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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
布了政改方

案，為兩年後的行政長官選舉
定下具體產生辦法，隨即引起
社會激烈討論，官員落區演變
成混亂，坐巴士落區亦變成不
落車的宣傳。有朋友好奇地
問︰如果立法會最終真的不能
通過政改，會否再次引發「佔
中」呢？我想既然他們反對政
府提出的方案，一旦否決了，
他們應該不會佔領吧。

政改能否通過仍是未知
數，但社會內耗愈來愈深。城

市變得兩極化，究竟是好事還
是壞事？我覺得屬於壞事居
多。觀乎那幾次在上水、沙田
等地的反水貨活動，示威者的
舉動的確令人心寒，即使面對
長者或婦孺同樣不放過指罵，
實在覺得有點恐怖。

或許有人會說，那只是電
視、報章等傳媒的偏頗報道，
大部分人都並非如此。我相信
這個說法，但亦希望如此，至
於電視是否應播出大部分人平
靜的示威場面？作為新聞工作
者，我覺得傳媒有責任報道事

實真相，那些激烈的
畫面是真真實實發生
的，就有責任報道出
來，當然在報道時不

應加入個人主觀感受。讀者追
求官能刺激，一些打鬥、爭吵
的新聞最吸引眼球，瀏覽人數
自然增加，傳媒作為商業機構，
這樣鋪排新聞亦無可厚非。

不過，我亦覺得近來傳媒
報道太側重這方面，打開報章、
網站的新聞類型都差不多，尤其
是外國新聞，都是一些殺人慘
案、奇趣軼聞或光怪陸離事情，
至於那些影響世界政治經濟的消
息，都被擠到角落裡去。我們
對世界的視野，變得愈來愈窄。

舉例說，每逢有北韓的新

聞，都是談金正恩的髮型、
身邊的美女是誰？這對我們認
識這個國家，究竟有甚麼用？
至於印度就只是遊客被性侵犯
的新聞，無錯，這些消息對正
打算到當地旅行的單身女性是
個警示，但有必要每宗案件都
鉅細無遺地報道嗎？難道印度
的經濟、科技發展，還是那數
千年的歷史文化，不是對我們
更為重要嗎？

傳媒發現讀者喜歡這些新
聞，就提供得更多同類消息，
結果吸引更多人看，傳媒自然
繼續去做，我認為這是個惡性
循環，誰能打破它？改變這種
狹隘的視野，我熱切期待這個
人，亦相信他要有足夠的勇氣。

餘暉無限好餘暉無限好
◆ 鄧駿暉

被譽
為「新加
坡國父」

之李光耀壽終正寢、蒙主寵
召。他享年九十一歲，可算
是高壽之年，相信他的評價

應該是褒多於貶。雖然他建
國之初以高壓極權統治人
民，扼殺了國民的人權和自
由，但卻帶給新加坡人繁榮
安定的生活；人民從此不缺
住屋與就業的問題，生活穩

定；而且市容整齊、
街道清潔、夜不閉戶、
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
安全城巿。他下令引
入英國語文，統一了
全國人民的地方語言，
是他最大的功績。此
後國人都以英文為主

要語言，這不但能與全球交
流文化風俗，進而可以互通
商務，邁向國際金融經濟與
貿易中心，步向欣欣向榮了。

世界各國總理均讚賞
他的領導管治才能；美國前
國務卿基辛格也來悼念他，
並撰文肯定他的偉大成就，
稱讚他是以「大才治小國」，
無可置疑，國民獲益良多，
足以自豪吧！李光耀先生的
喪禮，極盡哀榮；整整全城
的街道，都站滿新加坡市
民，啜泣道別這個時代值得

他們敬仰的巨人。
有誰想到表面上獨裁

之君，李光耀背地裏卻是個
多 情 夫 子 ？ 與 他 結 婚 已
六十三年之久的妻子中風
了；她祗能躺在床上，不能
動也不能言語；李光耀每天
都在其寢邊唸詩背詞、喁喁
細語、不停對她傾談說話；
一直維持了兩年之久，直至
妻子離世才終止。當日喪禮
上，他佇立良久，瞻仰亡妻
的遺容，像要把她的面容，
刻劃在自己的腦袋裏，永遠
不要磨滅。他的浪漫真情，
感人至深。鐵漢本身也有柔
情一面，想來也真令人慨嘆
欷歔呢！

