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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奕　琪

回味無窮《老夫子》
「 耐 人 尋

味 」的《老夫
子 》原作者王

家禧於 2017 年元旦日在美國逝世
了。享年93歲，可說是天壽之年。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他的作品陪伴
著我們兄弟姊妹成長，還記得漫畫
出版當天，老爸帶著書本回家中
時，兄弟也曾為求優先搶看而大打
出手！王家禧的漫畫人物造型獨特 
— 老夫子的長衫、馬掛與卜帽，
又肥又矮的大番薯及瀟洒的秦先生
等等，都使人印象難忘。

至於《老夫子》的故事內容，

更是集幽默諷刺，言之有物，可謂
圖文並茂，引人入勝！畫像動作精
簡顯淺已能帶出整個故事內容，加
上標題都是四字成語，使人從中學
習了不少精警詞句，當中
不乏語帶相關。王家禧以
兒子王澤的名字為筆名，
出版了一系列深入民心，
內容豐富兼攪笑吸引，講
述當時民生艱苦，人民缺
乏娛樂的生活：老夫子利
用各種方法對付社會上的
惡霸和飛仔，內容非常貼
地；並成為當時銷量至高

的漫畫讀物，而且更廣傳至台灣及
東南亞等各地！希望他的兒子能順
理成章地接棒下去，繼續承傳他的
漫畫作品，發揚光大吧！

相交樂相交樂
◆ 文：阿展媽媽

 圖：敏　　怡

踏入丁
酉 雞 年 ，

先祝《松栢之聲》諸位讀者身體
健康、心想事成。講到「雞」，
公雞是古時的鬧鐘，每天天光
就「喔喔喔」地啼叫，喚醒人們
上學上班，當然隨着時代進步，
今時今日「聞雞起舞」的人少之
有少，但雞隻仍是人類的好朋
友。

在古代，雞是農家必養的
家禽，如果家中養得起雞，就
代表糧食豐足，因為養雞要用
粟米稻穀，如果農民沒有餘糧，

哪可能餵飽雞隻？漸漸地，能
否養雞，甚至是否吃得起雞肉，
就成為衡量人們物質生活是否充
裕的重要指標了。

白切雞、豉油雞、炸子
雞…… 全部都是以雞為主題的
菜式，傳統中國人每逢節慶，
都要烹煮雞隻來慶祝，一來酬
神，二來滿足口腹之慾，三來
就是要客人顯示自己有能力養
雞，是展現生活素質的方式。

西方人同樣愛吃雞，他們
更認為感冒時喝碗雞湯能紓緩病
情，這個說法跟東方人有異，

我沒有刻意去嘗試，真不知
哪個說法才算正統。除了填
飽肚子，「雞湯」亦成為治
療內心、提供個人素養的同

義詞，外國流行的《心靈雞湯》
書籍，透過篇幅簡短的小故事，
跟讀者分享做人處世的道理。
我當年獲得老師送上一本《心靈
雞湯》，結果成為學習英文的良
伴，至今仍好好保存着那本書。

或許是人類吃雞太多，每
年到了五月四日就是「國際愛雞
日」，發起的組織呼籲大家要在
五月好好對待這些好朋友，畢
竟牠們對人類也作出不少貢獻，

「犧牲」也實在太多了。團體呼
籲大家要為雞隻開個派對，跑
到街上派發傳單，號召更多人

加入愛護雞隻的行列，想起來
有點傻，但確實有這個節日存
在。

很多人喜歡吃雞，我卻是
一個例外。我不吃新鮮雞和原隻
斬件上碟的雞，並非「不喜歡」
而是「抗拒」，每逢酒宴，當侍應
捧上炸子雞時，也代表我可以稍
作休息了。為甚麼我這麼討厭吃
雞呢？首先我不喜歡有骨的食
物，其次是不喜歡那味道，當然
這是心理作祟，試過有朋友叫我
試一口炸子雞，他們都盛讚那道
雞「好滑、好好食」，我真的夾了
一片雞似肉放入口，但結果是嚼
了十分鐘，仍然無辦法吞下去。
朋友笑說我「唔識貨」，我卻說我
根本不想吃，何來「唔識貨」？

