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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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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港鐵的西
港島線全線

開通了，對於居住在城西的朋友出
入比前方便，其中最大的驚喜是三
個車站都有特色的社區藝術展示西區
獨特的歷史文化面貌。未知大家在
乘搭新路線時可有放慢腳步，欣賞
車站內的藝術作品？

在港島西的三個車站的大堂都
展視了繽紛的巨型全景拼圖，細看
是西區影像拼砌成，其中不乏大家
熟悉的建築和人物特寫等。這都是
較早時參與「情繫港島西」攝影比賽
的得獎作品及公開收集的照片組合而
成。讓社區人士有份創作車站藝術，
挺有意思呀！

大家途經堅尼地城車站的大堂，

可能會留意到有遊人興致勃勃地跑去
與一件巨型的蘋果雕塑合照，這件名
為《城果》的作品也是較早時車站藝
術計劃比賽的得獎作品，下次經過別
忘細意欣賞雕塑的有趣細節啊！

在大學站薄扶林道出口升降機
大堂，可有發現本地插畫家蘇敏怡
活潑生動的插畫？描繪的是西區街
景和傳統風貌，在畫上尋找似曾相
識的景物又是一番趣味。至於對歷
史感興趣的則別錯過另一通道的香港
大學百周年圖像，從黑白舊照重溫
大學的大事誌記。

西營盤站是目前港鐵網內藝術
氣息最濃的車站，藝術空間達約
八百平方米，恍如一家迷你美術館。
作品包括西區傳統特色店舖的藝術照

片、傳統店舖的插畫、由針孔相機
拍攝西區古蹟及街道的全景圖及萬花
筒圖像等，以不同形式展示了西區
獨有的歷史文化特色，令人目不暇
給！值得特別介紹的是英國藝術家
的浮雕，描繪有香港特色的傳統節
日街景如中秋佳節、新春年桔等，
相信舊街坊會倍感親切！

在地鐵車站引進藝術元素始自
一九九八年，「車站藝
術建築 」計劃為乘客
帶 來 悅 目 的 乘 車 環
境。現時在不同港鐵
車 站 已 裝 置 了 超 過
五十件藝術品，有來
自本地及世界各國如
澳洲、內地、日本、
南韓、台灣及美國等
地的藝術家創作。此
外，也值得留意中環

車站為新晉藝術家設的「藝術管
道」、逢周五黃昏的藝術表演、以及
各車站的短期藝術展覽。

老友記閒來不妨安排一下藝術
之旅，或乘車時順道欣賞各區的作
品。有關港鐵車站藝術之詳情可查
看以下網站：http://www.mtr.com.
hk/ch/customer/community/art_
in_mtr.html 

社區自由行社區自由行
◆ 姿 凝

有沒有試過每當自己定下
目標，要改變壞習慣，

總是三分鐘熱度，難以堅持
到底？如果有的話，你應該
很難想像一名不諳游泳的長
者，能蛻變成一名泳將，並
堅持三十年。今日介紹的鄭
鳳婆婆正是這麼傳奇的一位。

鄭今年 101 歲，每天早
上 5 時，你便會看見她在灣
仔泳池，時而潛底、時而躍
起、時而盤坐水面，優哉遊
哉。當然蛙式、背泳式、自
由式等基本功自然少不免，
一口氣可游20個25米橫池，
實可謂一名游泳健將，泳友
稱之為「大家姐」。

水中故事的背後，其實
鄭泳旅的開始是有一段原委，
她身體一向欠佳，經常感冒
咳嗽、更時常骨痛，74 歲時
確診患上骨質疏鬆症，卻想
不到這病帶她進入水的世界。
醫生建議她每日游泳，以鍛
鍊骨骼及肌肉，同時不會受
傷。對於一名年過七旬的長
者來說，學一種新的技能 — 
游泳可算難似登天。但鄭坐
言起行，沒半點懶散，每天
準時練習。終於花了一個月
就學會了背泳式，其後亦陸
續學會蛙式和自由式。更令
人欣賞的是，即使病情轉好，
鄭並沒有因此而鬆懈，仍堅

