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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唱大家唱
調：戲水鴛鴦
詞：梁　愛

年 年 順 景 新 春 大 吉

不
久
前
，
曾

協
助
一
所
專
為
十
二
歲
以
下

兒
童
提
供
服
務
的
一
所
小
型

社
福
機
構
進
行
籌
款
。

由
於
當
時
年
近
歲
晚
，

於
是
建
議
不
妨
嘗
試
「
一
人
一

利
是
」
這
個
方
式
。

方
法
很
簡
單
，
就
是
呼

籲
有
心
人
在
新
春
期
間
每
人

捐
出
一
封
利
是
。

這
樣
的
要
求
並
不
高
，

而
且
人
人
都
有
能
力
去
做
，

結
果
反
應
相
當
良
好
。

要
求
一
個
孩
子
在
農
曆

新
年
期
間
，
從
長
輩
手
上
收

到
的
利
是
中
捐
一
封
出
來
，

一
點
不
難
，
他
們
也
會
鼓
勵

同
伴
一
起
這
樣
做
。

即
使
是
長
者
也
會
收
到

利
是
，
通
常
是
子
女
或
晚
輩

以
這
個
方
式
去
表
達
「
孝
敬
」

的
心
意
，
因
此
要
求
長

者
們
每
人
捐
出
一
封
也

是
易
事
。
何
況
他
們

多
半
相
信
「
施
比
受

更
為
有
福
」，
何
樂

不
為
！眾

所
周
知
，「
松
柏
之

聲
」
一
直
沒
有
政
府
經
費
資

助
，
營
運
向
來
不
易
，
本
人

現
冒
昧
在
此
呼
籲
，
在
即
將

來
臨
的
農
曆
新
年
期
間
，
就

透
過
「
一
人
一
利
是
」
的
方
式

向
「
松
柏
之
聲
」
表
達
一
點
心

意
吧
！讀

者
們
贊
成
嗎
？

踏入 2012 年，又即將
迎來龍年，在此謹祝《松柏
之聲》諸位讀者心想事成，
闔家平安，最重要是「身心
健康」！

心靈質素與身體健康
息息相關。早前參加一個工
作坊，導師提出「信念創造
實相」的概念，指出一個人
的思想和信念，會創造出自
己的命運和世界。

導師將人比喻為一塊

會發放「能量」的磁石，但
這塊「磁石」並非「同性相
拒」，反而會將「同方向能
量」的東西吸進來。

舉例一個人經常保持
笑容，他會發出「正面能
量」，吸引身邊的美好事物，
有助維持正面情緒。反之，
一個人愁眉不展，只會發出

「負面能量」，好事不會送上
門，自然會繼續憂愁下去，
身體亦不見得好。因此，一
個人如何看待事物，對情緒
和健康都有莫大關係。可

惜，很多人都戴了一副放大
「壞事情」的眼鏡做人，處
處從壞處想、總愛找別人錯
處，最後既無助改善處境，
亦徒添自己壓力。

美國心理學家沙利文
20 多年前提出「正向心理
學」，相信培養正面情緒、
個人長處和美德，有助人們
追求真實的快樂。但甚麼才
算真實的快樂？知易行難。

首先要學會「感恩」。
我們享有的一切，並非理所
當然，多點欣賞、少點抱
怨，多點讚頌、少點怨憤，
心情自然會好。

其次，我們要知足常
樂。生活在這個大都市，到

處都是比較、競爭。從兩
三歲的小人兒讀哪間幼稚園
到誰賺錢多，人總要安排自
己參加一個個「比賽」。太
多比較、奢望，只會令自己
喘不過氣，何不卸下肩上的
包袱，放鬆一點。

當然，更要保持樂觀
情緒，凡事從好方面着眼，
將困難視作短暫的挑戰，相
信自己有力量去面對，最終
達致成功。即使失敗，亦不
會歸咎自己，打擊意志，反
會汲取經驗，為下一次挑戰
做好準備。

希望各位《松柏之
聲》的讀者，在新一年
每天都「笑口常開」！

龍飛躍，人添壽，
新春喜氣洋洋，恭喜，恭喜
人皆可愛，心花放，
長者嬌，天天操強壯，
歲歲添福，家家共諧和，
恭祝新歲，福星高照，開懷笑，
恭祝新歲，福星高照，開懷笑。

