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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
廣 記 卷

七十五，記載潘老人這個長者的
故事：唐代元和年間，嵩山少林寺
來了一位投宿的柱杖老人，姓潘，
故和尚都稱他潘老人。

少林寺房內空洞簡樸，膳飲
欠奉。誰知道在二更時分，和
尚們發現潘老用的褥被帳十
分華貴，而且還正享用豪華酒
席。到了五更時分，潘老把
帳酒席全收拾入一個拳頭大的
葫蘆，空洞寺房還原本來面
目，眾和尚驚訝得目定口呆。

潘老人的豐盛葫蘆確是
令人驚訝讚嘆。筆者卻認為不
用驚奇。其實，在我們每一位
松柏長者都保有一個豐盛的葫

蘆，內裏所裝載的都會令人驚訝得
目定口呆—那就是我們一眾松柏
長者在退休前為社會人群所作的貢
獻。不論職位高低與否、不論地立
顯赫與否，每個人對社會人群所作
的貢，都是豐盛葫蘆內的法寶，
令人驚訝、讚頌。

活著便精彩活著便精彩
◆ 黃勵強

中
國

傳
統
都
是
由
父
母
或
祖
父
輩

命
名
的
。
有
些
是
父
母
即
興

之
作
，
有
些
是
「
未
生
仔
，

先
安
名
」，
由
祖
輩
命
定
族
譜

宗
系
各
派
冠
以
名
稱
，
以
輩

份
排
行
字
派
。（
我
們
子
女
的

名
字
卻
是
按
我
們
的
情
意
而

定
的
。
）記得

媳
婦
曾
要
求
我
以

「
知
足
常
樂
」
為
其
兒
女
取
個

有
意
義
的
名
字
。
以
「
知
足

常
樂
」
配
搭
出
一
個
優
雅
脫
俗

而
有
意
思
，
又
要
配
合
姓
名

學
訣
要
的
名
字
，
難
矣
！
但

是
，「
知
足
常
樂
」
這
句
話
常

在
我
心
中
，
也
體
會
到
媳
婦

對
人
生
的
看
法
。

紀
伯
倫
的
論
說
︱
︱
超

過
需
要
的
富
足
，
是
一
種
永

久
性
的
疾
病
。
他
的
意
思
是

說
，
我
們
固
然
需
要
金
錢
去

支
應
我
們
的
生
活
開
支
，
但

這
個
「
需
要
」
應
該
只
是
單
純

地
建
立
在
可
「
支
應
開
支
」
就

足
夠
了
。
超
過
了
這
個
需
要
，

就
是
一
種
疾
病
。

希
臘
神
話
︱
︱
普
羅
米

修
斯
未
經
天
帝
宙
斯
允
許
，

創
造
了
人
類
，
宙
斯
大
怒
，

把
他
綁
在
高
加
索
山
上
，
又

命
令
農
神
塞
蕾
絲
將
兩
顆
毒

種
籽
「
不
滿
」
和
「
厭
足
」
種

進
人
們
的
心
中
，
於
是
人
類

從
此
陷
入
了
痛
苦
的
循
環

中
。
先
是
為
了
「
不
滿
」
而
痛

苦
，
汲
汲
於
追
求
感
官
上
的

滿
足
，
可
是
一
旦
目
標
達

到
，「
厭
足
」
的
毒
性
就
開
始

發
作
，
覺
得
所
得
到
的
東
西

都
索
然
無
味
。

普
羅
米
修
斯
從
高
加
索

山
上
逃
脫
後
，
看
見
被
兩
顆

毒
種
籽
迫
害
的
人
類
，
心
中

不
忍
，
於
是
懇
求
農
神
解
去

毒
種
籽
，
農
神
禁
不
起
苦
求
，

便
把
另
一
顆
種
籽
「
付
出
」
交

到
他
的
手
中
說
：「
只
有
當
人

們
無
私
的
『
付
出
』
時
，
不
滿

和
厭
足
的
痛
苦
才
能
解
除
，

才
能
帶
來
真