持每天一泳，持續近 30 年，
決心為她帶來回報，她從此
腰背不再痛，長期的感冒咳
嗽得到根治。「未游水之前身
體好差，游咗就越來越好，
越老越好。」

究竟是什麼令她得以一
直堅持？她表示骨質疏鬆症
無法根治，在平地上她的活
動仍是好有限。「我在岸上企
5 分鐘都唔得，但我入到水
中，想點就點，好像進入了
另一個世界。」這份成功感，
使她不分陰晴，精進練習。

游泳使她遇上一群好泳
友，她說泳友知道她是全場
年紀最大，都特別疼愛她，

泳友之間不但平日噓寒問暖，
更互相幫忙，「我背泳比較
叻，有時咪提下人手腳點浮
起身，互相提點啦。」她
表示，去年泳友知道她的
輪椅要換，把一個輪椅送
給她，令她非常感激。可
惜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幾
個月前鄭不僅跌倒，骨骼
受傷，現未痊癒，加上近
來泳池關閉，鄭感概重回
泳池之日遙遙無期，她感
到可惜的並非失去娛樂，
而 是「 最 不 捨 得 班 泳
友」。 鄭 寄 語 各 位 長
者，最重要是關注自己健
康，多做運動，子女的事

他們自有打算，別把太多煩
惱放到心中，自然活出自在
人生。

每年清明及重陽，都
會相約家人一起祭

祖，事前會買一些鮮花、
裝飾花及小擺設，如：
模型點心、粥麵及特色飲
品等，以便為先人墓碑粉
飾一番。

曾參加年青人生死
教育體驗活動，親身走到
長生店棺材舖，從中國人
送別先人的禮儀中，明白
到中國人是十分重視孝道
的一個民族，很多儀式的
背後都有一份心意；然
後，又跟他們到火葬場，
一起送別一位獨居無依的
長者，他生前希望把自己
的骨灰撒放在紀念花園，
同時，又希望把人生最後
的一程用作教育青年人從
死看生再去愛的生命教育
工作上，實在很有意義！

這次在「方舟生命教
育館」舉辦的生死教育之
旅，認識了一位剛出來工
作的年青人，他表示家族
成員都很重視祭祖的日
子，年輕的一輩也不例
外，而形式方面也別具心
思。除了在先人墓前回顧
他的逸事外，他跟表姐弟
妹會帶來七彩繽紛的氣球
及各樣祖先愛吃的美食，
以歌聲和歡笑聲來讓先人
感受到家人對他們的思
念，是喜悅的思念，而非
留於悲傷感受。手法很有
創意，年長一輩的家人亦
能接納，相信是感受到年
輕的子女認真的態度和重
視親情，所以十分樂意及
支持他們以嶄新方法祭祖。

近年愈來愈多人探
討生死，長者也不例外，

有見很多長者參加生死教
育活動，開放地談論死亡
話題。許多時候發現是後
生比長者較抗拒討論這個
話題，或許是怕對方不高
興，又或怕被誤會對長輩
有不敬。反之，有很多老
友記想開口將心事說出，
後生的卻以「大吉利是，
長命百歲……」令自己心
事未能講。所以，不論是
年長為人父母，又或是為
人仔女，雙方嘗試以開放
的態度傾傾這個人生必經
的階段，認真但不一定是
沉重。坊間現時有不少活
動，又或電視節目都以生
死作話題，大家不妨藉以
此作為切入點，多讓子女
了解你的看法，不但可令
自己放下心事，也讓子女
不覺得有所遺憾！

編者的話編者的話
◆ 謝文慧

短評短評
◆ 周永新

◆ 黎少凡

人物掃描人物掃描

•	鄭鳳寄語大家︰「別把太多
煩惱放到心中，自然活出自
在人生。」

•	西營盤站內藝術家描繪有香港特色的街景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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