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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很不引人
注目的國家。

它很小，不光是
國土面積小，人口也
極少，全國只有四十
多萬人口，可躋身世
界袖珍小國行列。它
位於東南亞加里曼丹
島西北部，與馬來西

亞的沙撈越州接壤，整個國土被馬來西
亞所環抱，唯北部瀕臨中國南海。據說
，馬來西亞曾試圖吞併這個彈丸小國，
但沒有成功──可見這個國家民族獨立
意識之強。它歷史上曾一度強盛過，卻
後來長期屬於葡、西、英、日等國殖民
地，其中，英國殖民的時間最長，一直
到一九八四年，文萊才完全獨立。

獨立後走到今天的文萊，真不容小
視──我們踏上這塊國土後，浮光掠影
，粗粗領略了它的風土人情，感覺這個
國家不同一般。

這是個堪稱世界最富的小國之一。
行走在城市的大街上，撲入眼簾的都是
現代化的建築，看不到稍顯破舊的房屋
，而遍布城市內外四周的濃密叢林和綠
樹，又似乎在告訴你，這是個典型的花
園國度──是的，除了首都斯里巴加灣
市內街道和建築相對比較集中，整個國
家的農村和城市，幾乎難以辨別，到處
是花草樹木，房屋大多在樹叢的掩映之
中。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城市裏奔跑的
大都是私家車，很少見出租車和公交車
──公交車有，但據說一小時才來一班
，老百姓幾乎家家都擁有私家車。由至
今斯里巴加灣市內還保存的水村，我們
得以知道，文萊的百姓，過去的日子十
分艱難，但如今完全變了，今天仍生活
在水村的人們，雖然居住環境還在水上
，但他們的居住設施，以及基本的生活
需求，都已徹底現代化了，這個水村，
被人們譽為 「東方威尼斯」 ，如今已作
為文萊的一個著名景點，專供外來遊客

參觀。
這個國家的人民信仰伊斯蘭教，清

真寺自然不少見，建於斯里巴加灣市的
大清真寺──賽福鼎清真寺，讓人眼界
大開。清真寺外觀氣勢雄偉，整個建築
色澤淡雅，綠白黃三色相間，勻稱協調
，頂部是多座球形狀穹蓋，黃金鑄就的
金黃色，在陽光下熠熠閃光。整座寺色
彩諧和，造型別致，給人莊嚴肅穆之感
。進入寺內，特感寬敞明亮，高高的天
穹頂上色彩斑斕，宏大的圓形大廳內鋪
就地毯，伊斯蘭教徒們或跪伏、或匍匐
，在虔誠禱告。我們這些外來遊客，驚
訝於建築的宏偉壯觀與精緻雅麗，不敢
驚擾正在參與禱告禮拜的教徒們，只是
匆匆觀覽而過。

這樣一個伊斯蘭小國，靠什麼來支
撐國民經濟，使之走向富裕？──這是
我們特別感興趣的。當地華人導遊告訴
我們，這個國家主要依靠石油和天然氣
，這佔了整個國民經濟收入的一半多，
此外，這幾年發展起來的旅遊業，也成
了國民經濟的主要收入之一。文萊的老
百姓特別勤勞、樸實、肯幹，獨立三十
多年來，在蘇丹國王統治下，一步步使
國家朝着富裕的方向努力，走到了今天
的富裕繁榮。在亞洲，文萊的整體國力
和政治影響在全世界範圍內不如新加坡
強，但從老百姓的滿意度來看，並不比
新加坡差。在文萊，國民的醫療和教育

全部免費（包括到國外就醫也免費），
且政府不向百姓徵個人所得稅，政府甚
至提出，到二○三五年，要使文萊的人
均國民收入進入世界前十名，這個目標
可是不太容易哦。

有意思的是，文萊全國居然有規定
，任何人在國內不得吸煙、飲酒，不得
有所謂的夜生活──全國沒有跳舞廳，
沒有卡拉OK，沒有夜總會之類的一切娛
樂設施，要過這類夜生活，包括吸煙飲
酒，都必須到國外（比如馬來西亞）去
，興盡後再回國。這個強行規定，無疑
對淨化國內風氣，杜絕不良社會風氣，
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怪不得我們行走
在文萊國內，看不到那些屬於干擾社會
文明的東西。

文萊是個蘇丹專制的君主王國，皇
宮極其豪華，佔地面積很大，建築氣派
，環境優美，平時戒備森嚴，但它也有
親民的一面，據說每年的伊斯蘭開齋節
，皇宮會對百姓開放三天，在這三天內
，任何人都可進內參觀，且還會贈送每
個參觀的遊客禮品，這自然使得百姓對
皇家增加了親近感。

