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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勇 林新發

聖誕節的真諦 麵線糊裡的溫暖詩章
過去兩天，大家都同家

人歡度了一個祥和的平安夜
和歡愉的聖誕佳節。菲律賓
人口八成以上為天主教徒，
是一個地道的基督教國家，
所以非常重視聖誕節，每年
都一定會隆重慶祝這一宗教

節日。除了菲律賓，全世界大多數國家和
地區都會慶祝聖誕節，這些國家和地區並
不是全部都信奉基督教，說明聖誕節已非
純屬基督教的宗教節日，而是一個普天同
慶的日子。

由於聖誕節已經成為一個普天同慶的
節日，所以基督徒和非教徒，均會隆重慶
祝這一節日。所不同的是，非教徒過聖誕
節，主要是注重紀念儀式，以及各項慶典
活動；基督徒過聖誕，所注重的則是耶穌
降生所帶來的救恩。

非教徒只知道聖誕節是紀念耶穌的
誕生，卻不知道耶穌為何要降生。基督徒
則知道，耶穌的降生是受上帝的差遣，以
完成救贖工作，藉此帶來恆久的希望和平
安。救主耶穌也是出於對世人的愛，才順
服上帝的差遣，道成肉身降生人間。

人類因始祖亞當和夏娃違背了上帝的
旨意，所以他們的後裔都是罪人，罪的工
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
督裡，乃是永生。耶穌降世的主要任務，
就是在十字架上替我們這些罪人死，讓祂
身上所流出的寶血，洗滌我們所有的污
穢，使我們的眾過犯獲得赦免。除了耶穌
以外，沒有人會為了擔當我們的過犯而為
我們死，即使有也無濟於事，因為所有人
都跟我們一樣也是罪人，所以不能救贖我
們。只有耶穌能夠擔當我們的罪過，因為
祂未曾犯過罪，所以祂流出的寶血有清除
罪惡的功能。

《聖經》告訴我們，你若口裡承認耶
穌是主，心裡信神叫祂從死裡復活，就必
得救。信耶穌能夠得到永生，這就是聖誕
節最有價值的含義。耶穌在世33年半，滿30
歲出來傳道三年半，最後被釘十字架，完
成救贖工作。

耶穌死後第三天從死裡復活，40天
後駕雲升天，這也是基督教教義的重中之
重。耶穌的復活比出生更重要，如果祂沒
有復活升天，那我們也沒有必要相信耶
穌，更沒有必要慶祝聖誕節。因為即使祂
是為我們的罪而死，惟若是祂沒有從死裡
復活，那麼祂連自己也就不了，又如何能
救贖普天下的罪人呢？

耶穌升天已經兩千多年，有一天，祂
將第二次降世，屆時祂不再是以道成肉身
的形式降臨，而是榮耀地返回人間。祂重
返人間後將建立千禧年國度，然後再帶領
信徒進入永世。我們只要相信耶穌，接受
祂作為個人救主，就能夠在祂的國度裡有
份。

《聖經》路加福音記載：「在至高之
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歸於祂所喜悅
的人！」是的，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勝
過罪惡；勝過死亡和陰間的權柄，這一切
的尊貴和榮耀，都應歸於至高神。耶穌已
在十字架上擔當了世人的所有罪惡，所以
全地都充滿著平安。耶穌基督是和平的君
王，祂降生的夜晚自然就成為平安之夜。

當然，聖誕節是萬王之王耶穌基督的
誕生節日，普天之下自然要隆重歡慶這個
日子。但是，我們不能只注重聖誕節的歡
慶一面，而要更重視其屬靈意義。

但願世人都能接受神所預備的救恩，
享受基督的豐滿，讓聖誕節的真諦得以彰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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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時分，備好那細
若髮絲的麵線，輕輕過水，
那如絲般的麵線瞬間變得愈
發柔順，彷彿即將開啟一場
令人沉醉的美味之旅。

鍋中的湯水微微泛起
漣漪，麵線猶如水中靈動的

游絲，伴隨翻滾的湯汁翩然舞動。天氣漸
涼之時，守著一鍋「咕嚕、咕嚕」歡快冒
泡的麵線糊，靜靜陪伴其悠然燉煮，內心
也會漸趨平和寧謐。

吃麵線糊以滋養身心，是閩南人的飲
食特色。那煮得軟爛、細膩爽滑的麵線糊
無疑是上佳的「基底」。此刻，烹製麵線
糊仿若繪製一幅精妙絕倫的畫卷，眾多食
材依次添加其中，它們各自獨特的風味相
互交融，最終必然匯聚成獨有的美味。

