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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甚麼都要夠投入、要有大志。做大事一定要妙想天開。妙想個天會開 ? 當然不會，但不妙想，更加無機會。」
——立法會議員詹培忠

本會在大年初七俗稱「人日」的大好日子在會所舉行香

港潮州同鄉庚寅年新春團拜，現場氣氛熱烈，整個禮堂座無虛

席。本港潮屬社團首長、中聯辦與政府官員、嘉賓及會員，以

及潮州會館中學和潮商學校校長教師等歡聚一堂，共賀新春，

彼此送上祝福語。一代國學大師、潮州之寶饒宗頤一如往年，

穿上醒目裝束現身會所，精神抖擻地向各位鄉親拜年，令現場

氣氛更添熱鬧。

團拜開始，司儀黃進達請正副會長向來賓及鄉親拜年，

隨後，各位相向鞠躬，互賀新禧。許學之會長在會上致新年賀

辭，祝大家虎年進步、新春如意。

許會長稱：每一年的新春團拜是潮州鄉親一個非常重視

的日子，大家歡聚一堂，凝聚鄉誼，氣氛熱烈。過去的一年當

中，香港潮州同鄉堅定愛國愛港，做了不少的工作。為慶祝國

慶 60周年，商會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同時大力推動香港與
海外及內地的商務經貿關係，關注青少年吸毒問題，扶助弱勢

社群等。他更稱，香港是一處福地，充滿無限的商機，融合著

創意和進取精神，在國家多項優越政策的支持下，香港穩步地

渡過金融危機，各行各業朝氣蓬勃，經濟明顯復甦。談到近期

在社會上產生一些爭議，比如高鐵與政制，許會長希望大家深

思，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培養良好的道德觀，發揮香港精

神，攜手共同維護香港社會的和諧安定，朝國泰民安大道闊步

前進，迎接威猛虎年的美好前景。

許會長更透露：今明兩年，潮州商會將啟動九十周年華誕

的一系列慶祝活動，各項活動構思結合了潮州商會的歷史及特

點，也兼顧社會各階層需要，涵蓋學術、 娛樂、工商及慈善等多
方面的內容。目的是為了充分發揮潮人的優良傳統，維護社會

核心價值，共融和諧做貢獻。除此之外，商會將繼續發揮獨特

的橋樑作用，加強與世界各地潮商及工商團體的聯繫，協助會

員拓展業務，促進國際經貿發展，共同為香港的繁榮及穩定而

努力。

團拜會上，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范瑞方、中西區民政事務

專員何吳靜靜，以及多位潮籍鄉親和嘉賓紛紛致辭祝賀新年。

何吳靜靜先以潮州話祝福各位鄉親，跟著讚揚潮州商會匯聚各

界潮屬翹楚及社會領袖，致力促進工商業繁榮，發展國際貿易

及開拓商機，經常組團外訪，打通經商脈絡，並為香港培育人

才，為香港的和諧穩定和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她更向該會在過

去對政府包括中西區民政事務處的支持，致以衷心的感謝。

到會的主要嘉賓還有：中聯辦有關部門領導張肖鷹、陳旭

斌、黃燦彪、黃斌、顏文真，中西區民政事務處林麗清、黃燕

芬等。紫荊雜誌社社長劉偉忠及本港多間傳媒機構的嘉賓亦到

會互賀新禧。出席團拜的潮州商會首長及會董還包括廖烈武、

陳有慶、劉世仁、唐學元、葉慶忠、周厚澄、陳偉南、蔡衍

濤、莊學山、藍鴻震、饒宗頤、梁劉柔芬、林輝耀、陳蕙婷、

陳捷貴、吳哲歆、林赤有、方平、吳少溥、蕭成財、葉振南；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副主席林榮森、余潔儂、許瑞良等共百餘