看來，一個國家不在於大小，關鍵
是統治者能否體恤百姓，如能真正從國
家與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制定出一系
列有利於國家和民族發展的政策，從而
使得這個國家的國民能過上好日子，國
家一定會逐步走上富裕發達的道路。

文萊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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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的新冠肺炎疫
情稍緩下來，即使有新增個
案，也是由外面輸入，而且
是維持個位數。回顧這幾個
月的抗疫經歷，自覺對自己
對朋友都有較多的了解。

多天下來，筆者除了外
出購買必需品如菜蔬和日用
品，或處理必要事務外，均
謝絕一切不必要的社交。我獨居，
隔幾天才購物一次，每次例必買一
大堆，以準備下一次隔好幾天才再
出門購物。所以每次都拿着大包小
包的，為免回家後做飯會太累，就
順道到快餐店買外賣拿回家吃。

說來奇怪，自從三月尾政府宣
布 「限聚令」 起，我已經習慣了 「
宅家」 ，也不覺得悶。我退休後習
慣向報社投稿，題材有時事評論、
小品文、遊記、文物展覽觀後感等
，下筆前先搜集和整理資料，這樣
寫一篇稿，就得起碼兩個多小時 「
坐定定」 。我也學習書法，疫情嚴
峻時不能去上課，便在家自己練習
。紙筆墨一旦擺好，就像 「開壇作
法」 一樣的 「陣勢」 ，也得連續寫
兩個多小時。我也在家練氣功。其
他時間，就是看書看雜誌、看電視
、聽收音機、做飯做家務。這樣也
夠忙的，還嫌時間不夠多，人也開
心多了。

「宅家」 的日子，有位舊同學
卻苦不堪言。她是退休教師，疫症

到來前，她每天起床梳洗後
例必外出，家務請鐘點工人
代勞，三餐都外食，外食完
便逛街。她愛逛街旅行，自
從 「宅家」 後，悶得常發脾
氣。再有一班朋友這些天常
行山，上到山上，人比市區
還多，行至汗流浹背，都脫
去口罩。他們前一天才剛行

完山，體力還未緩過來，第二天又
忙於組織另一次行山。

在家宅一天，真有那麼難嗎？
之前連續幾天假期，很多人蜂

擁外出玩樂。專家都說了，本地確
診個案減至零，還要看往後連續二
十八天都是零確診，香港才算真正
安全。這看來有點難度，加上歐美
等地疫情仍然嚴重，特區政府日前
包機把滯留在外的港人接回港，其
中仍有數人確診。所以，現階段港
人仍不能掉以輕心。

無疑香港地小人多，放假時一
家老小同擠在屋內，私人空間不多
，出去唞唞氣可以理解。但總得有
節制，狂玩狂聊天，口罩除下，感
染風險不低。顧己及人，抗疫很需
要每個人通力合作，做好自己本分
。平時多培養可動可靜的興趣，遇
事不至情緒失控， 「宅家」 安下心
來，靜觀自己，了解自己，未嘗不
是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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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家未嘗不是樂事 我是中國人
在李小龍的自傳中

，他這樣寫道： 「在完
成《唐山大兄》的拍攝
之後，我和嘉禾電影有
限公司的工作人員一起
由泰國返回香港。那時
許多人問我這樣一個問
題： 『是什麼讓我放棄
了美國的演員生涯，而

回到香港拍戲呢？』 對於他們提出的問題
，除了回答我是一個中國人，要盡一個中
國人的責任，我實在不知道還有什麼簡單
的解釋。我是一個美籍華人，成為一個美
籍華人也許是偶然，也許是我父親人為安
排的。」 這段話是李小龍的身份認同。

近來有些人從李小龍著作中，挪用一
兩個武術名詞，用作粉飾暴力行為，極度
歪曲了李小龍。他們舉着美國國旗上街，
拒做中國人，卻借巨星的名氣撐場、 「攬
炒」 ，並任意扭曲，相信李小龍的粉絲不
會同意。李小龍以 「武」 融於 「愛」 ，而
破壞社會秩序的這群人則以 「武」 用於 「
暴」 ，縱火燒港鐵、燒銀行、燒店舖，粗
暴驅趕酒樓座上茶客……他們有哪一點像
李小龍？