倘若您踏上閩南這片土地，又怎能錯
過那令人垂涎欲滴的麵線糊呢？

老家人對一碗「海鮮麵線糊」向來讚
不絕口。據說，這麵線糊還有著一段動人
的傳奇：從前，閩南海邊有個漁夫，生活
清苦卻勤勞善良。一日，他在海上遭遇風
暴，漂流數日後被一艘商船搭救。商船上
的廚師見他身體虛弱，便用鮮蝦、蛤蜊、
魷魚等海鮮和麵線為他煮了一碗熱氣騰騰
的麵線糊。漁夫康復後回到家鄉，將這美
味的麵線糊的烹煮方法分享給了鄉親們，
從此，「海鮮麵線糊」便流傳開來。

煮一鍋「海鮮麵線糊」並非繁難之
事：選取鮮蝦、蛤蜊、魷魚等海鮮洗淨，

鍋中倒入熱油，放入蔥姜蒜爆香，加入海
鮮煸炒片刻，倒入適量清水煮開，再放入
麵線煮至軟爛，最後加入鹽、胡椒粉、香
菜、蔥花便可出鍋享用。

盛一碗「海鮮麵線糊」慢慢品味，那
鮮香之味宛如喚醒味蕾的「神奇密鑰」。
海鮮的鮮美、麵線的滑嫩、湯汁的濃郁盡
融於這一碗之中，這無疑是一鍋令人饞涎
的麵線糊。熱乎乎、香噴噴，既暖胃又暖
心，這般麵線糊易於消化，對於老人、小
孩用以補充營養，堪稱絕佳之選。

還有一款「大腸麵線糊」是資深食客
們的心頭摯愛。同樣以麵線糊為底，加入
鹵制好的大腸、鴨血、醋肉、油條碎等，
攪拌均勻。品嚐這碗麵線糊，那滋味既有
大腸的醇厚，又有其他食材的豐富口感，
讓人一旦端起碗便再也難以放下。

記得，在我尚未離開家鄉去遠方求
學之時，曾在老家小住過一段時日，奶奶
每天都會為我煮麵線糊當作早餐，花樣繁
多——瘦肉麵線糊、香菇麵線糊、牡蠣麵
線糊……各種美味的配料層出不窮，而那
始終不變的、精心熬製的麵線糊湯底，我
深知這是奶奶「煮」給我的愛，那時的
我，吃得心滿意足，心中滿是幸福。

如今，身處異鄉的我，偶爾會親手煮
一鍋「麵線糊」細細品嚐，悠然地感受著
生活的美好，同時也咂摸出了那份濃濃的
思鄉之情。

天寒可加被？不如來碗麵線糊暖暖身
心吧！

莊文成

《記者生活的回憶》（十四）
一直到2005年，陳永栽

收回會所，記者才遷回到太
平洋大廈來，那時，記者會
已面目全非了。

記者會衰老了，後繼無
人，有些元老級的退休了，
死了，離職了，我們會暗中

栽培一些接班人，但隨著華文報業衰微，這
些新力軍，有的到外地打天下（如蔡友銘去
加拿大），如蘇尙曉（從商去）。如施文志
（半商半文）……而一些老將，如陳景雲，
除了看球賽，世事不管。

記者會雖然失去了往日頭上光圈，但它
的存在對一些人還是有特殊的意義，一桌麻
將成了他們工餘「消遣」的去處，成了閒著
的人的娛樂，也成了一些暫時失去工作的人
「浪幫」的地方。

在曾恩良會長任內，他還爭取到崇仰醫
院，給予全體華文報員工的一些醫療優惠，
這該是記者會被珍惜的原因吧？

記者會不是報人的職工會，它跟資方沒
有矛盾，也不對立，但她關心華文報職工福
利。當陳永栽先生在為中國開拓旅遊市場，
鼓勵本地華人到中國旅遊時，華文記者會為
他們爭取並安排遊中國，來回機票免費，由
陳永栽先生資助。參加這次旅遊團的人不只
是編輯部人員，廣告部，營業部的員工都
參加。他們共分為四批，總共近百人，在祖
籍國的九曲溪上泛舟，登上武夷山觀雲山美
景，留下了一生難忘的美好記憶。

記者會另一項照顧報館仝人的工作是
每年聖誕節，舉行的聖誕聯歡會，邀請華文
報職工參加。讓他們分享一點點聖誕節的溫
暖。但那來那麼多的錢？要付聚餐費，又要
準備抽獎的禮物。所以只好找樂意資助的社
會人士。

好幾年來，商總一直負責這聯歡會的餐
費，商總的個別領導和其他社團領導還另外
獻捐現金，有的作為現場抽獎的專案，有的
作為記者會的經費。

記者會新舊屆會長就在這聯歡會上一個
就職，一個卸任，移交職權。

為了辦好去年聖誕聯歡會，記者會代

表就找商總負責人，報告這聯歡會的籌備工
作。

商總新聞組消息來源說，在一次會議中
討論這件事，會中有人提出異議，責問為什
麼商總要支援華文記者會？

好在商總理事長黃禎潭有獨立思考
能力，也發表意見說，「最好遵照商總的
傳統，商總以前怎麼樣做，我任內也照樣
做。」不然的話，五家華報的職工們去年聖
誕節聯歡會要「吃西北風」了!

