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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栢之聲》並無當局任何經費資助，乃全仰賴各界善長捐款以可維持，善款多少不拘，如蒙厚愛，敬希惠寄郵票、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松栢之聲」或（St.James' Settlement）；
並請註明捐款人姓名、讀者編號（若有）、地址或電話，俾便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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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有報導指香
港 的 長 者 刊

物，愈來愈少，現
在只剩一把堅挺的

《松栢之聲》。
這份由社會上

長者支撐著的老人報
紙，見證香港的變遷，如今香港人口
已步入老齡化，社會不斷有聲音促使
政府要關注迎接老人人口激增的措
施，全民退休保障政策、延遲退休年
齡、全面檢討人口政策、加建公屋、
醫療改革、建
立長者友善社
區、檢討現時
長者福利門檻
及措施等等。

我 們 又
不時聽到剛踏入退休之齡的人士分
享，按社會規則他們要在工作崗位上
退下來，但很多的長者福利都是 65 歲
才可以申請，這 5 年的真空期，沒有
安全感。退休人士老來面對身體衰退、
心理適應及經濟轉變，若缺乏適切的
支援實在令他們感到很無助。

這些都是很真實的情況，加上男
女人均壽命延長，退休後有 20、甚至
30 年的日子要走，如何可以走得更

好？可以走得更精彩？
朋友間常說「知識改變命運」，

一個人要活得好，首先要從認知層面
得到正確的資訊，於退休人士及長者
而言，健康範疇是最為關心，沒有健
康，縱有多采多姿的東西等著他也是
沒法享受。所以怎樣看待身體、健康
飲食管理、鍛鍊體格、保持良好精神
健康、體察心靈需要等等都是十分重
要的；此外，退休後沒有工作，要面
對突然多出的時間，初期還可以說是
很忙，因為有很事現在有時間去做，

但日子久了，如
何為自己的時間
表填上有意義的
東西呢？為自己
定立退休後的目
標，掌握坊間活

動，培養個人興趣及建立新社交圈子
是十分有幫助的。還有理財投資資訊
也是不可少，沒有固定收入後，要更
為精打細算及小心處理財務。

期望政府盡快全面為 60 歲以上
人士制定保障及照顧政策及措施；同
時，《松栢之聲》亦會繼續秉承宗旨，
為他們提供踏入金齡的支援資訊，讓
大家更能好好掌握和締造理想的退休
生活！         

短評短評

李小龍，是生長於香港的一
代國際知名武打巨星。這

位巨星憑著功夫電影揚名海外，
更掀起全球中國功夫熱潮，對
日後的武打藝術文化有著深遠
的影響。縱然他已離開了 40
年，但其影響及魅力卻仍然跨

越不同地域或年齡的人士。
適逢本年為李小龍逝世

40 週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與香港文化博物館及李小龍基
金會共同籌劃《武．藝．人生 
－ 李小龍》專題展覽，展出
超過六百多件珍貴的李小龍文

物，讓公眾可以多方面認識
和回顧李小龍傳奇的人生。此
外，展覽期間亦會播放一套片
長七十五分鐘的《李小龍風采
一生》紀錄片。大家若想更透
徹認識李小龍的一生，就切勿
錯過為期至九月份的導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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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自由行社區自由行
◆ 林瑞光

藝術家朱慶華朱慶華朱慶華

熱愛藝術的本土畫家朱慶華每天
吸收美好的經驗作「儲備」，有

如銀行存款，作畫時隨時提取使用。
現年七十九歲的他眼中的世界美好，
常懷感恩之心，樂於作畫與別人分
享感覺，過着豐盛滿足的生活！

朱慶華年幼時生活艱苦，但他
的畫作《我在廟街的日子》卻充滿歡
樂回憶。十來歲已工作幫補家計，
原與留學無緣的他憑努力考取好的英
文成績，難得獲有津貼的英國護士
課程取錄，考取精神科護理資格。
赴英期間珍惜流連美術愽物館的機
會，接觸藝術大師的作品，奠定了
日後發展成藝術家的基礎！

自從精神科護士的崗位退下來
後，朱老致力發展藝術事業，近期
活躍於藝壇，除參與本地展覽，又

忙於上海一美術館的《跨地域水墨

經驗》聯展，分享他近年受戰爭紛亂
影響而作的畫，他在畫中描繪戰爭
感受的文字十分震撼。

朱老的藝術走的是普及路線，
曾在香港大學美術館展出《美妙香
港》畫展，畫筆下盡是香港獨特的文
化 — 熟悉親切的茶餐廳、燈紅酒綠
的駱克道、執紙皮的婆婆、打小人
傳統的精神安慰等。展出的其中一
幅美麗香港夜景中，朱老不忘對過
度填海伸出抗議之手。

曾旅居歐洲的朱老說：「香港是
我到過最美妙的地方，這兒中西匯
粹，既有我們珍惜的中國傳統文化，
也隨時可接觸外國文化的優點，我可
自由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和表達方
式。世界上可能只有紐約可比擬。」

朱老選擇在畫紙和布料上作水
墨畫，熱愛以人作為題材。他說在

定下題材之後，創作方式是邊畫邊
演變出構圖布局。看似線條簡單的
畫作在用色和細節都極具心思，他
表達方式含蓄，強調空間最能表達
澎湃的情感，會預留位置予觀賞者
參與想像，並用上文字和裝置藝術
去表達感覺！

朱家一角「家庭樂」的畫反映
他家樂融融的氣氛。難
得朱家兩老自小學一起
走過數十載的溫馨路，
朱太愛朱老的靜態內斂
表現方式。他家女兒不
時參與拍攝作品，而愛
習畫的孫兒為他帶來新
視野和角度。

朱老最愛在旅遊期
間即興用碳筆在紙張素
描景物，之後再思量如

何令構圖更完美，他特別享受這創
作的過程！這天難得他在畫室與我
分享這些珍貴速寫、近作和想法。

曾從事精神科工作的朱老深明
人生積極正面的重要，他懂得將美
好新事物吸納，故「儲備」用之不
竭。我們該學習將平淡的經歷好好
儲備，過豐盛美好日子！

將美好經驗「儲備」 ‧生活豐盛滿足

•	朱慶華在畫室分享歐遊速寫和對旺角印象之作。

難

．．武 藝 人生

－李小龍
展覽地點︰香港文化博物館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文林路一號）
展覽日期︰	由即日起至 2018 年 7 月 20 日
     （逢星期二休館）
開放時間︰
 星期一、三至五︰上午 10 時至晚上 6 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上午 10 時至晚上 7 時 
費用︰60 歲或以上高齡人士：$5（逢星期三免費）

公眾導賞服務（由即日起 2014 年 9 月 30 日）︰
逢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中午12時至下午1時 及 下午3時至4時
逢星期三︰
	 下午 3 時至 4 時	
備註︰	有興趣人士可於 2 樓公眾導賞集合處即場

參加，毋須預約。每團人數 20 人，先到
先得。

紀錄片播放︰
逢星期一、三至五︰
 上午 10 時 30 分、下午 12 時 30 分、2 時 30 分
 及 4 時 30 分   
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上午 10 時 30 分、下午 12 時 15 分、2 時、 

3 時 45 分及 5 時 30 分
備註︰紀錄片於1樓劇院播放，座位有限，先到先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