餘暉無限好餘暉無限好
◆ 鄧駿暉

我
最
尊
敬
被
譽
為

近
代
「
中
國
魂
」
的
魯
迅

先
生
的
啓
蒙
書
墊
，
先

生
一
直
以
文
對
那
時
代

的
人
當
頭
棒
喝
，
喚
醒

不
少
人
的
良
知
。
眼
見

目
下
社
會
我
國
優
良
文

化
傳
承
日
少
，
盼
借
拙

作
和
大
家
尋
究
生
命
的

善
源
。「

三
味
書
屋
」，
原

稱
「
三
餘
書
屋
」，
它
取

義
於
《
三
國
志
》
裴
松
之

註
，
即
董
遇
所
說
「
為

學
當
以
三
餘
，
冬
者
歲

之
餘
，
夜
者
日
之
餘
，

陰
雨
者
晴
之
餘
」
。
意

思
是
要
人
們
利
用
一
切

空
餘
時
間
，
發
奮
學

習
。「
餘
」
實
質
存
藏
生

命
大
道
理
，
現
在
很
多

人
都
在
喊
忙
，
其
實
少

開
會
就
是
「
會
之
餘
」，

少
應
酬
就
是
「
酬
之

餘
」，
少
看
電
視
就
是

「
視
之
餘
」，
少
打
麻
將

就
是
「
麻
之
餘
」
。
請

勿
庸
碌
，
總
得
給
自
己

「
餘
時
」
靜
下
來
享
受
寧

靜
慢
活
。書墊

後
稱
「
三

味
」，
據
魯
迅
的
老
師
壽

鏡
吾
的
孫
子
壽
宇
則
認

為
「
三
味
」
應
是
：「
布

衣
暖
，
菜
根
香
，
詩
書

滋
味
長
」
。
他
說
：「
祖

父
解
釋
說
：『
布
衣
』
就

是
老
百
姓
，『
布
衣
暖
』

就
是
甘
當
老
百
姓
，
不

去
當
官
作
老
爺
；『
菜
根

香
』
就
是
滿
足
於
粗
茶

淡
飯
，
不
羨
慕
山
珍
海

味
的
享
受
；『
詩
書
滋
味

長
』
就
是
認
真
體
會
詩

書
的
深
奧
內
容
，
從
而

獲
得
深
長
的
滋
味
。
」
這

意
思
本
談
學
習
之
本
，

但
其
實
已
經
超
出
了
「
三

味
書
屋
」
的
範
圍
，
而

是
「
三
味
人
生
」
。
因

為
我
們
每
一
個
人
，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
我
們
或

留
戀
於
錢
財
，
或
束
縛

於
名
利
，
卻
並
沒
有
意

識
到
這
些
都
是
身
外
之

物
。
其
實
大
家
都
應
該

追
求
這
樣
的
人
生
境

界
，
滿
足
於
粗
茶
淡

飯
，
不
望
做
官
當
老

爺
，
同
時
又
能
勤
奮
學

習
。
要
懂
「
看
淡
」，
甘

於
「
平
淡
」，
才
可
體
現

滿
足
、
幸
福
。

「
哲
人
無
憂
，
智

者
常
樂
」，
並
不
是
因
為

所
愛
的
一
切
他
們
都
擁

有
了
，
而
是
所
擁
有
的

一
切
，
不
論
甘
、
苦
，

他
們
都
愛
。
人
生
之

味
，
只
能
靠
自
己
去
品

嚐
。

有
句
俗
語
：「
過
年

如
過
日
」，
倒
過
來
就

是
：「
過
日
如
過
年
」
。

讓
我
來
揀
，
一
定
揀
「
過

日
如
過
年
」
啦
！

自
小
就
喜
歡
過

年
，
一
直
六
十
年
不

變
，
年
年
也
喜
氣
洋

洋
，
順
境
逆
境
都
要

高
高
興
興
，
這
就
是

過
年
的
啟
示
！

聽
上
一
代
說
，

以
前
在
農
村
社
會
，

一
到
過
年
，
連
債
主

也
會
暫
停
追
數
，
年

初
一
個
個
逐
家
拜
年

派
利
是
，
好
好
歹
歹

甚
麼
事
也
過
了
年
再

說
！
所
以
，
過
年
是
一

種
「
放
下
」
的
智
慧
，
凡

事
都
向
好
處
想
，
大
家

見
面
就
恭
喜
恭
喜
，
笑

口
盈
盈
，
說
盡
好
說
話
。

如
果
做
人
做
事
每
日
都
以

這
種
「
過
年
的
態
度
」
去

生
活
，
保
證
你
會
活
得

日
日
像
個
笑
口
棗
，
年

年
像
個
壽
星
公
！
祝
大

家
老
友
記
龍
年
心
情
好
，

日
日
如
過
年
！

大耆積大耆積
◆ 王浩鈞

 