人。

左起：吳哲歆、林克昌、蔡衍濤、劉世仁、陳有慶、何吳靜靜、許學之、

范瑞方、陳偉南、藍鴻震、周厚澄、劉佐德、唐學元、葉慶忠、邱子成 正副會長向來賓拜年

許學之會長致辭 何吳靜靜專員致辭 藍鴻震名譽會長致辭 饒宗頤教授致辭向同鄉好友拜年

後排左起：財神、陳有慶、莊學山、黃書銳，

前排左起：葉慶忠、饒宗頤、蔡衍濤

潮屬社團總會首長會董團拜合影

禮堂場面熱鬧喜喜洋洋賀新年

財神陪伴饒教授、

高佩璇（中）、莊學山（右）

梁劉柔芬名譽顧問與

廖烈智相見歡

財神派利是



汕頭市委書記黃志光、市長蔡宗澤、市政協主席于云臣等一行日前到港，隨即到訪香港潮屬社團總
會、香港潮州商會，這亦是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許學之新上任後，首次在港接待汕頭市領導。許學之
致辭時感謝汕頭市領導對兩會關心及愛護，他希望總會各屬下社團會員與潮汕家鄉之關係更為密切，關
心和支持家鄉各項建設。黃志光指今年汕頭整體經濟發展勢頭很好。有此成績，離不開各位鄉親對家鄉
的關心和重視。

許學之在會上致辭時表示，他本人去年與潮州商會會董前往汕頭市及潮陽、潮南區訪問， 年底又到
汕頭參加招商引資活動、第二屆粵東僑博會及粵東四市第三次黨政聯席會，他體會到在黃書記、蔡市長
領導下，汕頭市民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經濟社會保持平穩較快的發展，去年的地方財政收入
增長 14.5%，全年總產值首次突破千億大關，振奮人心。他更欣賞在四市聯席會上蔡市長的一席話，要
推動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各行業協會、商會之間的合作，大家一定要互相作出配合。

黃志光致辭時表示，去年市委市政府在應對經濟危機中，按照中央省委的工作指引，危中尋機、危
中思定、危中謀發展，不斷推動經濟發展，推動工作落實、令汕頭市 GDP首次突破 1000億元人民幣大
關，增長 4.5%，總財政收入達 152億元人民幣，整體發展有很好的勢頭。他說，汕頭港貨物吞吐量錄
得理想升幅，集裝箱增幅達 14.5%，成績很了不起，預計今年可更上一層樓。汕頭市經濟的發展，能有
今天的成績，主要是各位僑領、鄉親對家鄉高度重視、關心及支持的結果。市委市政府對此表示深切的
感謝。

他謂今年的「香港潮籍鄉親迎春座談會」，在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創會主席陳偉南倡議下，粵東三市於
灣仔君悅酒店聯合舉辦。他指建議非常具創意，認為可以增加三市領導彼此聯繫的機會、亦可體現團結
齊心的精神。

出席的兩會首長尚包括陳偉南、廖烈武、蔡衍濤、莊學山、唐學元、陳幼南、余潔儂、吳哲歆、周
卓如、劉宗明、林輝耀、陳捷貴、唐大威、張俊勇；汕頭市代表團一行還包括王芸、謝澤生、周鎮松、
蔡嬋英、方海順、陳少宏，鄭曉奇、馬逸麗、楊鮀生、董維木、陳彥峰、陶小平、陳文偉、黃立飛、許
朝暉、李鴻釗，溫就、許友文、林逸環、賈真、趙令蔚、謝岫嶠。

由本會與浸會大學合辦初級潮語班「潮汕語言文化探索」已順利舉
行，內容包括林超英先生之「潮汕人來自何方」和高永文醫生的「趣談
潮汕飲食文化」。

前天文台長林超英為今次演講做足功課。講古仔，告訴你到底潮汕
人來自何方。

不看天氣圖，林超英眼前換上了一疊潮州歷史 Notes，坐在旺角辦
公室的木椅上，自沏一壺熱茶，專注說地道的潮州故事。「我雖在香港
出生，但與祖母同住，因她只聽得懂潮州話，我就一直說到十九歲。」
這次應本會之邀，到香港浸會大學主講潮州文化講座，足足兩小時。
「我負責演說潮州人來自何方，因本身愛讀歷史，而且是『潮州佬』，
商會叫到一定幫忙。」

林超英說，潮州話在漢魏年代被凍結，沒跟隨中原轉變，從一個
「快」字得知。「潮州人說『快』不用快，用『猛』；翻看漢魏歷史，
『快』在當時只有一個解釋，就是『快樂』，如『食之而後快』等，後
來永嘉之亂，中原鬧饑旱，公元三百年前（約一千七百年前），一批漢
人逃出中原，走至長江頭再到了潮州， 自此他們所說的語言（潮州話）
就一直凍結著。簡單舉例，就如台山人到了美國後，他們說著的台山
話便不會再有改變一樣。」故潮州話很有古文味，潮州人讚人漂亮用
「雅」，層次頓時升級。「潮州靠海，跟中原之間隔了座蓮花山，古時兩
地難通，所以每個朝代也有人逃到潮州，很多更是官員，留下了不少文
化，這或形成潮州人比較自信的原因吧，我們挺自豪的。」

