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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去
的 三 月 ，

我一連兩星期造訪聖雅各福群
會，擔任長者課程導師，與老
友記分享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活動室內多是熟悉面孔，
他們是上期提過「長者友善社
區」計劃學員，還有些新朋友，
大家都精神奕奕、笑容滿面。

每天一睜開眼，跟家人問
好，向樓下保安員打招呼，到
茶樓飲早茶，到市場買菜…… 
全部都要與人溝通。正因為大
家習以為常，往往忽略基本

技巧，我引用人際關係大師卡
內基的九大法則，闡釋如何令
別人喜歡我們。

第一個法則是「不批評、
不責備、不抱怨」。一個整天
抱怨東、責備西的人，怎會開
心？面對這個「苦瓜乾」、「百
彈齋主」，有誰願意靠近？

試閉上眼睛想想，當我們
被別人批評、責備時，會有甚
麼反應？我們一般會心跳加
速，並會啟動心中防衛機制，
甚至會採取攻擊行為，以維護
自尊，正如課堂上有長者說︰

「一拳打埋去囉！」
要做到這個法則，

我們要有包容和忍耐的
心，當準備批評別人

時，先想想自己有同樣缺失
嗎？責罵別人真的有用嗎？既
然未必有，何解不收起惡言？

第二項法則是「真誠讚賞
和感謝 」。人人都喜歡被稱
讚，但千萬不要一心以讚美換
取回報。很多人在茶樓，都慣
性稱呼知客侍應為「靚仔」、

「靚女」，這是出自真心嗎？抑
或只為了下次飲茶不用等位？

讚美應該出自真心，還要
夠具體，與其稱讚對方「你真
係好人啦！」，倒不如說清楚︰

「你上次幫我買到位置這麼好的

大戲飛，真的多謝你！」具
體、實在的稱美比空泛的美
言，更能令別人留下好印象。

法則三是「引發他人心中
渴望」，要多站在對方角度思
考。舉例父母經常責罵孩子食
飯太慢，究其原因，可能是父
母想快點收拾碗筷。但孩子不
會明白，如果家長以孩子的角
度入手︰「你喜歡運動嗎？ 」

「要做運動，先要身體好，身
體怎樣才會好呢？」「既然吃飯
才有足夠能量，你是否應該乖
乖地吃飯呢？」

站在孩子的角度說服他
們，往往比大聲催促更為有
效。還有其餘六項
法則，下期再續。

餘暉無限好餘暉無限好
◆ 鄧駿暉

粵劇
紅伶 － 

「 一 代
天嬌」紅線女於去年年尾離
世了！她嘗盡人生五味 －
甜、酸、苦、辣、澀，可
算是歷盡滄桑的女藝人。

還記得五十年代的香
港，那時還未有無線電視，
幼小的我和弟弟，常常跟著
祖父、祖母往看大戲，由
於我們都不用購票，故此都
是坐在他們的膝蓋上，尤其
覺得溫暖親切。以前的戲

棚，掛滿了大戲武生用的木
製刀劍和神仙用的塵拂，頑
皮的弟弟，常常嚷著要購買
呢！那時最出名的大老倌，
便是馬師曾、芳艷芬、任
劍輝和紅線女等。每年大時
大節，我們家附近的天后宮
廣場，都會築起一個大戲
棚，街坊朋友們都會於晚飯
後，一家大小，扶老攜幼
的往戲棚看大戲，算是家庭
最好的娛樂了。

說回紅線女吧，最難
忘的便是她那首最經典的粵

曲《昭君出塞》，簡直令人
聽出耳油，歷久縈迴不去，
如果您是粵曲迷，相信您也
有同感吧！還有祖父常常讚
稱她和馬師
曾 主 演 的

《搜書院》，
她飾演爭取
自由的婢女
翠環一角，
那剛強堅持
的 態 度 ，
更令我們永
世難忘。

年紀老邁的紅線女，
還永不言休，每天孜孜不倦
的教導徒弟學生，廣州巿政
府更為她建立了一所「紅線
女藝術中心 」，好等她精
湛、細膩、獨特的曲藝流
傳給後輩。萬世流芳的紅線
女，真的不枉此生呢！

