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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
加 坡 有

間小屋，門口放置了郵筒，
這兒不是郵局，而是新加坡
集郵博物館（S i n g a p o r e 
Philatelic Museum，網址︰
www.spm.org.sg），我第二天
行程的目的地。

博物館樓高兩層，不同
展廳介紹郵票起源、生產過
程、世界各地郵政服務變遷

等。館內亦有以生
肖為題的兒童展
館 ， 展品每年更

換；東南亞地區盛產香料，
亦有不少郵票以香料為題，
若非參觀這間博物館，我亦
沒有機會見到。

總經理 T r e s n a w a t i 
Prihadi 女士熱情地帶領我參
觀，更與我分享她對郵票的
喜愛。她告訴我，郵票是一
個國家發展歷史的記錄，既
有過去的（happened），也有
正在發展的（happening），
提醒我們祖先或上一輩走過
的道路，郵票的力量遠比單
純支付郵費為大。

她以新加坡的
郵票為例，不同年代
都有印製以房屋為題
的郵票，但隨著時代

變遷，郵票上的房屋亦改
變，由鄉村到高樓大廈，由
政府樓房到私人住宅，印證
了國民生活水準的提升。

她認為時代進步，郵票
內容和印刷技術亦在進步，
對集郵愛好者而言，既有趣
亦充滿驚喜。

小小的郵票，肩負傳遞
訊息的責任，將分隔兩地的
親友連繫在一起，承載著寄
信者的關心和暖意。儘管愈
來愈多人利用電郵、手機，
寫信的愈來愈少，但肯定郵

票的價值不會改變。
說罷，我亦連忙寫好幾

張明信片，從博物館寄出，好
讓親友們都感受到這份情誼。

（註︰筆者去年十一月
尾遊覽新加坡，參觀多間博
物館，未來數期繼續分享）

餘暉無限好餘暉無限好
◆ 鄧駿暉

與老友記余姑娘到會
所室內泳池游泳，會所職員
對她說：「請別怪我多嘴提
點你，你這件長袖的防曬衣
應該穿在泳衣外面，會比較
好看一點。」

余姑娘解釋：「我穿在
泳衣裡一則因為怕冷，二則
為了方便洗澡，可以先脫下
泳衣，清洗下身。」事後，
她愈想愈不平，「我又沒有
觸犯游泳池的規條，那職員
竟然來干涉我怎樣穿泳衣，
感覺像被人侵犯了私隱。」

「雖然她多管閒事，也
許出於關心。」我安慰她。
余姑娘不認同，「對我而
言，我就覺得她有控制狂，

缺乏包容的胸襟，不能接受
別人的差異。」從深層的心
態去分析，她也不無道理，
很多人對「異己」的人和事
都傾向批評和攻擊，較少付
出耐性去接納和包容。

我憶述：「有些傳媒同
事替人家做人物訪問，寫稿
子的時候，竟然加入個人的
意見，對被訪者的行為和性
格加以評論。」余姑娘：「就
是嘛，三唔識七，初次見
面就對人評頭論足，自以為
是，扮專家或扮很了解別
人！」水淺能容月，
山高不礙雲，多接
納別人不同之處，
關係也可和諧一點。