餘暉無限好餘暉無限好
◆ 鄧駿暉

年
晚
書
法
班

寫
春
聯
及
揮
春
，

大
家
都
習
慣
寫
一
些

寓
意
吉
祥
的
字
句
。

恭
喜
發
財
、
心
想

事
成
、
出
入
平
安
、

身
壯
力
健
、
財
源

廣
進
這
些
已
是
基
本

法
。
大
家
對
新
一

年
的
來
臨
都
抱
着
滿

懷
希
冀
，
都
想
天

從
人
願
。
我
們
習

慣
要
「
達
標
」，
可

是
有
了
願
望
，
人

就
會
緊
張
等
待
結
果

的
時
光
，
這
多
少

都
會
有
點
不
自
在
。

人
要
自
在
，
反
而

是
順
其
自
然
，
不

求
最
自
在
。
像
一

個
師
兄
即
席
揮
毫
：

「
不
須
着
意
求
佳

景
，
自
有
奇
逢
應

早
春
。
」，
這
對
聯

的
作
者
寫
得
真
好
，

不
着
意
，
人
就
自

在
。
現
在
世
界
各

國
關
係
越
來
越
緊

張
，
人
民
的
生
活

也
變
得
誠
惶
誠
恐
，

即
使
條
件
不
太
差
，

但
總
覺
得
強
差
人

意
。
說
白
了
，
就

是
太
着
意
，
生
活

得
太
用
力
。
試
一

試
在
做
事
情
時
不
問

去
向
、
不
問
成
果
，

只
管
「
白
做
」，
我

相
信
，
所
謂
「
自
有

奇
逢
應
早
春
」，
就

是
你
騰
給
奇
蹟
一
個

空
間
，
讓
它
自
自

然
然
現
身
而
已
。

忽發耆想忽發耆想
◆ 王浩鈞

雞
在
十
二
生
肖
被
稱

為
「
德
禽
」
，
賦
予
雞

「
文
、
武
、
勇
、
仁
、
信
」

五
德
。
雞
眼
睛
的
瞳
孔
很

大
，
人
注
視
牠
時
，
可
以

反
映
出
人
縮
小
的
影
像
，

好
像
又
出
現
一
個
瞳
孔
一

樣
，
所
以
雞
又
叫
「
重
明

鳥
」
。話

說
遠
古
時
，
天
上

有
十
二
對
太
陽
和
月
亮
，

白
天
太
陽
把
大
地
都
烤
裂

了
，
到
了
晚
上
又
冷
得

很
，
人
們
幾
乎
無
法
生

活
。
後
來
，
神
射
手
后
羿

射
下
了
十
一
對
太
陽
和
月

亮
，
嚇
得
剩
下
的
那
對
也

躲
了
起
來
。
沒
有
了
光

明
，
大
地
一
片
漆
黑
。

這
時
候
，
人
們
派
大

公
雞
去
請
太
陽
和
月
亮
，

公
雞
對
他
們
說
︰「
我
保

證
神
射
手
不
會
再
射
殺
你

們
了
。
」
太
陽
要
求
說
︰

「
每
天
早
晨
，
你
必
須
和

我
一
起
起
來
，
提
醒
人
們

你
的
許
諾
。
」
此
後
，
每

天
太
陽
一
升
起
，
大
公
雞

就
喊
︰「
我
保
證
、
我
保

證
。
」
玉
帝
很
感
動
，
特

別
給
公
雞
一
朵
大
紅
花
，

讓
牠
戴
在
頭
上
，
公
雞
比

以
前
更
漂
亮
了
。
公
雞
也

知
道
了
選
生
肖
的
事
，
但

是
想
到
牠
對
太
陽
的
承

諾
，
只
好
等
天
亮
後
再
去
。

第
二
天
，
天
還
未

亮
，
許
多
動
物
爭
先
恐
後

的
跑
出
去
，
使
公
雞
很
著

急
了
。
天
邊
終
於
出
現
了