馬姑
娘一臉憂

心忡忡，嘆氣道：「兒子因
事連續遲到了幾天，被上司
當眾破口大罵，一氣之下馬
上辭職不幹，他已屆中年，
不容易找新工作，真替他擔
心…… 」老李深表同情：

「他雖然是衝動了點，但他
身為公司老臣子，當眾被
罵，可能面子攸關，覺得
自尊心受損，這方面作為男
性，我可以理解。」

「那個罵他的新上司也
不見得有好處，由於兒子很
多年沒有放過假，扣除了累
積的假期，他可以立刻走
人，公司一時間根本找不到
人代替他的位置，各方面

都亂七八糟的，天天被大老
闆罵個狗血淋頭……」馬姑
娘說。

「這情況可謂『雙輸』，
假如那位上司不是一開口便
罵，雙方的人際關係便不致
弄得那麼僵。」陳伯搖頭嘆
息，「對啊，那上司應先了
解下屬遲到的原因……」老
王也加入討論。

「很多掌權的人都自覺
大晒，想點就點，怎會有
同理心，站在下屬的角度去
想想，年青時我也有類此經
驗……」馬姑娘身同感受，
老李點頭認同：「如能多關
心、溝通了解，便可增進
彼此的信任和友誼，達到雙
贏的局面。」