做個做個
受歡迎的人受歡迎的人

◆ 黃美嫦

很
多
人
把
「
仁
」
稱

為
儒
家
思
想
的
內
核
，
從

倫
理
道
德
上
說
，
這
當
然

是
有
道
理
的
。
但
儒
學
並

不
只
是
倫
理
道
德
的
學

說
，
它
是
和
西
方
的
宗

教
、
倫
理
和
哲
學
都
可
以

對
話
的
一
個
龐
大
的
思
想

體
系
。
談
宗
教
就
要
談

「
天
」、
談
「
天
命
」；
談

哲
學
，
就
要
講「
誠
」了
。

這
個
「
誠
」
字
，
是
儒
家

思
想
體
系
中
的
一
個
很
關

鍵
的
概
念
。

「
誠
」
是
儒
家
思
想

的
世
界
觀
：「
誠
者
，
物

之
終
始
，
不
誠
無
物
。
」

在
儒
家
看
來
，
沒
有
了

「
誠
」
，

就
沒
有
了

一
切
，

一
切
都
依
「
誠
」
而
存
在

的
。「
誠
」
就
是
「
真
」，

客
觀
的
存
在
。「
成
己
，

仁
也
；
成
物
，
知
也
。
」

意
思
是
說
：
順
應
天
道
自

由
的
發
展
自
我
、
完
善
自

我
，
充
分
地
體
現
自
己
的

存
在
，
就
是
「
仁
」；
認

識
事
物
的
發
展
規
律
，
就

是
智
慧
。
說
到
這
裏
，
大

家
就
應
明
白
了
，「
誠
」

等
同
於
現
代
意
義
上
的

「
真
理
」
。「
誠
」
的
概
念

既
是
真
理
，
也
是
客
觀
事

實
本
身
。儒家

的
哲
學
觀
就
是

用
「
真
理
」（
誠
）來
串
連

起
天
人
合
一
的
理
念
的
。

「
我
」
的
存
在
和
世
界
的
存

在
都
是
依
於「
真
理
」（
誠
）

而
存
在
的
。
率
性
從
道
，

做
真
實
的
自
我
。「
誠
者

非
自
誠
己
而
已
也
，
所
以

成
物
也
。
」
儒
者
不
應
只

內
求
心
性
，
還
要
外
明
事

物
之
理
。
要
做
到
科
學
理

性
地
對
待
物
的
世
界
，
就

要
「
博
學
之
，
審
問
之
，

慎
思
之
，
明
辨
之
，
篤
行

之
。
」
要
做
到
合
理
地
處

理
好
和
他
人
的
關
係
，
就

要
體
己
惜
人
。

「
誠
」
的
徹
底
認
知

是
不
可
能
的
，「
雖
聖
人

亦
有
所
不
知
焉
」，「
天
下

國
家
可
均
也
，
爵
祿
可
辭

也
，
白
刃
可
蹈
也
，
中
庸

不
可
能
也
」，
一
旦
進
入

化
境
，
則
「
至
誠
之
道
，

可
以
前
知
」
。
所
以
，
明

事
物
之
理
，
也
必
能
依
其

規
律
，
斷
其
未
來
。

三味書屋三味書屋
◆ 岑家雄

長
者
的
假
牙
，
是

他
們
的
「
隨
身
嚼
」
。
和

「
隨
身
聽
」
一
樣
，
特
色

就
是
可
以
跟
身
，
去
到
哪

戴
到
哪
，
既
方
便
，
又

好
使
好
用
。
不
過
，
長

者
除
了
假
牙
這
類
實
用
性

的
生
活
必
需
品
外
，
其
實

還
有
很
多
跟
身
的
物
品
，

一
些
在
別
人
眼
中
一
點
都

不
重
要
的
跟
身
物
品
，
卻

可
能
都
是
他
們
的
命
根
；

例
如
一
張
殘
舊
的
相
片
、

一
枚
不
值
錢
的
介
子
、
甚

至
是
一
張
發
黃
的
爛
紙
，

這
些
在
別
人
看
來
都
是
可

以
丟
掉
的
東
西
，
在
長
者

心
中
所
佔
的
份
量
，
就
可

能
比
丟
了
假
牙
同
等
重
要

或
更
甚
。
特
別
是
對
長
者

情
緒
的
影
響
，
根
本
是
完

全
不
能
估
計
，
千
萬
不
要

用
我
們
的
標
準
去
衡
量
這

些
物
品
的
價
值
，
切
勿

「
不
問
自
丟
」
。
所
謂
愛

屋
及
烏
，
如
果
我
們
疼
愛

家
中
的
長
者
，
也
應
對
他

們
跟
身
寶
物
加
以
照
顧
。

大耆積大耆積
◆ 王浩鈞

三
文

治
人
，
被

看
見
的
時
候
，
同
時
消

失
。
看
見
的
是
他
身
上
的

廣
告
，
消
失
的
是
他
自
己
。

所
以
兒
子
並
不
認

得
父
親
。
我
說
的
是
黃
春

明
的
《
兒
子
的
大
玩

偶
》。
主
角
坤
樹
是
一
個

可
憐
的
男
人
，
大
熱
天

時
，
頂
著
廣
告
牌
遊
街
，

人
們
並
不
知
道
他
的
名

字
，
就
叫
他「
廣
告
的
」
