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家鄉休學
術假，除了科研
、寫作，與故人
聚會的次數也直
線上升。和分別

已久的老同學、老朋友共聊別後滄
海事，沒有攀比，不含評判，是人
生快事。父母也有自己的圈子。父
親與過去的同事及每周一起去公園
喝茶的 「驢友」、母親和當年的學
生及現在打理柴米油鹽時結識的生
意人交流信息，互通有無，頗不寂
寞。

小時覺得父母像出外覓食的大
鳥。清早出發，辛勤工作，黃昏返
巢，銜回衣食住行的必需品。晚飯
通常是一天中三人同時進餐，有暇
談話的唯一場合。不過那時我是學
生，父母則正值青壯，上有老，下
有小，家庭負擔重，事業壓力大。

他們感到的生活的無奈、社會的陰
暗面不會對我講。

現在不同了。大家都是成年人
，積累了一定的生活閱歷，見識了
不同的人群。再加上父母已退休，
我也在休假，生活節奏緩慢、從容
。於是，我們的日常談話彷彿是分
享各自在外收集的珍珠。世俗的悲
歡離合、大事小情，一一掰開細品
，磨礪得格外光彩奪目。

兩代人看人看事的角度、深
度有差異，看法不必強求一致。但
在我而言，這是感受人間煙火，了
解上輩人，用歷史眼光考量當代社
會的好渠道。對父母，這也許是他
們和社會接軌，跟上年輕一代思路
的好辦法。無論如何，整理零碎信
息、串成珠圓玉潤的鏈條靠親情，
也靠海納百川的胸襟和寬容的心。
（ 「紐約抒懷」 續稿未到，暫停）

串珠記 葉 歌

馮小剛導
演最近提出，
希望開辦電影
製作界的藍翔
技校，為電影

拍攝培養專業人才。此舉值得讚
許。

電影其實是工業化程度很高的
文化產品，從一九四九年到上世紀
九十年代，中國電影就是以工廠來
命名並生產電影作品的，比如北京
電影製片廠、西安電影製片廠，這
些電影廠裏又分文學編輯、導演、

攝影、美術置景、燈光、化妝、服
裝、電工、音樂、錄音、剪輯、特
效、洗印、科研等車間，甚至還有
演員劇團與樂團，一部電影生產的
全部工種都有對應的部門。隨着內
地國企改革，各地電影廠紛紛股份
制，改成集團公司，電影技術部門
人力資源被徹底推向市場，電影技
術人才流失與斷層。十六年前，中
國電影進入繁榮期，院線大片的生
產基本依靠香港導演團隊，成本相
對有所增加。

我曾經在韓國首爾一個廣告片

拍攝現場遇到一位年輕的電工，他
是韓國電影導演專業畢業的大學生
，他說要做合格的導演，從電工做
起很正常，把一部電影製作的所有
工種都實習一遍，在技術上就會是
位合格的導演了。反觀目前中國電
影製作的基礎部門，大多為無專業
培訓的廉價勞動力，對電影生產有
極大損耗。

呼喚工匠素質，是產品意識的
本位回歸。重視工匠精神，不僅只
是電影這一種產品的要求。

朋友的孩子
感冒發燒，兩人
都用電郵告訴我
，我就寫一封信
給他們母子。

親愛的某某和某某：收到你們
的電郵，知道某某病了，有發燒，
看來是感冒。今年的感冒特別厲害
，聽一位老師說：這兩個月沒有一

天是全出席的，每天都有學生告病
假，有的老師也病了。

除了看醫生和請假休息，媽媽
和孩子要注意些什麼呢？孩子病了
有各種各樣的不舒服，表現出來是
特別 「扭計」。同情和諒解是要的
，但不要壞了平常的規矩。好習慣
不是一兩天培養出來的，不能因為
一場病就被破壞掉。

生病也是一次學習，告訴孩子
為什麼會生病，怎樣探熱？怎樣算
是發燒？發燒要怎樣應付？怎樣可
以減輕不舒服？怎樣可以快點好？
讓孩子自己記得服藥時間，學習不
把病傳染給別人。

孩子你要知道生病多數是自己
不小心，結果使爸媽擔心，為他們
添麻煩。所以你應該有小小的抱歉
，沒有理由對他們發脾氣。要合作
，要勇敢，打針吃藥都不害怕，很
快就會好起來。努力！阿濃

有人在網
上談美女與美
人，兩種叫法
表面沒什麼分
別，仔細想卻

是不同的。內地人喜歡逢女子就叫
「美女」，但沒有人會叫 「美人」

。美女可以隨便叫，美人就要講
究。

美女與美人，都是指外表靚麗
的女子，但看一個女性，通常不會
只看外表，因為女性的美，通常展
現出來的是一個整體，她的美可以
評頭論足，但又不只如此，說到最
玄妙處，整體的美只能感覺。

美人是整體的美，美女是表面
的美，差別可能在這裏。整體的美

當然包括表面的美，但表面的美未
必擁有整體的美。

有的女子美，可惜僅只美而已
，五官和身材都很難挑剔了，但彷
彿還缺一點什麼。有的女子不但外
表漂亮，身材勻稱，而且有難以言
說的韻味，那種美令男人自慚形穢
，不敢逼視，那時你不敢隨口叫她
美女，只會在心裏暗嘆：真是一個
美人！

