，又珠仔又銀
都唔慌輕。

有時我又諗，日日着住件
黃甘甘嘅大袍係未好悶呢？襯
到塊面都黃晒。原來都有得着
吓便服，藍呀青呀，最得意皇
帝都有淨色嘅便服。唔知乾隆
皇下江南係未就係着成咁呢？

皇宮裏面嘅衫叫做好巴
閉，不過我阿珍睇完一輪發現
冚巴冷都係密封，所以要駁。

嗱，係個手踭位駁啦，連前邊
個幅都唔會一幅過，要對開兩
幅駁埋。咁有啲就駁得差，搞
到條龍歪歪地。有好多就係駁
完先至綉條龍，咁就冇瘕疵嘞，
不過織嘅就冇得咁樣做。但係
啲江南織造可以織到好似綉咁
靚，金絲閃閃，真係威水。

我最鍾意光緒嘅皇后隆裕
着嗰件龍鳳袍，好鬼靚，啲鈕
係蓮藕嚟嘅，好得意。我指俾
乖孫睇問佢知唔知點解要用蓮
藕，都算佢叻，即刻話︰連生
貴子！因為阿女有一日同佢講
過中國人婚禮習俗，皇帝都一
樣要講意頭嘅！

珍嬸月記珍嬸月記
◆ 珍　嬸

唔做跨
境

九
龍
城
寨

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