事實上，記者會這頓飯，不難找到東
主，只是記者會這群人懂得無論記者們如何
「落魄」，他們還要遵守記者會的傳統立
場。

雖然我們知道華文記者會的起死回生跟
華文報業的復興是息息相關的，但我們還是
希望她能東山再起，恢復往日的雄風，再創
輝煌！

【第七章：最後一擊】
我離開菲華日報後，本來打算完全退

休，閒時到記者會打圈衛生麻將，跟朋友們
天南地北的「化仙」……就使是等死，生活
也要輕鬆一點。

可是打麻將我不是人家的對手，玩小
的，人家又不樂意「奉陪」，要我天天交
「學費」，我會「破產」的，沒有意思。於
是還是找點工作做。

當我還在報館工作時，我一直想出版
一本如「讀者文摘」這類的雜誌，專給本地
的漢文讀者讀的，經過這麼多年在報界浮
沉，我掌握他們所關心是什麼，他的興趣是
什麼，而稿源嗎，容易，從國內出版的那麼
多雜誌摘取。問題是誰去排版，印刷和發行
呢？

後來，我找到了舊老闆于長城的女婿
吳抵抗，讓他去幹這些粗活，但資金呢？我
又找到我五四同學吳泉宗，於是一拍即合，
《潮流》月刊誕生了!

有了「潮流」，我有了自己的園地，每
期都可在「這一期」的專欄中，發洩一些對
人對事，對社會不滿的骯髒氣！

從此，我很少再到記者會去。

（未完待續）

洪天平

出書以後
龍年冬月初三，陽曆

2024年12月3日，星期二，
這一天當然是個普通的日
子，只是於我卻有那麼一點
特別，應該說有種紀念意
義。

這一天我出書了。我的
《苔花集》「詩歌篇」和「散文篇」一套
兩冊，經過半年多時間的艱辛籌備，終於
把「勞動果實」打包為「成品」交付到我
的面前。

當「貨拉拉」把70多箱書籍卸到我家
門口，此時我油然生出些許感慨。既有如
釋重負的喜悅，又有欣慰後的靦腆，反正
是五味雜陳了。

不知怎的，我竟然還感歎知識太不
值錢了。十幾二十年心路歷程上的風風雨
雨，置換成眼前一噸半的紙張書頁，而且
這一些只是你個人的行囊，你自以為是的
「財富」，無關旁人太多事。

大概在半年前，我的小學語文老師
洪老先生自告奮勇幫我整理歸攏和校對，
好幾個月以來，老師為我的作品付出大量
汗水和心血。我們師徒倆在這方面有相當
的共同語言，配合默契，溝通起來比較順
暢，可以說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為了多年的耕耘能獲得一個心裡想要
的收成，這其中的酸甜苦辣自不贅述。也
是在半年前，大概同一時間段，我便決定
把作品交由專業出版公司，正式進入一系
列正規渠道和程序。

說來也巧，負責編輯出版印刷的同
志雖在異地竟也姓洪。其實我們幾位本來
就是熟人加朋友，彼此知根知底，所以合
作起來比較順暢。「三洪」共事，寓「三
星拱照」之兆，這應該也是一種難得的緣
分吧。今天，書總算付梓出籠了。這樣的
話，對關心和幫助過我的朋友終於有個客
觀的交待，對自己也是一種安慰。至於這
一套兩冊書籍其「顏值」和將來的運氣如
何，暫且不去想它，想也沒用。

在我看來，我的書有點個性但水平一
般；我的書接地氣但場面不夠恢宏；我的
書講真話不跟風但可能比較狹隘和偏頗。
也罷，隨它去吧，既然木已成舟，聽天由
命就是了。這長達幾個月的整合校對過程
中，我一直堅持並得到兩位同姓老師的理
解，那便是我的作品水平就是這樣了，但
祈求盡量不要出現一些低級別的錯誤。比

如一些專用詞語，特別是成語，絕對不能
有誤。

現在看來，這半年多的心血還是有了
相應的回報。滿意，或者比較滿意。我一
直以為，合作好了，工作愉快了，雙方皆
大歡喜，有個良好的信譽基礎比什麼都重
要，也是彼此一致的終極目標，有形無形
中還能為雙方釋放客觀的正面效應。