正
的
快
樂
。
」

其
實
真
正
能
帶
給
長
者

快
樂
的
事
情
，
很
可
能
只
是

一
種
簡
單
的
喜
悅
，
就
是
知

足
！

每
逢
歲
晚
，
不
少

社
福
機
構
都
會
為
獨
居
長

者
或
兩
老
家
庭
進
行
家
居

大
掃
除
。大掃

除
是
華
人
的

習
俗
，
目
的
是
希
望
在
農

曆
新
年
前
把
家
居
打
掃
得

整
齊
清
潔
，
好
迎
接
新
一

年
的
來
臨
。

其
實
打
掃
家
居
應

當
每
隔
不
久
便
進
行
一

次
，
不
是
等
到
歲
晚
才
去

做
。
不
過
，
長
者
本
身

可
能
體
力
沒
法
應
付
，
所

以
只
能
等
外
人
協
助
。

大
掃
除
的
關
鍵
是

那
個
「
除
」
字
，
打
掃
得

整
潔
不
難
，
除
去
才
難
。

除
去
即
是
捨
棄
、

丟
掉
、
不
要
的
意
思
。

甚
麼
該
丟
掉
，
甚
麼
該
保

留
，
各
人
看
法
都
不
同
。

家
裡
的
雜
物
愈
堆

愈
多
，
通
常
都
是
捨
不
得

丟
棄
的
緣
故
。

新
聞
報
導
指
出
不

少
長
者
因
家
中
堆
放
太
多

雜
物
，
以
致
走
動
時
給
絆

倒
，
造
成
傷
亡
。

雜
物
不
外
是
書
籍

雜
誌
、
擺
設
及
衣
物
等
，

因
為
捨
不
得
丟
掉
，
於
是

堆
積
起
來
。

捨
棄
並
不
容
易
，

但
現
實
是
沒
可
能
甚
麼
都

保
留
，
所
以
必
須
作
出
抉

擇
。

踏進 2011 年，先跟
《松之聲》的讀者們說聲
新年快樂！希望大家新一
年每天都開開心心、身體
健康。健康真的很重要，
早些日子病了一大場，很
辛苦，希望新一年不用再
受這些苦，唯有乖乖地繼
續到健身室做運動。

正在構思今期該如何

下筆之際，總編輯打電話
來，請我以《松之聲》周
年誌慶為題。為了完成總
編交託的任務，翻查了資
料，知道《松之聲 》在
1976年一月創刊，這一年，
我還沒有出世。三十多年
來，《松之聲》沒有政府
資助，自行籌集資源，由
熱心人士義務獻出時間、
精神下，出版了一期又一
期，成為全球最長壽的長
者華文讀物。

3 5 年是
不短的時光，
借用電視劇的

金句：「人生有幾多個 35
年？」要在這段光陰堅持一
項工作，談何容易，何況
是在這種環境之下。對於
剛加入《松之聲》大家庭
的我來說，工作人員們的
無私奉獻精神，實在令我
敬佩，亦令我感覺到有機
會成為 《松之聲 》的一
員，是那麼的高興。

這份免費的讀物，沒
有「將價就貨」，拿著上個
月出版，第 400 期的《松

之聲 》，時事、
醫療、消閒、歷
史、各式專欄應
有盡有，實在是

「老友記」們的良伴。
最近，《松之聲》更

開展了手機短訊服務，令
長者能更迅速接收到《松
之聲》的活動消息。那天剛
回到辦公室，看到手機傳
來一個留言訊息，原來是

《松之聲》的義工，致電
給我問我是否收到手機短
訊？又想不想繼續接收？
雖然我錯過了這通電話，
但義工仍細心地在留言中向
我介紹，這份小小的心意，
足以令人窩心。

還願未來會有更多人
加入《松之聲》的義工行
列，服務到更多長者。我
亦要更努力把這個小天地的
文字寫好，更加要準時交
稿，不要總編輯再擔心。

松樹
及柏樹被

人喻為長壽、堅毅、不朽、高
尚亦正氣的象徵。被人稱為老如
松柏，表示你仍然老當益壯。
正如讀者現正閱讀的《松柏之
聲》一樣，年長但卻老當益壯、
長壽、給予老友記無盡無休的內
容。