◆  

奕
　
琪

我 阿 珍  城 市 長
大，從來都冇耕過田，
所以唔敢認話識種野。
最記得係細個之時發蠶
豆，種到枝苗成尺高。
先用個玻璃樽蓋加濕水
棉花，後尾就放入盆，
重搵支竹筷子黎撐住，
睇住苗咁撓住支筷
子，箍到實一實，好似
蘇蝦仔一手實大人手
指咁，生命力好強，
好好睇。

種好開心，尤
其是有收成嘛。中國人
以農立國，對於耕田種
植特別有感情。所以閒
時我都有種盆栽，學
人綠化家居。聽聞有
學校會教小學生種菜，
真係有益身心兼實惠，
我好多朋友都鍾意去綠田
園種瓜種番茄添。

最近聽見報紙講
種票，真係好得意。聽
落明明係報假地址，即
係犯法呃返投票權，
居然用種呢個字，配

合中國人習慣啩。我又
聽過人種牙，即係將隻
假牙鑲死係牙骨裏 面，
當然好實淨啦，聽講話
好好力，同自己牙一樣，
又唔會好似用牙托假
牙成日夾住牙肉咁唔舒服
添。

我阿珍日日刷牙又
用牙線，冇牙周病。我
腸直肚直，永冇講大話，
唔會甩大牙，所以唔使
種牙。除種盆栽之外，
我一世人種得最多就係

「善因」。種善因，得善
果，咁先至符合中國人
種植精神。

呃人種票，我地
唔應該做！

珍嬸月記珍嬸月記
◆ 珍　嬸

香港大學病理學系
侯勵存教授是個妙人。
每次跟他談天，都獲益
不淺。這天他談到「種」
與「變種」的問題，有
趣之餘，值得大家反思。

侯醫生談到現代人
類出現一個諷刺的現
象：生長於貧窮鄉村的
孩子，天生天養，缺乏
大人的貼身照顧，身體
卻很強壯。孩子長大
了，成為父母，結果連

「種 」也特別強壯。相
對地，生於國際都會如
香港的孩子，營養過
剩，祖輩和父母照顧無
微不至；衣來伸手，飯
來張口。結果呢？一場
流感殺到，不知多少孩
子打敗仗。

人越來越弱，病
毒卻越來越惡。為甚
麼？這就要提要「變種」
這個問題。人要生存，

病毒也要生存。近代人
類對於病毒，一直處於
捱打狀態。當 H5N1 變
種到 H1N1，再變種到
HXN1 的時候，人類醫
藥只能亦步亦趨，兵來
將擋。可悲的是，人越
來越沒有能力保護自
己，頻頻失守，對於病
毒只能擋，不能防。

是甚麼原因令人類
面對病毒越來越無力，
以至無助？侯醫生妙語
連珠，提出現代家長，
甚或家長們的家長都必
需留意 3 overs 這個概
念。

第一個 o v e r 是
over-spoilt（寵壞）。現
代人生孩子，一個起兩
個止。在香港，獨生子
女數目更是與日俱增。
六個成年人疼一個小孩
的情況，與內地日益看
齊。「一孩時尚」與「一
孩政策」，異曲同工。
公公婆婆爺爺嫲嫲，固

然疼愛有加；不少爸
爸媽媽也對兒女溺愛放
縱，導致孩子刁蠻任
性、自我中心，動
輒大發嬌嗔，養
成小霸王習性。

第二個 over
是 over-fat（過胖）。
胖孩在香港目前雖仍未
達到令人側目的程度，
但美國胖孩的「慘不忍
睹」，值得大家借鏡。
營養過剩、精食充斥，
加上美式快餐文化泛
濫，孩子們對卡路里嚴
重超標的汽水、炸雞、
薯條和漢堡包趨之若
鶩，長此以往，體重與
健康都岌岌可危。

第三個 o v e r 是
overprotective（過份保
護）。很多父母、長輩
生怕孩子受傷，往往在
孩子還沒受到考驗和挫
折之前，便趕忙伸出援
手，結果孩子在大人的
無微不至保護下，無法
走出舒適的安全地帶。

聽完侯醫生的 3 
overs，引發我這一番深
思，那你呢？

樂凑孫樂凑孫
懶智慧懶智慧

◆ 黃曉紅

年近歲
晚，筆者騰空些時間，去探
訪整年沒見的老友記胡伯。平
素開朗活潑的他，今天有點鬱
鬱寡歡，我好奇：「是否心裡
有些不快事？可以分享嗎？」

他說：「一年將盡，我
正在做檢討，結果令自己頗為
洩氣。」我追問下去：「自我
反省是好事，你有甚麼不滿
意？」他回答：「主要都是人
際關係搞得不好的問題，年過
半百了，回望過去，總是被
人際關係困擾，似乎是煩惱的
根源。」