第二期的潮語班在 3月開課，將舉辦初級課程《潮汕語言文化探索
（一）》及中級課程《潮汕語言文化探索（二）民俗》。

本會日前在會所接待由香港中華總商會主辦之第 163期工商業研討班的學員，該期研討班由武漢市
委統戰部副巡視員汪海鷹女士率武漢市委統戰部和武漢 12個區相關部門的領導共 27人出席，於新春初
始蒞港研討學習。本會長許學之，副會長張成雄，常務會董唐大威、張俊勇，會董李焯麟、邱子成、林
鎮洪、趙錦章、陳德寧及青委張詩培等出席接待來賓。

許學之會長於座談會上介紹稱，潮州商會是香港一百多萬潮籍鄉親中歷史最悠久且最具代表性的工
商團體。商會會員來自香港各個領域，不少是所在行業的精英。香港潮州商會有廣泛的國際網絡，會員
多有國際營商經驗和國際投資視野，會員的業務國際化程度很高。並協助設於香港之國際潮團聯誼年會
秘書處及國際潮青聯合會秘書處的工作，潮州商會同時也透過這兩個平台，和全球四十多個國家及地區
的四千萬潮籍鄉親保持著緊密的聯繫及經常性的互動。許學之更稱，商會一直努力為會員及鄉親拓展商
機，推動國際貿易，加強與各界的聯繫和合作，積極和內地多個省市建立良好的聯絡機制及進行互訪。
商會的會員中有不少在武漢投資置業。他希望透過大家的深入交流，加強彼此之間的友好合作，對商會
會員，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或者是國家建設，一定能起到推動的作用。

汪海鷹團長表示，武漢市是中國中部的一個重要城市，武漢城市圈更獲批“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
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成為中國兩個“兩型社會”之一，是湖北省經濟發展的核心區
域。全市共有 13個區，參加這次研討班的就有 12個區的代表。她更稱，來香港學習將對武漢市的經濟
發展和城鄉建設等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研討班的學員將珍惜這次學習的機會，認真學習香港之優越之
處，不枉此行。來自武漢市各區的代表遂一向潮州商會之首長及會董介紹了各區的經濟發展情況和投資
環境等，並熱誠邀請本港潮商赴武漢觀光考察。

俗語有云：「急驚風遇著慢郎中」急病須
要急就醫，稍有延誤便會後果堪虞。就如財政
司長曾俊華月前心臟病突發，幸得醫院特事特
辦，緊急安排「通波仔」手術，又有優秀的醫
護人員悉心照料，才能化險為夷。

本港工業界正陷於內憂外患的時候，也亟需要政府急事特
辦，對症下藥，勿做「慢郎中」。金融海嘯爆發，全球經濟衰退，
本港出口疲弱，面對內地生產成本上漲，規管既多又常變，業界
飽受內外夾攻之苦，加上當局雷厲執行《稅務條例》第 39E條，
猶如在傷口上灑鹽。

第 39E條原意是針對避稅，但當局為求行政方便，對本港企
業在外地使用機器及其他工業裝置，一刀切當作避稅處理，剝奪
他們應有的折舊免稅額。而且還秋後算帳，追討過去多年已批出
的免稅額，對企業的殺傷力更甚於金融海嘯的衝擊，令業界惶恐
渡日。

其實，製造業北移，機械和模具放置在內地生產使用，香港
負責其他工序，互補長短，是按實際所需，根本與避稅無關，此
安排對兩地經濟和就業均有莫大的裨益。無奈當局妄顧工業發展
的實際情況，一意孤行，錯誤地執行此稅例，嚴重拖延企業升級
轉型的步伐和投資機械設備的意欲。

曾特首一向要求問責官員虛心聆聽訴求，鼓勵他們與業界和
議員加強溝通，一齊解決問題。過去兩個月，我就此事曾四次在
立法會提出質詢，局方卻一直迴避問題，只管含糊其辭，自圓其
說，並沒有提出確實憑據支持其說法，總以事情複雜、難於處理
為理由，拒絕作出檢討，如此抱殘守舊，官僚心態，實非一個負
責任的政府所為。稅例第 39E條並不是甚麼金科玉律，絕不可
改；相反，應要因時制宜，以支援工商業持續發展，提升企業競
爭力，配合粵港經濟融合的大趨勢，作出務實而有效的修正。