《松柏之聲》為全球首份的
中文專為長老而設的刊物，亦是
最長壽及發行全世界之長者華文
讀物。由 1976 年至今，34 年來
每個月從不間斷地給讀者不同的
內容，每期發行 30,000 份。每
期的內容由健康資訊到影響長者
的政府政策、由以往香港事蹟到
新一代的生活方式亦提及。以上
的內容，全賴一班用心、充滿

熱誠的朋友每期提供不同的稿
件，讓讀物每期都充滿色彩。

讀物得以刊出成功，亦需
要一班有善心的人不斷捐輸才有
足夠的經費一直維持下去。但礙
於成本上漲，印刷成本亦不斷上
揚，要營運這本老友記的刊物越
來越艱難。因此希望一向愛戴本
刊物的讀者或朋友，可以捐贈善
款，讓這本獨有的《松柏之聲》
可以不斷延續下去，直到永遠，
讓這本有意義的刊物可以延續到
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

但無論如何，《松柏之聲》
亦實有賴你向親友戚屬多所推介
閱讀，令此刊物可延續到下一
代，甚至再下一代的好助力，
也正是此耑為大家而設的稀有刊
物「壯如松柏」的好幫忙。

開心老字號開心老字號
◆ 李慧雅

幾
年
前

收
到
一
個
電

郵
，
是
一
位
父
親
寫
給
兒
子
的
信
，

其
中
兩
段
，
至
今
仍
深
刻
印
在
腦
海
。

「
今
天
你
覺
得
我
囉
唆
，
但
你

還
記
得
兒
時
常
拉

我
的
手
，
要
我

重
覆
說
著
你
喜
歡
的
故
事
呢
？
」

「
或
許
我
現
時
的
動
作
緩
慢
多

了
，
但
你
還
記
得
是
我
教
你
繫
鞋

帶
，
是
我
扶

你
學
走
第
一
步
，
你

跌
倒
了
，
是
我
把
你
扶
起
來
嗎
？
」

一
九
八
八
年
，
母
親
捨
不
得
香

港
的
兒
孫
，
沒
有
和
我
一
家
移
民
加

拿
大
，
她
獨
居
在
元
朗
的
一
間
村

屋
，
兄
長
為
了
方
便
照
顧
母
親
，
代

她
向
房
屋
署
申
請
市
區
的
「
長
者

屋
」
。
幾
年
後
，
我
回
香
港
探
望
她

時
才
知
道
，
房
屋
署
經
已
多
次
安
排

她
入
住
青
衣
、
葵
涌
等
屋

，
但
母

親
總
喜
歡
自
己
獨
居
，
不
願
意
到
長

者
屋
與
其
他
長
者
居
住
同
一
個
單

位
。
兩
位
兄
長
亦
隨
順
母
親
，
不
敢

逆
老
人
家
的
意
願
。
始
終
，
有
可
能

的
話
，
上
了
年
紀
就
得
要
人
照
顧
。

我
帶

母
親
，
從
元
朗
到
何
文

田
房
屋
署
總
部
提
出
訴
求
，
接
見
她

的
是
一
位
很
和
藹
的
官
員
，
她
對
我

母
親
說
：「
老
人
家
，
你
的
申
請
編

號
早
已
安
排
上
樓
，
但
你
放
棄
了
幾

次
。
每
個
長
者
都
曾
經
為
社
會
作
出

很
大
的
貢
獻
，
這
樣
吧
，
我
給
你
一

個
優
先
！
」
果
然
在
個
多
月
後
，
母

親
被
分
配
到
獨
居
單
位
。

回
程
中
，
我
除
了
分
析
給
她
知

道
，
住
長
者
屋
有
政
府
多
方
面
的
照

顧
，
和
緊
急
的
支
援
等
，
還
忍
不
住

向
母
親
為
她
放
棄
多
次
機
會
而
埋
怨

了
幾
句
。
母
親
望

我
，
眼
紅
紅
很

委
屈
的
說
：「
年
紀