我與胡伯相識幾十年，
明白他是個真誠老實，坦率

直言的人，「你覺得問題的關
鍵是否出於你過於坦白和直
言？」胡伯想了想：「我想是
吧。所有人，尤其是老闆都
喜歡別人奉承，聽好說話，
不喜歡聽真心話和相反意見，
而我卻愛討論和批評，所以
常被視為眼中釘。」

「忠言逆耳，別人不喜
歡聽很正常。但你見到不妥
的地方又忍不住不說出口。」
胡伯連連點頭：「不說出來實
在違背良心。」我建議：「下
次有實話想說，不妨先說些
好話作前菜，再吐出真心話。
對方可能會感到容易接受點。
聽不聽則看他的智慧了。」

乜

那
年
幼
女
讀
到
老
伴
的

「
老
爸
隨
筆
」
中
，
有
「
向
平

願
已
償
」
句
，
問
我
何
解
。
我

便
引
「
向
平
之
願
」
的
典
故
，

以
答
其
問
。

向
平
之
願
：
東
漢
向

長
，
字
子
平
，
隱
居
不
仕
，

建
武
中
，
男
女
娶
嫁
既
畢
，

即
游
五
岳
名
山
，
不
知
所
終
，

見
後
漢
書
逸
民
傳
，
按
俗
謂
子

女
婚
嫁
事
曰
「
向
平
之
願
」，

於
婚
嫁
事
畢
曰
「
向
平
願

了
」，
本
此
。

二
零
一
零
年
四
月
初
，

老
伴
在
腳
傷
休
養
期
間
，
足
不

出
戶
。
無
聊
中
，
意
到
便
提

筆
寫
寫
暮
年
心
境
，
完
稿
後
寫

上
「
交
卷
」
二
字
，
興
奮
地
好

像
小
學
生
交
功
課
般
遞
給
我

看
，
我
也
貼
心
地
微
笑
接
過
來

細
讀
，
好
有
趣
！

在
其
感
恩
詩
中
有
一
句

「
四
老
之
中
已
具
備
」，
我
一

時
不
解
何
謂
「
四
老
」，
便
問

他
。
他
說
：「
四
老
者
，
老

身
、
老
伴
、
老
友
、
老
本
是

也
。
」
兩
老
已
屆
垂
暮
之
年
，

仍
不
時
以
此
傳
心
聲
，
我
也
鼓

勵
他
多
動
腦
筋
，
免
思
維
退
化
。

惜
乎
今
日
的
我
，
老
伴

沒
有
了
，
老
本
不
多
，
老
友

失
聯
，
僅
餘
老
身
。
但
願
我

此
「
一
老
之
人
」，
是
兒
孫
家

中
的
寶
，
俗
謂
「
家
有
一
老
，

如
有
一
寶
」，
我
將
盡
心
專
注

愛
兒
孫
，
為
兒
孫
獻
寶
。

老有所思老有所思
◆ 黃翠雲

愛老言老愛老言老
◆ 邱可珍

在外
地，公
園是閒

暇沒事好幹的優閒好去處，
像倫敦的海德公園、紐約
的中央公園或溫哥華的史
丹利公園……當中每每聚
集了不同的群組、或情侶、
或良朋、或家人，年輕人
甚至手持一本書，腳穿一
對滑輪鞋，就可以在公園
待上一整天。

一個城市可以有一
個如此惹人討好的公園，

甚至足以成為旅遊景點，
誠是幸福。

香港不同，香港地少
人多，除維園外，普通的
一個公園，大都是眼之所
及，有些更小得離譜，彷
彿是為了滿足樓房公園的
比例規劃，純粹被建設下
來，跟一個和房面積差
不多的公園，我亦曾見過。

但莫論香港的公園多
小，卻總有它的知心友。
在香港，公園彷彿是長者
的後花園，吃過飯後，老

友記愛三五成群，在公園
談談情、聊聊天。小時候，
我愛陪伴祖父母到公園乘
涼，聽他們跟老友記談談
子女孫孩的事情；有時候
又見祖父參與棋
局，一個晚上，
在公園寧靜渡過。