一
絲
亮
光
，
公
雞
迫
不
及

待
的
喊
了
一
句
︰「
我
保

證
。
」
然
後
就
飛
快
往
外

跑
，
與
小
狗
撞
個
正
著
，

公
雞
趁
機
跳
上
小
狗
的

背
。
小
狗
本
來
跑
得
很

快
，
但
是
背
個
大
公
雞
，

很
快
就
累
了
。
眼
看
快
到

天
宮
時
，
公
雞
怕
小
狗
搶

先
，
便
拍
著
翅
膀
飛
進
了

天
宮
的
大
門
。
小
狗
心
裏

很
不
是
滋
味
，
從
此
和
公

雞
成
了
冤
家
對
頭
。

 

各
位
老
友
記
，
雞

年
已
到
，
這
個
有
趣
的
故

事
，
閒
來
不
妨
說
說
給
孫

兒
們
聽
聽
，
逗
他
們
開

心
。
並
祝
各
位
雞
年
好

運
，
吉
祥
如
意
！

老有所思老有所思
◆ 黃翠雲

長壽
秘笈

香港成為全球最
多長壽人口社會，本地
並沒有認真的跟進，反
而日本厚生勞動省對此
深表關注，作出初步的
假設。主要分析出三點
原因，首先是香港人藥
食同源的湯水文化，第
二是廣東人習慣清蒸烚
煑，清淡烹調；第三
是廉價而高水平的社會
醫療系統和較低吸煙
率。

一直以來，日本
人多享長壽，如今竟然
為香港趕過，難怪要探
討箇中原因， 以上分析
亦言之成理；反而港人

較小領會，一切習以

為常。
較為難解讀是港

人工時長，壓力大，
卻未影響壽命長短，我
們更毋須自怨自艾，能
樂天知命，隨遇而安，
應該有助健康身心。

福祿壽乃中國人
嚮往之福氣，但高齡化
又帶來資源分配與社會
承擔問題，日本正進入
處境的高峯。

香港的退休保障
比不上日本，高齡社會
存在不少問題，然而凡
事經濟掛帥，好事多
磨，何不自求多福，
以感恩度日！身居香
港，亦當知福。

同心圓同心圓
◆ 李錦洪

看
到
或
聽
到
「
老
」

字
時
，
一
般
人
多
半
會
想

起
「
老
人
」
或
「
老
年
」，

雖
然
不
致
出
現
負
面
思
想
，

但
腦
海
總
覺
「
老
」
代
表
暮

氣
沉
沉
或
沒
有
用
的
意
思
。

其
實
「
老
」
字
跟
每

個
人
一
生
有
關
，
而
且
年

紀
很
小
便
已
曉
得
用
這
個

字
，
筆
者
那
一
代
的
孩
子

習
慣
稱
爸
爸
作
「
老
竇
」、

媽
媽
則
喚
作
「
老
媽
」
。

「
老
友
」
代
表
感
情
要

好
的
朋
友
，
甚
麼
事
情
都

可
以
坦
誠
分
享
，
而
且
互

相
支
援
。
老
友
跟
年
紀
無

關
，
年
紀
雖
然
小
小
同
樣

有
老
友
。廣東

人
習
慣
稱
夫
妻

為
「
老
公
」
和
「
老
婆
」
。

夫
妻
雖
然
希
望
白
頭
偕

老
，「
老
」
了
便
更
珍
惜
身

旁
另
一
半
，「
老
伴
」
就
是

這
個
意
思
。

長
者
一
定
要
注

意
飲
食
和
健
康
，
然

後
才
能
「
老
」
當
益

壯
，
身
體
孱
弱
又
受

疾
病
折
磨
的
話
，
只

會
成
為
家
人
的
負
擔
，
自

己
也
活
得
不
開
心
。

不
難
發
現
長
者
最
開

心
是
有
第
三
代
，
只
要
看

著
孫
兒
女
便
笑
逐
顏
開
，

為
他
們
做
甚
麼
都
可
。

踏
入
銀
髮
階
段
，
人

人
都
希
望
擁
有
三
老 —

 