老友
記茶聚，

胡小姐姍姍來遲，陳伯：「又
遲到……」胡小姐：「我唔
想咖，臨出門口接到個舊同
事電話訴心聲……」馬太笑
言：「你呢個義務心理輔導
員都好受歡迎噃。」胡小姐：

「冇辦法啦，相識十多年唔
理佢又好似好衰咁……」

「今次有何奇難雜症
呀？」眾人好奇，「都是工
作問題，她指上司給她的待
遇比其他人差，覺得不公
平…… 我告訴她四十出
頭，年紀不小，人家肯給她
工作機會已經很不錯，應該
感恩。」李先生：「對啊，

很多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

福，愛終日抱怨這些抱怨那
些……」

胡小姐：「我這位舊同
事正是這類人，找不到工作
的時候向我抱怨，現在有工
做了，依然抱怨，我說：
難得人家聘用你，理應盡力
去幹，別老跟身邊的人比
較，她總是當作耳邊風。」
陳伯：「各式其式，各自修
行，人比人比死人，真是庸
人自擾。」

馬太：「我最怕這種經
常抱怨的人，太多負能量。」
胡小姐：「我都好煩，每次
聽佢訴苦阻我好多時間，動
輒一、二小時，又接收很多
負能量，以後還是減少聽她
電話……」