大
，
不
中
用

了
！
」
我
方
知
道
傷
了
老
人
家
的

心
，
連
忙
擁
抱

母
親
說
：「
媽
媽
，

你
沒
有
錯
，
年
紀
大
是
需
要
別
人
關

懷
照
顧
，
錯
的
是
我
，
沒
有
好
好
的

照
顧
您
！
」

老有所思老有所思
◆ 黃翠雲

愛老言老愛老言老
◆ 邱可珍

清補涼清補涼
◆ 陸偉堅

餘暉無限好餘暉無限好
◆ 鄧駿暉

電
燈
泡
，
曾
經
是

尋
常
百
姓
的
家
電
用

品
，
今
天
，
中
產
家
庭

都
很
少
用
了
（
或
者
退

居
廁
所
位
置
）。

說
的
是
傳
統
的
鎢

絲
電
燈
泡
，
它
玻
璃
身

特
別
纖
薄
，
觸
手
滾

燙
，
可
以
燒
得
著
衣

服
。
以
今
天
的
尺
度
來

看
，
不
是
安
全
的
家
電

用
品
。
另
一
壞
處
是
耗

電
量
大
，
俗
語
說
，「
好

食
電
」，
不
符
合
節
省

能
源
的
環
保
原
則
。
燈

泡
雖
然
便
宜
，
然
而
小

數
怕
長
計
，
別
忘
了
，

收
取
我
們
電
費
的
，
叫

「
電
燈
」
公
司
。

鎢
絲
燈
泡
，
注
定

要
被
時
代
淘
汰
。

但
鎢
絲
燈
泡
還
是

值
得
人
紀
念
的
。
那
柔

和
又
刺
眼
的
暖
黃
色

調
，
有
一
種
粗
酷
感
，

不
是
一
般
白
光
燈
可
以

媲
美
；
時
至
今
日
，
數

碼
相
機
的
「
白
平
衡
」，

還
設
有
「
鎢
絲
燈
泡
」

模
式
。
它
令
你
想
起
媽

媽
到
菜
市
場
挑
雞
蛋
，

把
雞
蛋
拿
到
燈
泡
下
照

的
昔
日
歲
月
，
而
你
，

則
在
中
學
實
驗

室
中
，
聽
著
科

學
老
師
，
以
鎢

絲
燈
炮
作
例
，

解
說
著
熱
能
與

光
能
的
轉
換
。

愛
說
故
事
的
老

師
也
許
還
會
告

訴
你
，
愛
迪
生

當
年
作
了
一
千

多
次
實
驗
，
才

想
出
以
鎢
絲
接

駁
電
流
兩
極
的
原
理
。

神
說
要
有
光
便
有
光
，

愛
迪
生
不
是
神
，
因
此

他
要
反
覆
實
驗
。

而
現
在
，
雞
蛋
在

超
市
是
一
盒
盒
包
裝
好

的
。
中
學
的
實
驗
台
你

只
記
得
一
個B

un
sen 

burner

。「
烏
絲
」？
人

家
以
為
你
說
著
黑
色
的

秀
髮
呢
。

兒時舊話兒時舊話
◆ 潘國靈

過年了，人又老了
一歲，都是人生的秩序。

人類很多智慧，是
從觀察自然現象得來的，
從地上的幼苗茁壯成長，
海邊的潮汐進退有序，天
上的月兒盈虧復始，一年
四季的循環不休，都在展
現大自然是存在一種秩
序，因為有了秩序，生活
就有方向感和安全感，知
道甚麼時候撒種，甚麼時
候收成。當植物在寒冬中
枯萎也不會絕望，知道冬
天來了，春天也就不遠了。

這種秩序的建立，
成為時節的安排，也成為
社會的運作規範，古時的
農業特別注重年的交替，
從大地重現生機，體會出
一元復始的動力。不少民
間宗教也從秩序的形成
中，尋求安全感和穩定性

所組成。
進入資訊科技年代，

生活在現代化的城市，土
地與大自然的韻律，彷彿
離我們很遠，只是在過年
的日子，人們還是從十二
生肖等老年曆的編排中，
重尋時節的意義。春節，
就是新秩序的開始。