老

伴
、
老
友
和
老
本
。「
老

本
」
是
指
有
儲
蓄
。
擁
有

三
老
當
然
生
活
無
憂
，
但

不
是
人
人
都
那
麼
幸
運
！

愛老言老愛老言老
◆ 邱可珍

老 未過
年 已 經

有好節目喇！細仔神通廣
大，買到啲超平四十蚊
飛，於是一家人浩浩蕩蕩
去海洋公園。上次去都好
多年前嘞，梗係變咗好多
啦。乖孫算乖，冇嫌曬冇
嫌排隊，睇動物表演就最
開心。不過，講真吖，真
係好迫人。所以到咁上下
我就坐低抖抖，等啲後生
自己去玩嘞。冇得恃㗎

嘛，對腳就最公道。
咁查實已經好方便，

唔使行一餐，搭地鐵話咁
快就到，重係無人駕駛，
可以企喺車頭睇住長一長
嘅隧道，出嚟就係條架空
軌。有得睇風景。細仔就
笑我大鄉里。機場不嬲都
有無人駕駛列車㗎啦，用
電腦控制嘛！

老公即刻就加口嘞，
而家揸飛機都係用電腦多
過用人喇，安全啲，冇咁

易犯錯吖嘛。跟
住大家就一齊諗起
早排嗰架翻側嘅大
巴士嘞。聽講個司

機好似暈一暈，所以架車
失控喎。咁係未如果架巴
士有加啲電腦控制就冇咁
易出事呢？真係唔知嘞。

阿女話，上次去日
本，喺酒店大堂有個機械
人同佢打招呼，有問有答，
即係電腦控制啦。原來日
本因為人口愈嚟愈少，所
以要搵機械人幫手喎。

嘩，電腦神通廣大，
真係要識多啲，預備適應
喇！

珍嬸月記珍嬸月記
◆ 珍　嬸

「
麻
雀
」
是
傳
統
中

國
娛
樂
消
遣
的
一
大
玩

意
，
不
論
大
時
大
節
或

是
平
日
閒
來
無
事
，
不

少
人
總
愛
「
打
返
兩

圈
」！ 六

、
七
十
年
代
講

求
一
門
手
藝
，
老
人
家

常
說
，
有
門
手
藝
就
能

餬
口
，
而
手
雕
麻
雀
正

是
其
一
！
時
至
現
在
，

雖
然
一
代
傳
一
代
對
麻

雀
的
熱
情
不
減
，
但
隨

著
時
代
轉
變
，
傳
統
麻

雀
工
藝
已
逐
漸
式
微
。

記
得
早
在
數
年
前
也
有

報
導
指
出
，
香
港
賣
麻

雀
的
店
舖
及
手
雕
麻
雀

師
傅
已
碩
果
僅
存
。
說

的
也
是
，
自
生
產
過
程

現
代
化
，
至
後
來
有
電

動
麻
雀
機
的
出
現
，
到

今
時
今
日
遊
戲
電
子

化
，
莫
論
是
一
副
麻

雀
，
即
使
雀
友
不
齊

腳
，
要
打
牌
也
不
再
是

難
事
。事

實
上
，
走
進
科

技
網
絡
的
時
代
，
不
只

是
手
雕
麻
雀
，
很
多
傳

統
工
藝
及
行
業
彷
彿
也

正
進
入
夕
陽
時
間
。
不

過
，
幸
而
社
會
近
年
不

斷
提
倡
保
育
文
化
，
不

少
團
體
積
極
把
各
項
工

藝
技
術
傳
承
下
代
，
而

當
中
亦
有
年
青
人
願
意

投
入
學
習
，
並
融
入
新

時
代
設
計
，
期
望
令
文

化
藝
術
繼
續
傳
承
下

去
！
事
實
上
，
我
們
也

喜
歡
懷
舊
；
時
勢
使

然
，「
變
」
是
定
律
，
但

在
我
們
享
受
社
會
進
步

的
同
時
，
不
妨
也
多
欣

賞
、
關
心
、
接
觸
身
邊

的
舊
有
文
化
藝
術
，
傳

承
下
代
，
不
要
待
聞
有

老
店
結
束
、
結
業
的
消

息
才
去
了
解
一
次
吧
！

李小
姐長嘆一

聲，眾老友記：「有心事
嗎？」李小姐：「我真係好
心酸呀…… 」馬太：「莫非
伯 母 嘅 認 知 障 礙 症 惡 化
咗？」李小姐：「唔係，你
哋都知，佢跟我大佬一家同
住，昨日我去探佢，見佢哋
一家人有講有笑，但就當阿
媽透明，難為阿媽為頭家任
勞任怨，無私奉獻咗幾十
年……」