春
去
初
夏
臨
，
不

少
人
趕
忙
拜
鄭
多
燕
為

師
，
為
的
是
「
好
看
」
。

今
天
向
大
家
介
紹
另
一
位

老
師
：
蘇
軾
。

眾
所
周
知
，
蘇
軾

不
但
是
大
文
學
家
，
還
是

著
名
的
美
食
家
，
以
他
的

號
命
名
的
「
東
坡
肉
」
至

今
仍
是
一
道
名
菜
。
蘇
軾

喜
歡
吃
肉
，
這
是
毫
無
疑

問
的
，
但
他
也
曾
克
制
過

自
己
的
食
慾
。

據
他
自
己
寫
的
《
東

坡
志
林
》
記
載
，
元
符
三

年
八
月
，
蘇
東
坡
決
定
節

制
自
己
的
飲
食
，
每
餐
不

過
「
一
爵
一
肉
」，
即
使

有
貴
客
臨
門
，
也
不
過
三

盤
肉
，
可
以
少
但
不
可
以

多
。
而
且
為
了
實
現
節
食

的
目
標
，
如
果
有
人
請

客
，
一
定
要
事
先
告
訴
人

家
這
個
標
準
，
若
主
人
不

從
，
超
過
了
這
個
標
準
，

他
就
不
去
了
。

當
然
，
有
好
東
西

不
吃
是
很
難
受
的
，
因
此

蘇
東
坡
還
向
大
家
傳
授
了

節
食
的
方
法
，「
夫
已
饑

而
食
，
蔬
食
有
過
於
八

珍
；
而
既
飽
之
餘
，
雖
芻

豢
滿
前
，
惟
恐
其
不
持
去

也
。
」
也
就
是
說
，
待
饑

餓
時
再
吃
飯
，
即
使
是
普

通
的
蔬
菜
也
是
美
味
，
等

吃
飽
了
，
就
是
有
大
魚
大

肉
你
也
不
想
吃
了
。
正
所

謂
餓
了
吃
什
麼
都
香
，
飽

了
看
什
麼
都
不
想
吃
，
有

志
於
減
肥
的
朋
友
不
妨
一

試
。

蘇
東
坡
節
食
當
然
不

是
為
了
身
材
苗
條
，
他
的

目
的
是
「
一
曰
安
分
以
養

福
，
二
曰
寬
胃
以
養
氣
，

三
曰
省
費
以
養
財
。
」
他

把
節
食
當
作
修
身
養
性
的

手
段
。
現
在
不
少
所
謂
專

家
大
談
養
生
，
而
蘇
東
坡

早
在
幾
百
年
前
就
提
出
了

最
簡
單
也
是
最
實
用
的
養

生
方
法
。一代

文
豪
的
蘇
東
坡

談
到
節
食
甚
是
幽
默
，
他

說
由
於
不
能
吃
肉
，
他
的

嘴
不
幹
了
，
提
抗
議
道
：

「
我
與
子
為
口
，
彼
與
子

為
眼
，
彼
何
厚
，
我
何

薄
？
以
彼
患
而
廢
我
食
，

不
可
。
」
憑
什
麼
你
眼
睛

患
病
讓
我
嘴
不
能
吃
肉
，

蘇
東
坡
竟
然
不
能
決
，
嘴

又
對
眼
說
：
「
他
日
我

痼
，
汝
視
物
吾
不
禁
也
。
」

日
後
等
我
嘴
病
了
，
不
禁

止
你
眼
睛
看
東
西
。
最
後

蘇
東
坡
只
好
搬
出
管
仲

《
禮
》
的
語
錄
來
說
服
自
己

的
嘴
。
讀
罷
真
讓
人
忍
俊

不
禁
， 

看
來
減
肥
對
誰
來

說
都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
。

三味書屋三味書屋
◆ 岑家雄

印尼峇里島有此傳
說：在偏遠的山區，族人
為了節省資源，會把老人
當作祭品吃掉，直至他們
想興建廟堂，才發現沒有
人能分辨用作建材的樹木
那端朝上，那端向下，若
是錯擺，就會災難連年，
結果有少年挺身而出，說
道只要大家答應不再吃老
人，他就有辦法。族人應
其所求，他就把匿藏的爺
爺帶出來，輕易地教導大
家，樹幹的上下區分。

故事就是故事，不必
考究其真偽，其中的道理
卻值得文明社會去反省，

今日我們不致愚蠢無知到
要吃掉看似沒有生產力的
老人，但意識中會把老齡
社會視為莫大的負累，把
一些人劃分出來。

時代變得很快，有些
事情還未看清楚就過去
了，消失了，更替了，但
人類的智慧與經驗，是延
續文化最重要的養分。今
日有太多人不辨是非，不
知好醜，不問對錯，令社
會添煩添亂，豈不知要好
好地存感恩與尊敬的心
懷，讓上一代的智慧可以
承傳，經驗可以分享。正
如峇里島傳說一樣，樹幹
朝上朝下，不是人人可以
辨得出。