中
國
人
說
「
君
子
如

蘭
」；
西
方
人
說
「
君
子

如
鹽
」
。這兩

個
比
喻
可
謂

殊
途
而
同
歸
，
生
動
、

形
象
地
告
訴
我
們
做
人
的

標
準
與
人
生
的
意
味
。
只

是
中
國
人
在
做
比
喻
時
偏

重
感
情
，
於
是
想
到
植

物
；
而
西
方
人
在
做
比
喻

時
較
為
理
性
，
於
是
想
到

礦
物
。蘭

生
山
谷
，
可
謂

青
青
山
之
蘭
；
鹽
產
海

灘
，
可
稱
皎
皎
海
之
鹽
。

一
為
深
山
之
挺
秀
，
一

為
大
海
之
英
華
，
足
見

天
地
之
間
造
化
之
神
奇
，

人
類
以
萬
物
之
俊
傑
為

鏡
，
可
照
見
一
個
清
晰

的
自
己
。蘭，

是
純
潔
的
；

鹽
，
是
純
淨
的
。

兩
者
都
是
高
尚
人

格
與
節
操
的
象
徵
。
中
國

人
賞
蘭
的
邏
輯
是
：「
芝

蘭
生
幽
谷
，
不
以
無
人
而

不
芳
；
君
子
修
道
立
德
，

不
以
窮
困
而
改
節
」
。
奈

何
現
今
世
人
每
每
「
做
給

人
看
」，
又
或
要
入
群
而

棄
節
！「
如
蘭
」
實
為
個

人
內
在
品
格
的
修
為
，
內

在
的
道
德
涵
養
，
不
因
境

物
改
遷
而
動
搖
。

西
方
人
喜
鹽
的
道

理
是
：
食
鹽
是
有
味
道

的
，
且
有
防
腐
劑
的
功

能
，
做
人
也
要
有
滋
味
、

有
功
用
於
社
會
群
體
。
鹽

的
調
味
、
防
腐
作
用
可
說

是
予
人
好
處
，
自
己
則
溶

化
其
中
，
起
功
用
但
卻
異

常
低
調
，
毫
不
嘩
眾
取

寵
！
絕
非
當
下
多
數
人
的

不
住
邀
功
，
必
須
揚
名
立

萬
可
比
。

君
子
的
比
喻
，
還

可
由
蘭
、
由
鹽
繼
續
延
伸
。

中
國
人
將
蘭
、
梅
、

竹
、
菊
並
稱
為
「
花
中
四

君
子
」
。
蘭
吐
幽
香
，
梅

具
傲
骨
，
竹
秉
堅
韌
，

菊
意
淡
泊
。「
四
君
子
」

氣
質
有
異
，
品
格
無
間
。

西
方
人
則
將
鹽
與
燈
並
稱

為
「
世
間
二
賢
明
」
。
鹽

有
味
，
燈
有
光
。
前
者
，

在
潔
淨
自
我
的
同
時
力
求

潔
淨
世
界
；
後
者
，
在
照

亮
自
身
的
同
時
還
要
照
亮

人
間
。如

蘭
若
鹽
的
道

理
，
大
家
都
懂
，
奈
何

知
而
不
行
，
又
或
知
易
行

難
，
更
或
行
的
話
變
了

「
吃
虧
」
一
族
，
我
們
應

多
想
每
人
「
惠
群
立
身
」

的
一
小
步
所
起
的
相
互
正

向
影
响
，
那
世
界
自
會
更

美
善
。

三味書屋三味書屋
◆ 岑家雄

人 常 道 ： 少 年 得
志，形容那些成功太早的
人，容易被掌聲與讚譽迷
糊雙眼，在驕傲中從高處
下墜。那麼，老年得志
又如何呢？

從一個人的生命成
熟周期，人到暮年，再
也沒有什麼動力去成就大
事，立志成功，只留給
年輕一代吧！

人老了，焉可無志
可立？正因為生命的成
熟，不會被虛幻的成就所
蒙蔽，用清澈明淨的心，
悟出人生至此，應如何用
盡生命的能量，為自己寫
下最完美句號。

少年得志，榮耀全

歸於己，老年得志，成
就是屬於大家的。

這是胸襟，也是價
值。

或有人會質疑，當
生理機能日走下坡？如何
再去成就大事呢？

答 案 在 於 ： 立 大
志，但做小事。

大志者，是一種從
心出發，由意主導，盡
心竭力去完成一個使命，
而非達至某種成就。

人心多大，舞台就
有多大！

只要舞台要大，再
不在乎有多少戲份，有多
少觀眾，就是要立志，
做一場好戲！老年而無
志，只會加速衰殘。

近
幾
十
年
來
，
母
親

節
由
一
個
不
太
多
人
重
視
的

節
日
，
發
展
成
為
一
個
一
年

一
度
全
城
躍
動
的
大
節
日
。

當
天
做
人
兒
女
的
，
都
一
早

準
備
好
禮
物
、
安
排
好
節

目
，
來
表
達
對
母
親
一
份
心

意
。
正
因
這
樣
，
近
年
就
多

了
批
評
聲
音
，
認
為
那
只
是