真正的美人，要用一生時間去
修煉，性情要修煉，言談舉止也要
，內在豐富有層次了，成熟的風情
會自然流露。說到底，美女靠父母
遺傳就夠了，美人要靠自己修煉。

美要有層次，有深度，差別在
此。

美女與美人 斯 人
年輕人自

殺輕生的事件
，近日竟像傳
染病一般一起
接着一起，令

整個香港社會震驚。令人想不通
這些有飯吃，有書讀，有錢花，
生活在富裕年代的孩子，怎麼會
選擇如此悲慘的結局？問題出在
哪裏？

一個人走上自殺的路，往往
只是一念之差，一瞬間的想不開
。假如自殺未遂的話，據說都不
會再走上絕路了。也許在過程之
中已感到後悔，例如一躍而下跳
樓，生死之間已深深後悔。

令人扼腕嘆息的是那麼年輕

的生命，有無限的可能，可以創
造美好的未來，竟然為了一時痛
苦而放棄生命。自己一走了之，
卻將所有的痛苦留給最愛的人，
讓親人為你悲傷一輩子。於心何
忍。

不怕說實話，二十多年前，
在我最初發現兒子有自閉症等問
題時，是我最痛苦的時刻，不止
一次閃過類似的念頭。我很幸運
，身邊有好幾顆 「救星」，幫我
渡過重重難關。其中一位，就是
如今已九十五歲的關醫生，給我
吃很有效的抗抑鬱藥，平復焦慮
，使身心放鬆，把糾結的神經放
下來，將壞情緒從牛角尖裏拉出
來。救了我。

救星 舒 非

美國大選
，共和黨的特
朗普有如一陣
旋風，在本黨
的總統參選人

競逐中橫掃十州，向總統提名關卡
挺進，熟悉選情的記者和評論人，
幾乎人人大跌眼鏡。

他歧視黑人、墨西哥人、非法
移民，甚至婦女；而且口沒遮攔，
在競選演說中破口大罵，起初大家
把他當成笑話，不曾想到他有今日
的氣勢。

人們不禁要問：素來自詡成熟
民主的美國選民，怎麼會走上民粹
的極端之路？

在洛杉磯聽一個華人電台的 「
烽煙」節目，打進來的十之七八說
要投票給特朗普，我很吃驚。華人
向來支持福利政策多多的民主黨，
如今為何轉向？

特朗普給人的印象，第一是敢
講，說出很多人的心底話；第二是
似乎有執行力，他是坐擁五十億美
元大財團的創辦人，沒有策略和執
行力，行嗎？

華人的轉向，原因很單純，就
是因痛恨民主黨奧巴馬的全民健保
計劃，而特朗普的主打，就是一上
任就停止那健保。

關於奧巴馬健保，最初大家期
望甚殷，為何三年之後，人人痛恨？

以我自己的經驗，第一年的確
是低價的健康保險，慶幸從此美國
成為先進的福利國家，與加拿大看
齊了。到第二年，保費上升四分一
，但因基費低，四分一也不過十來
塊錢，不以為意；到第三年，漲了
七倍半，從起初二十元漲到一百五
十元，而且自付額大幅提高，還常
常找不到醫生。病來時，付費不少
，有保險也是枉然。

大家總算意會過來：所謂奧巴
馬健保，不過是面子工程，一場騙
局，把全民給騙了。當人說特朗普
是騙子時，怪不得有華人聽眾覺得
沒關係，已經給民主黨騙了，再多
騙一次也不過如此。

一場騙局 葉特生

每年春節
假期後不久，
我都會為香港
學校戲劇節擔
任初賽評判，

到不同學校觀看學生的表演。今年
也不例外，我分別為中學及小學的
普通話組別做評判。

觀看學生演出，我最關注的並
非他們的演技，而是學生們在參與
戲劇的過程中有何得着，以及我想
知道年輕人的心態，例如他們現時

最關心什麼，愛玩什麼，以至追求
什麼。學校戲劇節包含粵語、英語
和普通話組別，戲劇工作者可以憑
自己的喜好或專長而出任不同組別
的評判。近年來我都喜歡參與普通
話組，聽到小學生在舞台以普通話
唸誦台詞，抑揚頓挫，悅耳鏗鏘，
感覺特別舒泰。

今年的戲劇節工作，有兩件事
令我體會到什麼是春風化雨。在屯
門區一間小學遇到我在粵劇圈認識
的李校長。原來李校長不單熱衷粵

劇，亦很支持其學生參與話劇表演
。他在今年暑假後便退休，學生特
意以他日常愛護學生的瑣事為藍本
，編寫成劇本參與戲劇節演出。話
劇裏由小學生扮演愛吃巧克力的校
長，學生每遇困難或挫折便加以鼓
勵。學生們將該劇送給李校長，令
人看得感動。