李小龍是追求武德的智者，在他的一
首新詩中傳達其內心世界：

風和雨愉快地嬉戲
花園內的一片黃葉
絕望地依附在枝丫上
我摘下葉子
把它放在書本裏
給了它一個家
黃葉飄零，李小龍想着給它一個家。

他的第二興趣是研究哲學。李小龍考進華
盛頓大學選讀哲學，身邊的親友、影人莫
不吃驚。片廠無人不知這小子的壞脾氣，
入學不久他在一篇文章中交代為什麼選讀
哲學，原來因打架而起。他自言霸道，脾
氣暴躁，容易發怒，片廠年紀差不多的童
星都躲開，大人讓他三分，他不明白自己
好鬥的原因，遇到不順眼的， 「第一個想
到的是我的拳頭」 ，事情過後感到空虛，
沒深思贏了又怎樣。他內心一直在找答案
， 「打架、勝利、空虛。」 這三個詞的關
係。李小龍學習西方哲學，同時狂熱探討
中國哲學，特別是道學。他不斷思索武學
與哲學的關係，發現 「中國武術的理論與
哲學的邊界顯得模糊」 ，他提出 「邊界模
糊」 一詞，找尋哲學精神融入武學的通道

，開始探討哲學領域的一元論。在《事物
的整體性》一文中，他試以哲學解釋武術
與哲學的統一性。

《水月中》一文令我驚異看到他用散
文寫出哲學原理，將一元論的事物統一以
生活常態描述： 「水是客體，月亮是主體
。當沒有水時，水中就沒有月亮，反之亦
然。但當月亮升起時，水沒有等待着要去
反映月亮的影子，同樣即使最微小的水滴
湧出，月亮也沒有想到要投射自己的影子
。因為月亮並沒有意圖投射自己的影像，
而水也不是故意反映月亮的影像， 『月印
萬川』 的景象是月亮和水共同協作的效果
，水展現月亮的光輝，而月亮顯示了水的
清澈。」 李小龍就這樣輕巧闡述一元論的
要義。

在他的著作中，我看到了習武之人的
基礎觀念，例如：武融於愛，表現於智，
提出習武人是智武者，洞若觀火，將智與
愛放在第一位置。如今回看那些舉着美英
國旗的暴徒，以暴力脅迫他人，以 「私了
」 取人生命，把文明城市拖到荒蠻時代，
企圖將世界巨星捆綁為他們所用，李小龍
在書中鮮明回答：我是中國人。

那些暴徒是什麼，流寇，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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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個氣場強大的母親，她不但入得
廚房出得廳堂，還入得課堂出得工場。

年輕時的母親，是南洋華僑中學的教師
，是出名的嚴師。她擔任班主任的班級，學
生的成績總在名列前茅。母親教學認真，有
正義感，對學生一視同仁，有教無類，深受
學生的愛戴。班上有位半工讀學生，由於需
要當小販幫補家計而時常遲到，導致學業落
後而留級了兩學期，因此被學校開除學籍。
母親卻認為這位學生資質不差，成績不好
歸咎於沒時間溫習。母親力排眾議，為他
出頭，結果該學生准以復課，條件是成績
必須在短期內達標。母親接受了挑戰，每天
放學後把這位學生接到家中為其義務補習功
課，為了能讓他專心一意讀書，母親通過家
訪，說服了其家人讓他當全職學生。每個月
的發薪日，母親瞞着家人，抽起小部分薪水
替他交學費，最後這位學生以優良成績順利
畢業。

母親移居香港後，由於學歷得不到認可

，不能重執教鞭，改行當了裁縫。她在求學
期間對時裝設計已有濃厚興趣，兼職掙學費
，到裁剪學院師從荷蘭名設計師。母親料想
不到這興趣日後為她帶來高峰的事業。

當年從四季如夏的南洋來到香港，人地
生疏，為了生活，唯有在家裏當裁縫，替人
度身縫製時裝。母親的顧客多是南下的上海
太太小姐，也有中環的白領麗人，偶爾也有
歡場女子。每次放學回家我總是見到一群人
來 「做新衫」 ，七嘴八舌說着我聽不懂的上
海話，生意非常好。遇到聖誕新年，母親往
往趕工至通宵達旦。

家庭生活得以改善，可我卻察覺母親總
是心事重重，漸漸變得寡言。後來從祖母口
中才得知母親原來承受很大的壓力，因為那
些富貴顧客很難服侍，時常提出苛刻的要求
，比如一件衣服往往要修改到 「改無可改」
才肯收貨……各種挑剔。母親後來決定不再
當裁縫。其實她的手藝早被不少顧客讚賞及
肯定，有人主動問母親能否教裁剪。就這樣