。

時
代
進
步
，
這「
廣

告
的
」
活
當
並
沒
有
消

失
。
如
果
傳
統
「
三
文
治

人
」（sandw

ich m
an

）是

身
前
身
後
掛
著
廣
告
牌
，

現
在
的
人
肉
招
牌
更
是
密

封
的
。
是H

otdog

不
是

Sandw
ich

。
可
以
給
他

們
一
個
新
名
字
，
叫
「
熱

狗
人
」
。
康
莊
的
柏
麗

大
道
上
出
現
「
飲
料

樽
」，
彌
敦
道
上
出
現「
大

腳
板
」，SO

G
O

門
前
出

現
「
吉
列
豚
肉
」，
其
實

都
是
密
封
的
「
熱
狗

人
」
。
太
陽
足
以
燒
焦
柏

油
路
，「
工
作
的
枯
燥
與

可
笑
，
激
人
欲
狂
」
。

街
道
是
他

的
辦
公
室
，
身

體
是
他
的
唯
一

本
錢
。
密
封
有

密
封
的
好
，
不

用
你
看
見
，
保

住
稀
薄
的
尊
嚴
。

思
想
家
班
雅
明

說
：
「
真
正
的

『
受
薪
城
市
遊
蕩

者
』（salaried 

flaneur

）是
三
文

治
人
。
」
我
卻
懷

疑
，
熱
狗
人
不

過
原
地
踏
步
，

連
遊
蕩
都
說
不
上
。

奇
怪
是
路
人
神

情
的
漠
然
，
奇
異
廣
告

沒
能
引
來
注
視
。
也

許
，
視
而
不
見
是
城
市
人

的
特
性
。
也
許
，
其
實

每
一
個
人
都
是
「
廣
告

的
」，
只
差
戴
著
的
是
紙

板
，
還
是
面
具
。

想
想
，
熱
狗
人
不

獨
在
街
頭
，
在
繽
紛
歡
樂

的
迪
士
尼
，
亦
有
很
多
。

愛老言老愛老言老
◆ 邱可珍

同心圓同心圓
◆ 李錦洪

上
星
期
日
中
午
，
應

校
友
會
李
同
學
電
約
，
茶

敘
於
美
孚
新
邨
百
樂
門
酒

樓
。

八
男
五
女
共
十
三
位

老
同
學
出
席
。
畢
業

五
十
五
年
後
能
再
聚
首
，

實
一
快
事
也
。
除
了
我
，

他
們
都
經
常
有
聯
絡
的
，

在
他
們
當
中
我
彷
如
新
丁

一
名
。
各
人
皆
年
過
七
十

矣
，
莫
不
慨
歎
時
光
之
易

逝
！

大
家
談
起
當
年
的
同

窗
往
事
，
越
說
越
興
奮
，

大
有
返
老
還
我
青
春
之

勢
，
樂
不
可
支
！
聊
到
近

況
，
各
人
都
已
退
休
安
享

晚
年
，
子
女
也
成
家
立

業
，
閒
來
弄
孫
為
樂
，
與

知
己
故
舊
聯
誼
，
更
不
忘

互
通
養
生
之
道
，
也
有
遺

憾
之
事
，
如
某
老
師
如
何

如
何
辭
世
，
某
某
同
學
也

已
離
去
…
…

任
校
友
會
幹
事
的

高
同
學
即
席
邀
我
入
會
，

交
一
百
元
會
費
便
成
為
永

遠
會
員
，
日
後
校
友
會

的
活
動
都
希
望
我
參
與
，

校
友
會
還
有
不
少
學
弟
學

妹
的
，
每
年
的
校
慶
，

節
慶
活

動
，
濟

濟

一

堂

，

好
不
熱

鬧
！

老有所思老有所思
◆ 黃翠雲

「媽媽，我的護照不
見了……」話說十歲兒子
的「小學生自由行」結束在
即，我一心盼著重逢，誰
料晴天霹靂！我先令自己
鎮定下來，再告訴兒子不
必擔心，他只需繼續留在
寄住媽媽家裏，其他一切
我會安排妥當。向兒子的
英國寄養媽媽了解情況之
後，我和丈夫一早編織好
的安全網，終於派上用場。

航空公司、銀行、保
險公司、倫敦親戚……一
通又一通的電話打好，正
想把緊急應變措施告訴兒
子，這時候手機響起，

又是兒子！
「媽媽，找到了！我

和費德力遜太太去了警署
報失護照，回到家中我就
找到了！」兒子興奮得不
斷叫「好嘢！」，我彷彿看
到他那手舞足蹈的可愛模
樣。

原來當兒子聽到媽媽
說一切應變措施都在安排
中，心開始定下來。上了
警局回到家中，他開始在
腦海中「播帶」，回想自己
何時拿過護照出來。他記
得就只在到達寄住家庭的
第一天見過自己的護照，
再也沒有出現過。就憑着

這一點，兒子把搜索範圍
鎖定在自己的臥房，果
然，我這常被「沒正經媽
媽」喚作「福爾摩 D 」的
兒子，最後在他的俄羅斯
同房女牀底找到了自己的
護照！

待他回來之後，才鉅
細無遺地將他如何「案件
重組」一五一十地說出來：

「回想第一天我和俄羅斯同
學把睡牀當彈牀跳，想到
這裏，我望望跳的時候東
西彈起再跌在地上的角
度……」

至此，「狠媽媽」的
報應夠了吧？還沒有！

樂湊孫樂湊孫
懶智慧懶智慧

◆ 黃曉紅

 