「你媽咪有冇因此覺得
唔開心？」胡小姐問，李小
姐：「似乎無嘞，佢成世人
都好知足，況且家陣冇記
性，即使唔開心可能轉頭就

唔記得啦。」陳伯：「對佢

而言又未嘗不是好事。」李
小姐：「但我冷眼旁觀就好
唔開心囉！」

胡小姐：「別難過，最
重要是她的情緒冇異樣，不
覺得難受。假如你察覺她情
緒低落，就要多加留意嘞。」
馬太：「當仔女長大，有自
己家庭同下一代，父母就變
得唔重要，我都係你阿媽嘅
翻版，有時同啲仔孫去飲
茶，真係好似搭檯咁。」

秦先生：「係咪佢哋同
你有代溝呀？」陳伯：「代
溝總會有，但都好應該尊重
同關心吓長輩啫……」胡小
姐：「仔孫未必有心冷待長
輩，但容易忽略卻十分普
遍……」

做個做個
受歡迎的人受歡迎的人

◆ 黃美嫦

一
家
生
意
很
好
的

點
心
店
門
口
來
了
一
個
乞

丐
，
他
衣
衫
襤
褸
，
渾

身
散
發
著
一
種
怪
味
，
當

他
畏
縮
著
走
到
蒸
點
心
的

大
爐
子
前
時
，
周
圍
的
客

人
都
皺
眉
掩
鼻
，
露
出
嫌

惡
的
神
色
。
伙
計
急
忙
斥

責
乞
丐
要
他
滾
開
，
乞
丐

卻
拿
出
幾
張
髒
乎
乎
的
小

面
額
鈔
票
，
說
：「
今
天

我
不
是
來
乞
討
的
，
聽
說

這
裡
的
點
心
好
吃
，
我
也

想
嘗
嘗
。
我
已
經
想
了
好

久
，
好
不
容
易
才
湊
到
這

些
錢
。
」
店
老
闆
目
睹
這

一
幕
，
馬
上
走
上
前
十
分

恭
敬
地
將
兩
個
熱
氣
騰
騰

的
點
心
遞
給
乞
丐
，
並
深

深
地
向
他
鞠
了
一
躬
，

說
：「
多
謝
關
照
，
歡
迎

再
次
光
臨
！
」

在
這
之
前
，
無
論

多
麼
尊
貴
的
客
人
來
買
點

心
，
店
老
闆
都
交
給
伙

計
們
招
呼
；
可
今
天
他
卻

親
自
招
呼
客
人
，
對
他

畢
恭
畢
敬
，
而
這
個
客

人
卻
是
一
個
乞
丐
！
店
老

闆
解
釋
說
：「
那
些
常
來

光
顧
我
們
店
的
顧
客
，

當
然
歡
迎
，
但
他
們
都

是
有
錢
人
，
買
幾
個
點

心
是
一
件
很
容
易
也
很
平

常
的
事
。
今
天
來
的
這

位
客
人
雖
然
是
位
乞
丐
，

卻
與
眾
不
同
，
他
為
了

品
嘗
我
們
的
點
心
，
不

惜
花
很
長
時
間
討
得
的
一

點
錢
，
實
在
是
難
得
之

至
，
我
不
親
自
為
他
服

務
怎
麼
對
得
起
他
的
這
份

厚
愛
？
」

「
既
然
如
此
，
為
什

麼
要
收
他
的
錢
呢
？
」
旁

邊
的
孫
子
不
解
地
問
。
老

闆
笑
笑
說
：「
他
今
天
是

以
客
人
身
份
來
，
不
是
來

討
飯
的
，
應
當
尊
重
他
。

如
果
不
收
他
的
錢
，
豈
不

是
對
他
的
侮
辱
？
我
們
一

定
要
記
住
，
要
尊
重
我
們

的
每
一
個
顧
客
，