有
些
人
天
生
就
很
有

目
標
，
很
有
理
想
，
年
紀

小
小
，
就
很
早
知
道
將
來

要
幹
甚
麼
，
得
到
些
甚

麼
，
也
到
了
那
個
歲
數
就

真
的
達
到
目
標
，
大
半
生

過
去
了
，
事
事
都
整
整
齊

齊
，
依
心
目
中
的
藍
圖

一
一
實
現
，
這
種
人
生
真

的
很
好
。
又
有
些
人
，
自

小
就
聽
教
聽
話
，
循
規
蹈

矩
，
任
由
父
母
家
長
塑

造
，
要
圓
要
扁
，
也
可
以

令
家
長
滿
滿
意
意
，
他
自

己
也
從
來
都
沒
有
覺
得

一
點
委
屈
，
過
了
大
半

生
，
也
平
平
實
實
，
這
種

人
生
也
很
好
。
有
些
人
，

個
性
自
始
到
終
都
與
別
人

對
着
幹
，
天
性
反
叛
，
事

事
率
性
而
行
，

沒
有
人
生
大
目

標
，
沒
有
一

定
的
藍
圖
依

據
，
只
管
隨

心
活
着
，
過

了
大
半
生
，

雖
沒
甚
麼
成

就
，
但
體
驗

多
出
別
人
幾

倍
，
說
起
故

事
來
娓
娓
動

聽
，
引
人
入
勝
，
這
種
人

生
也
很
好
。
人
生
，
也
只

不
過
這
回
事
，
你
怎
樣
活

着
，
它
就
怎
樣
回
應
，
自

然
而
然
，
自
有
神
韻
。

有
沒
有
發
覺
，
身
為

祖
父
母
的
，
服
侍
孫
兒
常

常
要
二
十
四
小
時
候
命
。

誇
張
一
點
說
，
有
時

連
假
期
也
沒
有
。

只
要
子
女
一
個
電

話
，
他
們
便
急
促
的
前
往

執
行
任
務
。

勞
累
嗎
？

答
案
是
看
時
間
長

短
，
但
勞
累
總
免
不
了
。

別
忘
了
有
些
祖
父
母
已
是
年

邁
之
輩
，
若
加
上
孫
兒
是

活
潑
好
動
的
，
可
真
是
難

為
了
祖
父
母
啊
！

如
果
家
居
在
子
女
所

住
地
區
附
近
還
好
，
路
程

稍
遠
的
話
，
交
通
時
間
也

不
少
。
有
時
為
了
依
時
候

命
，
便
乘
計
程
車
前
往
。

雖
然
勞
累
，
但
你
會

發
覺
他
們
都
樂
在
其
中
，

無
論
多
辛
苦
也
覺
得
若
無
其

事
，
因
為
是
自
己
的
骨
肉

嘛
！
付
出
是
應
該
的
。

傭
人
每
周
有
假
期
一

天
，
但
身
為
祖
父
母
的
有

時
連
這
一
天
也
沒
有
，
因

為
如
果
當
天
子
女
需
要
加
班

工
作
或
出
席
應
酬
活
動
的

話
，
湊
孫
的
任
務
自
然
落

在
祖
父
母
身
上
。

說
實
話
，
子
女
也
不

想
這
樣
，
但
別
無
他
法
，

只
有
父
母
才
肯
幫
忙
，
特

別
是
那
些
已
退
休
而
身
體
仍

然
健
壯
的
，
很
多
都
樂
意

隨
時
候
命
。

我
們
常
說
︰「
天
下

父
母
心
」，
其
實
應

該
加
添
一
句
：「
天

下
祖
父
母
心
」！

大耆積大耆積
◆ 王浩鈞

我
們
曾
經
把
戲
院

想
像
成
宮
殿
，
甚
麼
璇

宮
、
樂
宮
、
碧
麗
宮
、

百
麗
殿
、
皇
后
、
皇
都
、

總
統
…
…
，
現
在
，
這

些
帝
王
氣
派
的
名
字
，

由
豪
宅
接
管
；
戲
院
的

歷
史
，
從
貴
族
走
到
平

民
，
從
華
麗
走
到
滄
桑
。

也
不
全
是
虛
名
，

曾
幾
何
時
，
在
大
會
堂

還
沒
落
成
前
，
港
督
宣

誓
就
職
典
禮
，
竟
然
就

在
中
區
娛
樂
戲