一
些
商
業
營
運
陰
謀
，
好
使

每
年
定
時
定
候
，
就
有
一
個

借
題
發
揮
，
大
撈
一
筆
的
日

子
。
更
有
人
批
評
這
種
浮
誇

的
慶
祝
活
動
，
只
是
表
面

功
夫
，
不
如
發
自
內
心
好
好

真
心
待
老
人
家
便
行
了
，
不

要
被
商
人
利
用
云
云
。
我
個

人
覺
得
，
在
廿
一
世
紀
繁
忙

的
世
界
，
我
們
陪
伴

老
人
家
的
日
子
其
實

少
之
又
少
，
每
年
有

一
個
這
樣
好
的
藉

口
，
讓
我
提
醒
自
己

別
忘
記
將
心
中
對
老

人
家
的
愛
表
達
出

來
，
我
才
不
理
他
是

不
是
助
就
了
商
業
促

銷
，
如
果
真
的
是
，

就
讓
他
盡
情
利
用
我

吧
！
只
要
我
母
親
在
那
天
看

見
兒
兒
孫
孫
共
聚
一
起
，
為

她
慶
祝
，
究
竟
是
甚
麼
的
主

題
，
真
是
那
麼
重
要
嗎
？

不
久
之
前
報
載
一
名

超
過
70
歲
的
男
士
因
為
利

用
假
證
件
虛
報
年
齡
去
當

保
安
員
，
結
果
給
人
揭
發

及
告
上
警
署
，
經
法
庭
審

訊
後
，
當
事
人
即
時

被
判
入
獄
數
月
。
是

項
新
聞
令
部
分
人
士

感
到
痛
心
，
包
括
筆

者
在
內
。當事

人
犯
了
欺

詐
罪
而
被
處
分
，
我

們
無
話
可
說
，
因
為

市
民
不
得
不
遵
守
法

律
，
但
事
件
反
映
了
一
些

人
雖
然
年
長
，
但
仍
有
工

作
能
力
便
設
法
自
行
謀
生
，

不
想
領
取
綜
援
。

過
去
本
港
政
府
部
門

及
不
少
行
業
把
退
休
年
齡
訂

於
60
歲
，
但
近
年
一
些
服

務
界
別
，
包
括
福
利
機
構

在
內
，
已
開
始
把
它
延
至

65
歲
，
政
府
部
門
也
如
是
，

但
社
會
人
士
對
這
個
措
施
持

不
同
意
見
。

至
於
私
人
執
業
，
好

處
是
沒
有
退
休
年
齡
限
制
，

由
當
事
人
自
行
決
定

何
時
退
下
。

有
些
行
業
的
職

位
涉
及
體
力
勞
動
或
照

顧
虛
弱
長
者
等
，
即

使
延
長
退
休
年
齡
，

僱
員
也
無
法
應
付
，

例
如
安
老
院
的
照
顧
員

多
時
要
扶
抱
體
弱
長
者

沐
浴
或
如
廁
，
少
一
點
體

力
都
不
行
。

人
類
愈
來
愈
長
壽
，

退
休
年
齡
宜
持
續
探
討
。

大耆積大耆積
◆ 王浩鈞

讀
蕭
亮
兄
的
「
養

狗
之
樂
」
文
章
，
其
中
一

篇
說
到
，
狗
是
人
類
無

條
件
的
終
身
伴
侶
，
牠

不
管
你
是
貧
是
富
，
是

醜
是
妍
，
你
養
牠
，
牠

就
與
你
作
伴
。

人
們
常
以
狗
駡

人
，
因
為
狗
的
奴
性
很

重
，
誰
養
牠
，
牠
就
忠

心
不
異
，
整
日
跟
在
你

身
後
，
人
而
有
狗
性
，

那
是
不
足
取
的
，
可
是

以
狗
來
說
，
倒
是
叫
愛

的
。

義
犬
救
主
，
或
是

愛
犬
守
墓
等
等
故
事
，

都
是
不
假
的
；
我
更
相

信
，
牠
們
慰
解
了
多
少

寂
寞
的
人
，
盡
他
們
感

到
了
生
存
的
樂
趣
。

以
前
在
上
環
，
便

看
見
一
個
露
宿
老
人
，

日
間
出
去
買
賣
破
爛
，

傍
晚
回
「
家
」，
隔
遠
便

聽
得
大
狗
小
狗
在
向
他
又

跳
又
叫
，
有
些
沒
繫
上

繩
子
的
，
更
會
趕
快
跑

到
他
身
邊
，
搖
着
尾
巴

撲
到
身
上
去
。
他
這
時

笑
逐
顏
開
，
一
邊
疼
愛

地
斥
罵
，
一
邊
像
跟
孩

子
說
話
般
，
那
份
投
入

感
，
叫
人
看
了
覺
得
好

笑
。
我
看
他
出
外
一
天
，

為
的
是
賺
取
「
一
家
子
」

的
生
活
所
需
，
傍
晚
回

「
家
」
時
，
必
定
帶
着
一

些
燒
豬