後 來 再 漸
漸明白，公園之
所以美好，不止
在於它有花花草
草，而是，它是
最接近大自然的

一個小型呼吸窗口。石屎
森林，我們都需要一種發
自內在的感召，公園讓人
寧靜，為忙碌的人們打開
被掩蓋了的心靈視野。

多在公園休憩，好多
事情自會看得更放開。它
不單是市肺，同樣是人的
心靈之肺。

相交樂相交樂
◆ 文：阿　展

 圖：敏　怡

做個做個
受歡迎的人受歡迎的人

◆ 黃美嫦

當
舖
，
曾
經
是
民

生
不
可
或
缺
的
部
分
，

若
干
少
數
，
今
天
成
了

文
物
保
護
項
目
。
一
幢

式
的
茶
樓
、
戲
院
、
大

押
，
所
餘
不
多
了
，
空

間
是
香
港
最
昂
貴
的
東

西
。

作
為
文
物
還
好
，

作
為
點
綴
物
、
裝
飾
品
，

則
意
想
不
到
。
赤
柱
美

利
樓
，
混
入
了
高
街
「
鬼

屋
」
的
煙
囪
和
同
昌
大
押

的
石
柱
，
在
香
港
政
府

奇
特
的
創
意
思
維
下
，

中
西
合
璧
被
演
繹
成
東

拼
西
湊
。
美
利
樓
原
址

在
金
鐘
中
銀
大
廈
；
同

昌
大
押
原
址
在
高
聳
入

雲
的
朗
豪
坊
。
金
鐘
、

高
街
、
旺
角
、
赤
柱
混

作
一
團
，
這
未
嘗
不
是

時
空
大
挪
移
。

時
空
大
挪
移
吸
引

了
一
班L

olita

（
日
本
少

男
少
女
身
穿
華
麗
歐
洲

衣
裳
，
將
自
己
打
扮
成

既
可
愛
又
高
貴
的
一
種

「
公
主
文
化
」，
亦
曾
流

行
於
香
港
）少
男
少
女
前

來
拍
照
。
日
、
英
、
中

於
赤
柱
相
遇
，
這
未
嘗

不
是
文
化
的
衝
撞
。

同
昌
大
押
支

離
破
碎
，
和
昌
大
押

的
命
運
可
要
比
它

好
。
多
得
市
建
局
和

地
產
發
展
商
，
灣
仔

和
昌
大
押
給
全
幢
保

留
下
來
，
髹
上
淡
黃

色
的
新
漆
，
如
老
人

家
換
上
新
皮
膚
，
納

入
為
高
級
食
肆
的
一

部
分
。
這
樣
也
好
，

生
意
昌
隆
，
確
乎
是

同
昌
和
昌
。

高
級
食
肆
侍
應
可

以
打
扮
成
朝
奉
先
生
，

以
當
舖
沿
用
的
傳
統
書

體
，
用
當
票
落
單
；
那

塊
「
遮
醜
板
」
可
以
用
來

做
廚
房
的
掩
門
，
客
人

可
以
親
自
到
高
高
的
櫃

台
踮
起
腳
付
賬
，
埋
單

欠
錢
可
以
放
下
手
錶
。

可
以
這
樣
就
好
，
食
來

必
更
有
歷
史
風
味
，
我

胡
思
亂
想
，
也
算
是
發

思
古
之
幽
情 —

—
 

不
可

當
真
的
。

兒時舊話兒時舊話
◆ 潘國靈

到教會講道，有
老人家情詞懇切地要我
為她祈禱，求神不要讓
她患上老人癡呆症，一
定要記住神的恩典，我
對她說：「感恩的心最
能留住記憶。」

「阿茲海默症 」，
又稱「老人癡呆症」或

「失智症」，是許多老人
家最恐懼而又難以治療
和防範的症狀。香港有
專責的組織協助老人家
面對「失智」，其中一
個有助紓緩的方法，是
盡 量 用 五 官 來 生 活 
—— 去聽、去看、去

聞、去摸、去嚐。
我並沒有這方面的
專業知識，只憑常

理和關懷去了解，明

白到老人家面對的恐
懼，或許也是自己將來
必須面對的恐懼。

進入中年以後，
我更用心盡力去生活，
在身體和頭腦上從不怠
惰，勇於接受新的事物
和挑戰，不以吃老本為
懶的藉口，深知道體力
會退化，智慧會消減，
一個人不可能永遠在最
佳狀態，我不怕老，但
也怕漸行漸退。

如果有更好的操
練，可以令頭腦永恆保
持清晰敏銳，我想就是
常存感恩的心。因為

「感恩 」最能把好的記
憶留住，不忘不棄，歷
久彌新。就算有一天我
的腦袋再留不住這麼多
的東西，只希望留住：
最值得感恩的人和事。

同心圓同心圓
◆ 李錦洪

三味書屋三味書屋
◆ 岑家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