其實說白了，作品好壞取決於作者
的水平，而書中不該有的瑕疵是編輯的問
題。雖然些許紕漏也在所難免，但總不能
到了最後「勘誤表」續出好幾頁，那便尷
尬了。從這個意義說，出書並不亞於石上
鑿字。說來有點不好意思，我這人有個
「急癖」（不是潔癖），但對於文章的整
理和定稿還是有一定耐心的。倘若文中或
者書中漏洞百出甚至「硬傷」纍纍，到時
候讀的人會比寫的人難堪許多。

也是這幾天，常有人問我出書了有
什麼感覺，我回答說當然有點成就感。這
是實話但也是自我壯膽的話，因為草根作
者首先要有起碼的自信，不然如何傳遞他
人。其實這年頭大家都在為家庭為生活為
前途「秒奔」，誰還能顧及太多。為了方
便快捷，為了即時操作，眾人都在刷手
機，幾人能靜下心來讀書。坦誠說，你的
書又並非出自名家大家之筆，別人不以為
然，你也別太當真，無非如此，過過書癮
而已。

如此說來，出書了，外界恭維的話
自然多了，關鍵是自己得知道自身幾斤幾
兩，不能鬧出「大器晚成」那種自以為是
的無聊笑話。想刷存在感，可以延續自己
的愛好，筆耕不輟，既得到自我清歡又無
礙他人。寫到這裡我頓覺還真是的，寫作
能鍛煉記憶，寫作能記載過去，寫作能激
發分泌快樂荷爾蒙，寫作能使人健康長
壽。哪天夜裡夢中醒來忽有靈感來襲，翻
身起床寫它半個小時，哪怕聞雞叫迎天
明，也倍感逍遙自在。

最後我要說，因為這次出書，有機
會請出我的兒時老師洪老先生為我把關審
稿，又有幸遇見出版公司的老朋友洪編
輯，是洪編輯帶領他的優秀團隊做出不凡
的努力，取得不俗的佳績。這其中的一
切，雖似邂逅實是緣分，而且緣分不淺。
說是「洪家作坊」的一段軼事佳話，亦不
為過吧。

（2024年12月14日）

靈子

學習澳門經驗 實現更好發展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上週在澳門出席慶祝澳門回
歸祖國25週年大會暨澳門特
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
禮，並在澳門視察。同時
間，習近平主席再次與行政
長官李家超會面，在會面時

習主席指出，「一國兩制」實踐已經進入
新階段，香港、澳門應該展現更大作為、
實現更好發展，要互學互鑑，加強交流合
作，開創更光明前景。他又指，國家對香
港有很高的期待，希望李家超和特區政府
穩健施政，全力拼經濟、謀發展，奮力創

造香港新的輝煌。 
事實上，澳門在回歸後積極利用國

家的支援政策發展「飛地經濟」，成功為
經濟轉型提供了空間，增加產業多元化的
同時，減少了過分依賴博彩業的局面。香
港和澳門同為國家的特別行政區，都享有
「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因此港府應該
參考和學習澳門的成功經驗，善用國家政
策給予的便利，利用好灣區內的土地資源
發展「飛地經濟」，才能更好地推動本地
經濟轉型。 

要知道，中央在發展政策上一直都
為香港預留「好籌」，冀望香港能不折騰

拼經濟。惟在回歸後，受到一小撮亂港勢
力的影響，香港社會陷入內耗與空轉的窘
境，窒礙了經濟和社會升級轉型的步伐。
所幸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實現了由亂到治
的重大轉折，現在就應該集中全部精力，
努力拼經濟。

加上在中美博弈升溫的大環境下，
香港已不能像過去般只依靠傳統金融優勢
而得益，因此現時香港應積極主動參與國
家發展規劃，依靠內地強大且具韌性的經
濟和產業鏈，推動本地社會和經濟轉型升
級。 

以澳門為例，與香港一樣受到地少人

多的限制，以至於過去只能依賴博彩業作
為單一的經濟支柱。然而，在中央提出設
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後，澳門政府
積極利用政策向珠海「拿地」發展多元產
業，成功令博彩業佔澳門GDP的比例由原來
的50%，下降至2023年的38.3%，亦加快了
澳門與珠海，以至整個大灣區西部城市間
的協同發展。 

而十多年來，港府未有像澳門政府般
積極地在前海發展「飛地經濟」，以至於
前海深港合作區的發展未如橫琴般熱絡。
要知道，中央設立深合區就是在給政策、
給地、給人和給產業，利用好了便能在推
動本地經濟升級轉型的同時，深化與附近
城市間的協同發展。因此未來港府要握好
中央給予的發展「好籌」，利用好前海發
展「飛地經濟」，在創新創造中推動香港
由治及興，以亮麗的新發展成績回應中央
的期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