骨
頭
，
一
些
麵

包
，
或
是
一
些
飯
菜
，

買
的
也
好
，
討
的
也
好
，

總
之
對
那
七
八
頭
愛
犬
，

供
養
不
輟
。
那
些
狗
隻
，

原
先
流
浪
街
頭
，
後
來

被
他
收
養
了
。
那
時
我

多
時
經
過
，
都
會
駐
足
，

逗
逗
那
些
狗
，
欣
賞
那

個
樂
融
融
的
人
狗
家
庭
。

年
來
在
梅
窩
灣

畔
，
時
常
看
見
一
個
邋

遢
而
又
氣
宇
軒
昂
的
老

人
，
赤
着
烏
黑
的
上
身
，

腿
踢
一
對
膠
拖
鞋
，
或

是
堆
着
木
頭
小
車
，
或

是
在
腋
下
夾
着
一
個
雜

物
，
料
想
生
活
過
得
貧

窮
又
孤
獨
。
但
是
他
有

頭
總
是
垂
着
頭
跟
在
後
面

的
老
狗
，
相
形
之
下
，

他
腰
直
挺
胸
，
神
情
威

嚴
，
就
顯
得
很
帥
，
再

加
上
走
得
一
陣
就
吆
喝
他

的
狗
，
不
許
吃
路
邊
的

髒
物
，
不
許
嗅
別
的
母

狗
，
不
許
跑
到
沙
灘

去
…
…
。
那
是
他
的
發

號
施
令
的
對
象
。
大
抵

由
於
這
隻
狗
伴
侶
，
令

他
覺
得
活
得
很
有
份
量
。

狗
慰
解
了
這
位
老

人
，
多
可
愛
！

愛老言老愛老言老
◆ 邱可珍

同心圓同心圓
◆ 李錦洪

有
言
：
風
來
疏
竹
，

風
過
而
竹
不
留
聲
；
雁
渡
寒

潭
，
雁
去
而
潭
不
留
影
。

人
生
在
世
，
人
逝
而

世
永
留
名
，
則
萬
中
無
一
！

然
而
，
近
日
蕞
爾
小
島
的
新

加
坡
卻
出
了
一
代
巨
人 —

 

李
光
耀
。
他
的
辭
世
，
極

盡
生
榮
死
哀
。

李
光
耀
被
讚
譽
為
時

代
的
巨
人
，
巨
星
殞
落
，

小
島
巨
人
；
備
受
國
際
尊
重

的
一
位
有
遠
見
、
真
正
的
政

治
家
，
領
導
人
中
的
雄
獅
；

一
世
梟
雄（
政
治
權
謀
，
鎮

壓
對
手
）；
治
國
興
邦
之
道

可
比
唐
太
宗
、
康
熙
；
獻
上

一
生
建
立
新
加
坡
；
是
構
築

東
南
亞
繁
榮
基
礎
的
偉
大
領

導
…
…
傳
媒
都
在
評
論
他
，

褒
貶
之
間
，
蓋
棺
論
定
。

我
絕
對
認
同
他
，
尊

崇
他
。
一
些
西
方
價
值
觀
、

反
權
威
者
卻
不
滿
他
無
真
民

主
，
無
言
論
自
由
，
對
他

治
國
理
政
之
道
，
議
論
者

眾
，
能
者
卻
有
幾
人
？
可
知

道
，
他
的
威
權
用
以
有
效
管

治
而
不
作
威
作
福
，
欺
壓
百

姓
，
不
是
極
權
統
治
的
土
皇

帝
。
他
出
身
自
英
國
劍
橋
的

精
英
，
服
膺
英
國
的
司
法
制

度
，
在
西
方
普
世
價
值
的
浪

潮
中
，
卻
推
崇
「
亞
洲
價
值

觀
」，
其
主
要
是
儒
家
思

想
，
儒
家
思
想
尊
重
權
威
，

由
他
領
導
排
除

萬
難
，
新
加
坡

得
以
立
國
，
並

把
新
加
坡
建
設
成
全
球
最

富
裕
國
家
之
一
，
新
加
坡
國

民
哀
悼
其
國
父
，
理
所
當

然
，
世
人
皆
多
惋
惜
！

我
最
欽
佩
他
的
為

人
，
擇
善
固
執
，
以
身
作

則
，
正
直
廉
潔
，
修
身
、

齊
家
、
治
國
，
可
謂
兼
備

矣
！
我
更
欣
賞
他
對
有
生
必

有
死
的
生
命
意
義
，
他
不
僅

常
念
如
何
生
而
有
為
，
更
想

的
是
如
何
死
去
。
他
曾
訂
立

有
法
律
效
力
的
「
預
先
醫
療

指
示
」，
他
不
想
死
前
成
為

植
物
人
，
而
是
有
尊
嚴
地
逝

去
。
他
更
念
念
不
忘
，
遺

願
把
故
居
拆
遷
，
騰
出
寸
金

尺
土
的
用
地
，
供
國
家
發
展

建
設
，
造
福
人
民
。
值
得

懷
念
者
，
斯
人
也
！

老有所思老有所思
◆ 黃翠雲

大家唱大家唱
調：上花橋
詞：梁　愛

 