另外在沙田區一間小學觀劇後
，重遇多年前在該校領導學生參與
戲劇節的羅老師。她也即將退休，
現已將戲劇組的工作交予其他較年
輕的老師負責。羅老師說原來廿五
年前，她第一次帶領學生參加戲劇
節，當年也是我到她學校做評判。
原來，一下子已是四分一個世紀。

春風化雨 輕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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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吳珊珊報道：《論
語》是儒家的經典著作，是中華文化的瑰
寶。由陳復生監製及主持的《復興新生系
列．世說論語》將於本周三（十六日）起
在無線J5台播出，每集長兩分鐘，希望節
目在傳承中華文化的同時，也為社會安定
和諧貢獻一分力量。

近年一直往返北京進行文化交流的陳
復生，被問到今次製作該節目的緣起時，
她表示，在文化交流時深感年輕人應該學
習多些中國的傳統智慧，多些了解自己的
民族，《論語》不但簡單易讀，更蘊含很
多為人處世的精神思想和文化內涵。不過
兩分鐘的內容當然不能學習很多，但她希
望可以拋磚引玉，引起青年人的興趣，令

他們再深入去閱讀。
她說： 「雖然我們要創新、要科技、

要學習很多其他事情，但如果連做人的基
本道德也沒有，就會為社會產生很多怪物
。」陳復生透露節目的其中一個嘉賓是前
港督尤德夫人，她與丈夫尤德爵士因為熱
愛中國文化而到中國學習中文，因而相識
相戀並結婚，作為外國人，他們都覺得中
國文化是一個寶藏。

問陳復生《論語》中有哪些名句令她
受益最深？她隨口道來： 「飲水思源、尊
師重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很多很多，
不過在製作期間，感受最深是 『德不孤，
必有鄰』，只要做對社會有好影響的事情
，就會得到很多人呼應。還有 『君子和而

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其實在孔子的年
代也有很多不同意見
，但大家要和平共處
才可以共存，中國自
古的外交政策也是講
『和』字，但環顧現

時的世界都是同而不
和，所以有那麼多爭
拗。」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湯艾加報道：
法國藝術家Cédric Maridet的 「未來歷史
的碎片」作品展以及集合多位香港攝影家
作品的 「即影即有：香港1980s-2000s即
顯攝影」作品展，由即日起至四月二十三
日於刺點畫廊展出。

「碎片」 記錄礦村故事
「未來歷史的碎片」作品展由錄像、

裝置、攝影等形式組成，從多個角度引導
觀眾共同探索人與環境之間的聯繫。該展
覽靈感來源於Cédric Maridet遊歷北極圈
（特別是斯瓦爾巴群島皮拉米登市）的一
座廢棄的前蘇聯人礦村後所得。他在礦村
中進行實地考察和研究，最終以別致的方
式創作出該次展覽的作品。

Cédric Maridet今年最新創作的《
Last Words》系列，一段段如被寒冰封存
得以保留下來的句子，以碎片形式記錄過
去礦村發生過的故事。作品由數碼打印、
結晶硼砂、樹脂、亞加力膠盒組合而成。
逼真的冰雪效果，讓觀眾更欲了解在北極
圈內留下的人類痕跡的字句背後的故事。

同期舉行的另一專題展覽 「即影即有
：香港1980s-2000s即顯攝影」集合共十
位以攝影和其他媒介創作的香港藝術家的
原創及獨版即顯攝影作品。

曾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寶麗來
以其獨特的成像效果，深得攝影者喜愛。
且相較於時下常用的數碼相機，即顯相機
照片的唯一性，也成為其一大特點。即顯
攝影因它的即興、低技術的本質，成為一
種大眾化的藝術媒介。

「即影即有」 展示創意
攝影師王希慎喜愛寶麗來帶來的獨特

感覺，更希望把這種獨特做到極致。他不
僅僅滿足於即顯相片的展示，他選擇把即
顯相片通過特別的處理手法複印到水彩紙
、布料、木板等媒介上展示。而攝影師朱
德華則用畫筆在即顯相片上進行二次創作

，令相片呈現另一番景象，他表示： 「即
影即有的不穩定性增加了創作的實驗味道
。」

對於概念和技術上可進行不同形式的
攝影及藝術性實驗，令即顯攝影在一九八
○至二○○○年代，被攝影師和藝術家廣
泛使用，例如藝術家安迪華荷。即顯攝影
既是一種工具和過程，也是創作的最終目
的。展覽的作品展現了香港攝影圈受西方
藝術風潮影響的元素，如普普藝術、抽象
主義和未來主義等。

刺點畫廊位於黃竹坑黃竹坑道28號保
濟工業大廈15樓，星期二至六開放。查詢展
覽詳情可電二五一七六二三八，或瀏覽刺
點畫廊網頁：www.blindspotgallery.com。

陳復生推廣中華文化

◀陳復生希望節目
可推動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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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探索人與環境

▶王希慎與以花為題的大畫幅即顯攝影
作品 大公報實習記者湯艾加攝

▼黃啟裕攝於一九九五年的作品《大紅
燈籠高高掛》大公報實習記者湯艾加攝

▲被「冰封」的《Last Words》
，記錄了極圈人類廢棄礦村發生
的故事

大公報實習記者湯艾加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