哪
怕
他

是
一
個
乞
丐
。
」

可
以
想
像
，
這
裡

的
「
尊
重
」
絕
不
是
社
交

場
合
的
禮
貌
，
而
是
來
自

於
人
心
深
處
對
另
一
個
生

命
深
切
的
理
解
、
關
愛
、

體
諒
與
敬
重
，
這
樣
的
尊

重
絕
不
含
有
任
何
功
利
的

色
彩
，
也
不
受
任
何
身
份

地
位
的
影
響
；
惟
其
如

此
，
才
最
純
粹
最
質
樸
也

最
值
得
回
報
。
現
今
社

會
，
大
部
份
人
最「
尊
重
」

的
是
自
己
，
從
自
我
育
成

的
唯
我
獨
尊
，
往
往
對
別

人
視
若
無
睹
，
看
來
大
家

要
多
向
店
老
闆
學
習
在
心

深
處
對
另
一
個
生
命
深
切

的
理
解
、
關
愛
、
體
諒

與
敬
重
。

三味書屋三味書屋
◆ 岑家雄

最近夏德建師傅在石硤尾
一個社區中心教長者舞大旗，
我去採訪時認識了年過八十
的金卿婆婆，她活力過人，
充滿着正能量！   金
卿婆婆隨夏師傅耍大旗有板
有眼，不消三堂已經上手。
比她年輕的隊友更耍得輕鬆，
並被選拔在表演中與另一隊
友耍雙旗表演，令人擊掌叫
好。她一直表現雀躍，也主
動教隊友如何用柔力的技術
耍旗。

別以為金卿身體一直強
健，其實兩年前她也嘗過腳
痛不適的滋味。每次提起她
都表示當日苦況不足為外人

道。當時腳痛得不能
動彈，手也舉不起，
起居生活也感困難，
幸得她的先生照顧。記得發
作最嚴重的一次送急症室。
當時痛不欲生。但回頭一想：

「我要是死了，先生怎辦啊？
又記掛着三個兒子，四個孫
兒，於是對自己說：一定要
堅強啊。」

出院後開始做物理治
療，然後堅持做運動，往中
心踏健身單車，又在家踢腿。
後來她嘗試參加中心的各種活
動。不久前夏師傅到中心來教
舞龍，她立即參加，之後也
曾跟着師傅周圍去表演，得過

不少獎項。近日師傅教耍旗，
她又第一時間參加。耍旗要用
腕力，她也應付裕如。

金卿每天從長沙灣步行
到石硤尾四個社區中心，參
與不同的活動，打鼓、柔力
球、雜耍，沒有一樣難倒她。
回想之前飽受痛症之苦，幸
好她樂意積極面對，經一番
努力，今天她自言：「現在瓣
瓣都做到，真是開心！」，
身邊的人都被她的活力感染，
見到她都給她十個 L I K E

（讚）！

◆ 吳之瑩

玩
意
依
舊
，
手
藝
失
傳
？

被忽略的人

關
愛
、
體
諒
與
敬
重

電腦世界

字裡留情字裡留情
◆ 鍾　怡

只

管

留

白

•	金卿是夏德建師傅的長者「徒弟」，
跟隨他學習舞龍和耍旗。

長者之歌長者之歌
調：過大橋
詞：冰　虹

快樂永伴隨
新歌高唱又擘咀，全力唱，不怕力氣衰，
歌聲優美受讚許，令人覺心都醉。
紅男綠女共來賀派對，聯同共舞歌唱一對對，
重有耆老又來共進退，大眾開心多風趣，
獻力（服務）社群，一於努力向前莫退，
更願世人，一世快樂永伴隨。

雞 年雜談

雞
年
談
趣

玩
意
依
舊
，
手
藝
失
傳
？

活
力
婆
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