院
舉

行
！
也
不
一
定
說
那
些

A
rt D

eco

、
圓
拱
頂
、

玄
關
圖
案
、
旋
轉
舞
台
，

簡
單
如
帶
位
員
，
都
打

煲
呔
、
結
領
帶
，
一

身
制
服
熨
得
貼
服
，
一

個
帶
位
員
負
責
帶
幾
行

位
，
看
戲
中
途
人
有
三

急
，
有
帶
位
員
引
路
。

最
厲
害
還
是
那
塊

簾
幕
。
燈
光
熄
滅
，
繡

簾
開
，
一
點
銀
幕
窺
人
，

簡
單
而
莊
嚴
的
儀
式
，

帶
你
與
千
人
入
夢
。

也
不
一
定
舊
的

是
好
。
貴
族
自
有
強

烈
的
階
級
意
識
，
戲

院
內
分
前
座
中
座
後

座
超
等
，
戲
院
間
又

分
首
輪
二
輪
三
輪
，

西
片
票
價
總
是
貴
一

些
，
那
不
是
媚
外
是

甚
麼
？消

滅
階
級
意

識
，
最
好
莫
過
於
劃

一
化
，
電
腦
化
格
式

的
票
子
、

編
碼
化
的
戲

院
名
字
、
標

準
化
的
爆
米

花
、
一
式
化
的
大
型
商

場
，
還
有
孩
童
化
的
溫

馨
提
示（
請
勿
談
話
，
請

關
掉
手
提
電
話
）。
這
樣

不
錯
，
一
視
同
仁
，
相

差
不
及
天
地
，
偏
差
沒

有
毫
釐
。
今
夜
星
光
燦

爛
，
戲
院
冷
冷
清
清
。

愛老言老愛老言老
◆ 邱可珍

同心圓同心圓
◆ 李錦洪

那
天
主
日
祟
拜
，
牧

師
宣
道
以
「
魚
與
熊
掌
，
不

可
兼
得
」
為
題
。
她
說
「
生

死
禍
福
」
擺
在
我
們
面
前
，

如
果
選
擇
生
命
，
當
然
要

信
靠
上
帝
，
但
也
要
學
習

捨
棄
，
人
世
間
諸
多
誘
惑
，

利
慾
薰
心
…
…

提
到
學
習
捨
棄
，
讓

我
聯
想
起「
斷
捨
離
」，「
斷

捨
離
」
是
二
零
零
一
年
由
日

本
雜
物
管
理
諮
詢
師
山
下
英

子
提
倡
的
，
據
說
靈
感
來

自
瑜
伽
哲
學
行
法
「
斷
行
、

捨
行
、
離
行
」
。
在
日
本

風
行
多
時
，
自
二
零
一
一

年
日
本
三
一
一
大
地
震
後
，

更
被
各
界
廣
泛
提
倡
，
被

譽
為
史
上
最
強
「
人
生
整
理

術
」，
相
關
書
籍
、
講
座
受

當
地
人
以
及
香
港
、
台
灣

瘋
狂
追
捧
。

「
斷
捨
離
」
的
做
法
，

教
人
將
「
現
在
的
我
」
為
本

位
，
物
件
不
論
大
小
平
貴

獲
得
途
徑
，
符
合
「
現
在

的
我
」
最
需
要
的
，
才
有

資
格
留
下
，
其
他
造
成「
不

愉
快
」、「
不
舒
適
」
等
負

面
感
覺
的
，
一
律
應
該
拋

棄
。
但
是
許
多
人
卻
覺
得

很
困
難
，
總
是
欲
斷
難

斷
，
欲
捨
難
捨
，
欲
離
難

離
！
很
難
擺
脫
對
物
品
的

執
著
。記

得
也
有
一
首
由
林

夕
為
陳
慧
琳
寫
的
歌
《
斷
捨

離
》，
那
是
講
情
人
分
手
後

的
心
境
變
化
的
。
在
我
而

言
，「
斷
和
離
」
都
容
易
做

到
，
唯
獨
是
「
捨
」
最
難
。

因
為
情
難
「
捨
」，「
心
愛

的
」
不
在
「
現
在
的
我
」
所

能
需
要
的
，
怎
也
不
能

「
捨
」
啊
！

一
年
容
易
又
清
明
，

這
是
個
思
念
的
日
子
，
逝

去
的
不
可
挽
留
。
快
四
年

了
，「
你
」
在
天
家
可
好
？

五
十
多
年
情
難
捨
!!!