過年蓋涵更大的意
義，乃是人生必須有秩
序，不能任意破壞，也不
能混沌迷糊。

一年好景君須記，
不必慨嘆生命的年輪又多
了一圈，這是正常的秩
序，總要維持心中的價值
與人生的定位，不受環境
與際遇的影響，活在秩序
與規範中，更不必憂慮下
一個兔年自己會落在甚麼
光景，只需要精神奮起，
能動能靜，就是尊重生命
的秩序。

同心圓同心圓
◆ 李錦洪

如

您

龍仔四歲已略懂事，爺爺出示家庭相簿。
龍仔（指一英俊青年）：「這個是誰啊？」
爺爺說：「噢，這是我啊！」
龍仔：「真的嗎？那麼，你這個一起和我們同住

的大肚腩禿頭老伯，是誰啊？」

爺孫情爺孫情
◆ 老　叟

忽然間聽見話薯片
致癌，阿女即刻好緊張，
因為乖孫最鍾意食，年
中食埋唔少，另外炸薯
條同餅乾又有啲喎。報
紙話啲致癌物質唔係無良
商人加落去，而係炸之
時天然產生嘅，證明咗
老人話煎炸嘢冇益完全有
道理。

先時我已經聽收音
機講過喇，逢親啲脆口
香口嘅唔單止有脂肪，

而且分分鐘係反式脂肪，
食得多好易心臟病；家
吓我買餅乾都先睇吓有冇
反式脂肪，盡量揀啲冇
咁肥膩嘅，而家就一於
唔買炸薯片，大家都食
少啲穩陣。

就算係過年，而家
都唔興食咁多炸煎堆油角
啦，食蘿蔔糕都用易潔
鑊輕輕加少少油煎就算，
我通常加多啲冬菇，放
少啲臘腸，好多年都冇
落臘肉咯，多啲蘿蔔少
啲粉，稔身得嚟有蘿蔔

香味，個個都話
好食。

全 盒 就 放
啲糖蓮子、開心果、甜
合桃、杏脯肉，都唔失
禮㗎。我重教阿女，細
佬仔一定鍾意食零食嘅，
與其食埋啲炸乜炸物，
不如食多啲生果啦，新
鮮生果同乾果都有益㗎。
我記得細個嗰時都係一
樣，阿媽經常買山楂餅
同加應子畀我哋幾兄弟姊
妹食，大家數住一人兩
塊三塊好均真，有時又
食咸脆花生，都係炒熟
唔係油炸，包保唔會有
反式脂肪同致癌物質㗎！

珍嬸月記珍嬸月記
◆ 珍　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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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耆積大耆積
◆ 王浩鈞

環境、心境，對人
的健康影響很大。而環
境常常會影響心境。環
境好，心境也好；環境
惡劣，心境自然不好。
所以同時老人家，飽歷
滄桑的，滿面風霜，非
常衰老；一向順遂，子
孝孫賢，經濟條件也不
錯，一面祥和，老而不

頹。但是，有些老人是
可以戰勝環境的，那是
凡事想得通透的人。不
計較世俗的想法，有自
己的一套人生哲學，即
使窮居陋巷，也不覺得
苦。

有修養的人，閱歷
豐富的人，或胸襟闊大
的，即使年老，也不會
有太多煩惱。他們能夠
超越世俗思想，不給世

俗的價值觀念縛
住；自己做甚
都有原則，不理
會 別 人 想 法 如

何。多數是雖在老年，
但仍精神奕奕。舊日世
上有高人，那些人都是
想得通透的人，與世俗
人大有分別。

世俗思想脫不離金
錢與物質，因此無論看
甚都以金錢做標準。
如果喜歡看娛樂消息的女
性，更多煩惱。娛樂人
似乎口不停的講金錢物

質。在他們的世界裡，
幸福建在金錢物質上。
錢越多，物質越豐富，
越幸福。所以汽車、洋
房、衣服、首飾，全都
是成功的標誌。有人不
惜以肉體美色來換取，
就因「幸福即在其中」。

如果跟這些人，
自然生活在痛苦之中。
一個人如何能夠賺很多
錢，也不是每個人可以
獲得暴利的。想不通，
當然心情不好，身體也
不好了。

字裡留情字裡留情
◆ 魯　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