無心插柳，由最初的幾位學生開始，漸漸到
後來學生把家裏客廳都擠滿了，於是母親把
當裁縫掙到的一些錢，租了一層商住樓宇，
開起了裁剪學校。

天時地利，裁剪學校收生順利，很快就
收生過百。學生來自各階層，主要是在職工
廠女工，也有文員、教師、中學生、家庭主
婦，更有遠道從南洋地區特地而來的華僑。
母親秉持以往的教學認真，對學生要求很高
，為了啟發學生的設計靈感，學校不時舉行
時裝設計比賽，優勝者獲得獎學金以示鼓勵
，裁剪學校着實培訓了不少獨當一面的設計
人才。七十年代末期，香港經濟起飛，市民
生活水平提高，時裝店如雨後春筍。母親與
時並進，把裁剪學校改為山寨式工場，經營
起時裝批發生意。

八十年代，香港時裝業正值黃金期，製
衣業興旺，不愁訂單。於是對能力高的員工
，母親會支持及幫助他們自立門戶，讓大家
共享經濟繁榮的成果。經過十年的黃金歲月

，九十年代初期工廠開始北移，香港時裝製
衣業漸漸步入夕陽，許多時裝工場也相繼結
業。母親因為信譽好，仍有一批海外老客戶
，工場勉強得以經營，只是時裝設計已進人
電腦化，母親有時不我與之感，加上已屆退
休年齡，最後把工場平價轉讓給她的得力助
手，瀟灑告別了時裝界。母親退休後移居北
美，也很快投入當地生活，學電腦，學開車
，還學西班牙語，成了班上年紀最大的學生
。之後，母親還在社區中心當義務家政導師
，教裁剪，還為中文班義務編寫中文教材，
在異鄉，生命活出了彩虹。

今年母親回香港與我們過春節，遇上了
疫症，未能預期回去，這讓我們姐妹有機會
與母親朝夕相對。八十三歲的母親依然身體
硬朗，耳聰目明。我眼中的母親與往日無異
：心境年輕，好學不倦，善良明事理。母親
節之際，我祝母親健康長壽，對她說一聲我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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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春天，有些特別。
驚蟄之後，新冠病毒開始肆
虐歐洲。三月中，德國各州
的學校開始停課，商店關門
，所有娛樂活動取消，在公
共場所最多只能兩人行，而
且還得保持安全距離……忽
然之間，彷彿世界都變了，
尤其是限制令剛發布的第二
天，上班路上沒有幾輛車，到處空
空蕩蕩的，那感覺，就好像自己不
小心走進了災難電影。然而日子還
要繼續，春天，也悄然來臨了。四
月初，我們取消了原定的倫敦之行
，夏天的度假也無法計劃了。天氣
晴好時，我們會去田野上散很長時
間的步，在花園裏燒烤，或者坐在
陽光下看書，晚上全家一起追美劇
，盡量不給焦慮以機會和時間。

復活節的時候，我們去附近的
小河邊野餐，帶的吃食都是孩子們
一早起來準備的。出發之前，我們
還沒有忘了傳統的 「找彩蛋」 ，和
往年一樣，我和丈夫把早就準備好
的巧克力蛋和兔子藏在花園的各個
角落，讓孩子們找。他們早就過了
對這個把戲感到高興的年齡，但我
還是願意維護這個傳統。在看到兒
子搖晃着他那一米八的大個子舉着
剛剛 「找到」 的彩蛋故作驚喜狀時
，我不禁感慨，從前是我們陪孩子
玩，現在其實是他們在陪我們玩。
就這樣笑着調侃着，一時間我們都
忘記了現在這個尷尬的特殊時段。

春天是播種的季節，
當下正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我在玻璃房裏又種起各
種蔬果。我們夏天不會長
時間地出遠門，澆水與收
穫都不成問題。西紅柿、
黃瓜、柿子椒、草莓和茄
子苗，在屋檐下種了一陣
子，看見它們綠油油地越

長越高，我也感覺看到了希望與光
明。

轉眼竟然已經五月了，天氣逐
漸熱起來，空氣裏也有了夏天的味
道。經過了近兩個月的嚴格控制，
新冠疫情在德國的蔓延得到了初步
控制，現在各州都開始逐漸解禁，
孩子們也將在兩周後開學。至於這
些措施是不是為時過早，還很難說
，作為普通百姓，我們只能想辦法
盡量保護好自己，同時希望周圍的
人也都能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樣才
能保住初步的成果。

不管怎樣，放穩心情過好每一
天才是當下能做的和要緊的。今天
晚上女兒做飯，給我列了採購清單
，我下了班就去超市把菜買好，回
到家後，洗乾淨手，坐到畫板前，
繼續兩天前開始的油畫。窗外陽光
正好，有和風吹送，檐下的風鈴叮
咚作響，小鳥們嘰嘰喳喳，我家的
貓則坐在窗台上的太陽裏慵懶地打
瞌睡。

這個彷彿很不平常但是其實又
很平常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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