老有所思老有所思
◆ 黃翠雲

一年
總有幾次

去維多利亞公園嘅。嗱，
年宵啦、工展會啦，有時
中秋節都會去，最鍾意嘅
梗係花展啦。咁自從冇咗
市政局同區域市政局，唔
使輪流喺維園同沙田擺花
展，就年年都喺維園嘞。
實在係啱嘅，地方大啲，
行到熟晒，一邊入一邊出
好方便。

今年阿女話好忙，唔
得閒陪兩老，變咗冇同

乖孫一齊去。都有啲失望
㗎。點不知今年又特別多
用花砌嘅公仔，我同老公
猛講︰乖孫實鍾意呢個，
乖孫實鍾意嗰個，佢咪咪
咀笑唔答。但我一出聲佢
就影相，即係聽到我講
啦。咁係吖嘛，長頸鹿咁
得意，重有幾朶有笑臉嘅
大花。又有大大條神仙
魚、大海星，跟住係巨型
八爪魚。又有斑馬仔，唔
係黑白，係橙同白。話晒
係馬年，一定要有馬嘛，

所以另外有隻唔係用花
砌嘅飛奔馬，好有型。

我初初以為老公影埋
影埋就好似平時咁，等禮
拜日同阿女飲茶時畀乖孫
睇。哈，夜晚見佢對住個
電腦搞一輪，跟住乖孫已
經打電話嚟嘞。原來老公
已經將啲相用電郵寄咗畀
阿女，等乖孫有得睇。佢
真係乖，唔怨阿女唔得閒
冇帶佢去，重猛多謝公公
影咗啲咁得意嘅花花畀佢
睇，真係生性。我話︰阿
女真識教。老公即刻擦我
鞋︰都係因為你識教阿女
囉！哼！口甜舌滑，口花
花！

珍嬸月記珍嬸月記
◆ 珍　嬸

最 近
往大埔三

門仔體驗漁村生活。步入
恬靜的漁村，眼前出現一
列簡單的兩層式平房，向
着避風塘海灣，風景怡人。

村口有褪色的三門仔
「時間廊」展覽，追溯政府
六十年代興建船灣淡水
湖，原住船灣的居民遷至
此建新村，經過一段沒水
電的艱苦日子。平房前設
計得像「甲板」，讓習慣在
船上幹活的老漁民自在地
坐着，弄孫兒為樂！

放眼海灣有不少漁
排，這天在這區工作多年
的救世軍社工葉先生帶我
們參觀張叔的優質養魚
場，六十多歲的他每天在

魚排工作，練得一身紮實
肌肉。他談起年輕時隨父
親凌晨出海捕魚，後轉營
養殖青班。他大嘆現時經
營困難，物料成本不斷上
漲，加上國內大量魚獲來
銷，引致魚產滯銷。年輕
一輩又不願承繼父業，迫
使行業步向式微，令人概
歎！

午間在
鄉村式飯店
嚐過家常飯
後 到 處 蹓
蹓，見有漁
家婆婆在屋
外 曬 銀 魚
仔。跟她閒
聊得知她原
來買來小魚

準備餵魚排的石斑，但
見小魚質素不錯，準備生
曬後加鼓油佐膳。她又細
心將帶子批成薄片，再曬
成瑤柱過節之用。

葉先生說：村民經多
年變遷仍保留簡樸刻苦的
生活方式，經常生曬銀魚
和蝦米自用，也習慣將物
質循環使用，是真正環保
先驅。城市人物質較豐裕，
閒來不妨到漁村閒游，聽
聽漁民的故事，好好向他
們學習簡約的樂活生活！

兒時舊話兒時舊話
◆ 潘國靈

 

◆  

奕　

琪

你要做人有快樂，要思想通透，
個心開朗，都點會重有愁，
記住要為人，品德都要修，
冇恨怨，無仇，
樂天知命何愁！

口花花與花展

和諧雙贏

跟
蘇
東
坡
學
纖
體

一
年
容
易
又
清
明

◆ 吳之瑩

•	三門仔漁家婆婆在屋外曬銀魚仔以佐膳。

相交樂相交樂
◆ 文：阿展媽媽

 圖：敏　　怡

「一代天嬌」紅線女

長者之歌長者之歌
調：賣相思
詞：冰　虹

人
生
沒
有

說
明
書

讓 別人喜歡你

候

命

閒游漁村 要
訣

歡樂人生
沒
落
的

宮
殿

樹幹的

兩端

的

做個做個
受歡迎的人受歡迎的人

◆ 黃美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