◆  

奕
　
琪

萬 象 更 新 五 福 臨 門

跟
身
寶
物

耆
英
之
約

論

大家唱大家唱
調：普世歡騰
詞：梁　愛

恭喜發財，利是逗來，
全地，萬民，歡呼，
龍馬精神，身體健康，
祝你萬事如意，祝你萬事如意，
祝你，祝你，萬事如意。

兒時舊話兒時舊話
◆ 潘國靈

三
文
治
人

包容的我的
「捨」與「得」（下）

《松柏之聲 》是全球
華人社會中一份帶著使命
感，專為長者而設的報
紙，無論是報道或文章，
都圍繞著銀髮族而著墨，
滿載著智慧與溫情。

近年華人出版界亦有
探討老人學的論著，大多
從社會學角度出發，讀者
對象反而不是老人家，若
問我有甚麼好書好文，值
得向長者們推介，我第一
篇想到就是有中國幽默大
師林語堂所寫的「論老年
的來臨」。

記得在中學時代已愛
讀林語堂的作品，對這位
學貫中西的前輩，好生敬
重，他的女兒林太乙，曾

任全盛期《讀者文摘》的總
編，克紹箕裘，也屬難得。

想起這篇文章，應是
林語堂晚年作品，更能體
會老年豐碩的生命，他的
結語寫道︰「事實上沒有一
個人能阻止老年的來臨，
他只能欺騙自己，硬不承
認自己已漸漸衰老，反抗
自然是沒有用處的，一個
人還是爽爽快快地讓老年
來臨吧。人生的交響樂應
該以一個和平寧靜，物質
舒適和精神滿足的終曲為
結束，不應該以破鑼破鼓
的砰礡聲為結束。」

要細味文章的全部，
不妨上網搜尋，或借來一
讀。

對很多人來說，乘渡輪
是一份奢侈，不因為船費多
少，而是箇中閒情。以中
環碼頭來說，今時今日中環
渡輪碼頭搬得更遠，香港人
生活急趕，難免取近捨遠改
乘地車，但地車豈能比得上
乘渡輪的視野與氣度？那是
兩碼子事。

渡輪是最廉價的「時
光機」與「加油站」，管它

三五分鐘已令人走進時光隧
道，為昔日緬懷一番；或
為緊張生活開一線窗口，生
活多磨，乘一程渡輪，又
是一條好漢。

維多利亞港這個一度
令人驕傲的香港符號，只有
乘渡輪時才再被喚回；兩岸
景色已相當耐看，它比煙花
燦爛。有時候吹吹海風，
你明白甚麼叫心曠神怡。

渡輪是一代人的印
記，當年有天星小輪加價，
市民上街抗議，引發騷動，

那是當下年輕一代難以想像
的。今天渡輪是旅遊景點，
最懂欣賞的，許是外地遊
客，大都拿著照相機乘著

風，乘著海，拍過不亦樂乎。
我想起我的祖父母，

都曾在渡輪公司工作，那是
怎樣的美好歲月？

相交樂相交樂
◆ 文：阿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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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我阿珍自己都有孫，平
時去飲嘅梗係啲嫁女、娶新
袍嗰類啦。新郎新娘最多識
一個，周不時重剩係記得佢
細時個樣添。

家吓飲宴同以前有同有
唔同，一定有嘅就係睇影畫
戲，早十零年剩係一套，係
睇一對新人點樣由細個到大到
拍拖到拉埋天窗。我地啲
Uncle、Auntie 最興奮就係睇
番老友後生抱住個細佬個啲
相。嘩，眨吓眼就好多年囉！

呢幾年重多一套戲睇就
係啲兄弟團陪新郎去接新娘嘅
情形，或者係教堂舉行婚禮
嘅相。科技進步，可以即日
睇埋，幾方便！有時未開席
影嗰啲相未散席就派埋添，
夠晒效率。

去呢類飲宴有樣冇變嘅
就係打麻雀。國粹吖嘛！重
緊要過馬照跑、舞照跳啦。
我又發現一樣，打麻雀都係
其次，四個老友聚埋搏命傾
偈至係最緊要。到埋席，就
更加講唔停。

咁又係噃，有啲中學同

學平時冇乜機會
見 ， 難得成班一
齊，點會唔傾到鷄啄
唔斷呢。講一大爛餐

讀書之時嘅嘢，大家都
好開心。雖然食咗啲唔係好
健康嘅炸子鷄落肚，嗰啲開
懷大笑嘅益處睇怕可以彌補番
啲啩。於是嘩鬼就話，下次
唔好等到飲至見嘞，約埋去
行山啦，又可以傾番夠本嘞。
個搞手話，好難約噃。點知
一問，原來十個人有八個都
有 What’s App，噤掣就可以
一齊討論夾日期，咁就方便
得多喎。

咦，乜咁正嘅嘢都有？
一定要學吓先，傾偈大過天
呀！

珍嬸月記珍嬸月記
◆ 珍　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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