◆  

奕
　
琪

香港老人活躍又精神，
香港老人快活無愁困，
樂觀啲，晚景好過，
唔掂仲有社會福利署。

做個做個
受歡迎的人受歡迎的人

◆ 黃美嫦

唱出 彩虹
最 近 認 識 了

Wonderful Band《溫的風
樂隊》領班 Billy，剛度
過六十四歲生辰的他充
滿陽光活力。他談起年
輕時愛夾 Band，尤喜歡
唱歐西流行曲，藉以學
習英語。沒想到今天有
機會重拾結他在台上演
唱，為不同的觀眾群帶
來歡樂！

「記得年輕時經常
演唱紅透的披頭四樂隊
的名曲“When I am 64”

（當我六十四歲），當時
唱起來沒有特別感受。
多年後的今天與四位拍

檔表演此曲時，卻是另
一番滋味在心頭！」Billy
笑說。

熱愛大自然的他在 
退休後先在銀杏館社企
辦的「樂活有機農場」當
導賞員，期間經常參與
義工活動，一次和拍檔
在活動中義唱民歌助
興，反應非常熱烈，結
果機會來了！社企主持
人靈機一觸，將樂隊表
演的意念引進了社企旗
下一家餐廳。

他於是與四位志同
道合的老友記組成了《溫
的風樂隊》，除了周五晚
餐時段在餐廳表演外，
也經常在婚禮、生日會、

春茗等各種活動「出騷」
助慶。他很享受與老友
一起練歌的時間，也經
常花心思為不同的聽眾群
度身編排合他們口味的懷
舊中西歌曲，更份外珍
惜參與社企為弱勢社群舉
辦活動的每個獻唱機會，
為老人家帶來歡笑。

Billy 自言有機會將
嗜好轉化成兼職誠然是
一件樂事，相信他主動
的性格做就了今天退休
後快樂的生活模式，在
原本平淡的生活中添上
一度彩虹，與不同的社
群同樂。聽眾熱烈不斷
的掌聲令他倍感鼓舞和
滿足！

◆ 吳之瑩

如

蘭
若

鹽

與
人緣

抱怨

懷
念
斯
人

相交樂相交樂
◆ 文：阿　展

 圖：敏　怡

隨心順意隨心順意
◆ 張君默

香港老人應樂觀

老年得志

我

不

介

意

報紙賣
話有個七十

幾歲嘅阿伯偽造証件，報
細成十幾歲去做看更，穿
煲之後告上法庭。個官話
雖然欺騙係為咗想做工，
並冇害人，但係偽造文件
始終係犯法，所以判咗佢
坐監四個月。佢老婆即時
話個官不吃人間煙火。

唉，都係為咗搵食
啫。唔知點解而家啲人變
到唔識轉彎，乜都跟足啲

乜嘢規矩。計我話，七十
幾歲做看更有乜所謂呢？
只要健健康康，做嘢交
帶，歲數唔應該係問題。

記得有一次去雲南旅
行，個導遊話當地啲少數
民族從來唔知自己幾多
歲，如果老咗或者有病呀
傷殘之類，就做得幾多得
幾多。我諗係人都鍾意做
嘢嘅，可以過吓日神，冇
咁悶，而且有啲價值嘛。
我都聽過有啲人一退休就

周身病痛，可能自我催
眠話已經太老冇用啩。所
以硬性規定六十五歲就唔
可以做看更冇乜道理。

另外我記得以前有啲
法官好有人情味，遇啲
無牌小販係老人家，唔單
止唔罰錢，重會喺個贊助
箱攞錢畀佢，補貼佢要上
庭冇得開工咁話。

唉，查實呢位阿伯就
算要告佢坐監，都可以緩
刑吖。好多犯更加大件事
嘅都係咁做啦。上過庭，
賣晒報紙，咁丟架，已經
係懲罰啦，中國人最忌「生
不入官門」㗎嘛。唉！

珍嬸月記珍嬸月記
◆ 珍　嬸

報細歲
退
休
年
齡

彈

性

說
狗

新聞看甚麼？偉大的新加坡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