常言道，人走過生死之間，往往有所頓悟，有所啟發。曾司
長親身體會過「最怕遇著慢郎中」的情況，深信他一定知道業界
現時的苦況，徬徨無助。政府為何不能打破既有觀念，以突破思
維，無畏的精神，盡快克服行政上的種種困難，檢討和修改 39E，
令業界不致成為熱鍋上的螞蟻。

林大輝　立法會議員、沙田區議員

百姓禁毒的自覺性，是政府禁煙成功的群眾基礎；我
們必須吸取宣統元年禁煙失敗的教訓，決不能讓毒品成災
的歷史重演。

觀音堂庵規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潮陽知縣唐文藻所撰《潮陽
縣誌》上，有這樣一則記載：“自康熙間，外洋販賣鴉片，
始於閩之廈門，而郡縣無不受其害。”從這則記載看，早在
清代初年，西方殖民主義者就通過福建廈門，向中國傾銷
鴉片。而毗臨廈門的潮州府各縣，很快就流毒泛濫。“無不
受其害”這句話，反映了唐知縣對鴉片流毒深惡痛絕的態
度。實際上，潮汕人民也很快就認識鴉片流毒的危害性，
並自覺抵制這種毒品。以民間規約的形式反對吸食鴉片，
正是老百姓自發禁毒的一種行為。

我們曾在澄海市上華鎮冠山鄉作民俗調查，在該鄉神

山下觀音堂的一塊題為《冠陽神山觀音堂末鈉希聖自序庵
規》的石碑上，發現以庵規的形式禁食鴉片的內容。這塊
石碑是清代乾隆三十九年（1774）觀音堂的住持末鈉希聖
所立，共定庵規五條。其中第一條就規定 :“吃素事佛，倘
有肆酒茹葷，及沉迷鴉片者，逐 !”“茹葷”指食肉和蔥蒜
等帶辛味的蔬菜。佛教徒不吃肉。有“戒殺生”即尊重生
命的意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肉食、辛菜與酒一樣，飲
食之後，能使人欲火焚身、易生憤怒，有害個人精神的安
寧，也不利社會氣氛的和諧。因此，釋邇牟尼創教開始，
不吃葷不飲酒，一直是佛教最基本的戒律，是佛教的信徒
們宗教道德實踐中不可觸犯的禁忌。冠山觀音堂這則《庵
規》，將“沉迷鴉片”與“肆酒茹葷。”相提並論，一方面
說明當時鴉片流毒之廣，連佛門清淨之地，都難免受到沾
染，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佛門戒律在這一歷史時期，對社
會上新出現的吸毒陋習所作出的反應。在末鈉希聖看來，
鴉片這種毒品對個人精神安寧的破壞和社會和諧氣氛的危
害，是不亞於烈酒和葷食的。正因為如此，吸毒者將被無
情逐出佛門。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這塊《冠陽神山觀音堂末鈉希聖
自序庵規》碑不僅僅是末鈉希聖的自律。觀音堂是冠山信
女周郭氏捐建的家廟，而末鈉希聖是周氏所聘請的住持。
故不犯戒律、不吸鴉片，既是和尚對周氏所作的保證，也
可以看作周氏對家廟裏的和尚的嚴格要求。這在《庵規》
中是講得清清楚楚的 :“住持不克真修，菩薩之憑依無據；
動作苟非誠實，檀越之取信無由。早作夜思，每懼負氏之
一片婆心焉。以故氏每為聖誡，聖因為氏謀，愛立例規於
堂，永垂不朽。伸聖暨子及孫輩，如有犯規幹例者，一任
周家革逐擯出！”那麼，上引《庵規》第一條就不只是末
鈉希聖一個人對鴉片流毒的防範，至少，它也表現了周氏
家族對毒品危害性的清醒認識，《庵規》說明，在鴉片流毒
潮州府數十年之後，潮州社會中已經產生百姓自發禁毒的
行為。

百姓禁毒的自覺性，是政府有效實行禁毒措施的保
證。到道光年間，林則徐在廣州、在潮汕禁煙行動，也正
是因為有這樣一種群眾基礎，才能獲得成功。

黃挺

本會與浸會大學合辦初級潮語班

汕頭市黃志光書記和蔡宗澤市長蒞會訪問
急驚風遇著慢郎中

議 事 堂議 事 堂

香港中華總商會第163期工商業研討班學員

來 論來 論

（作者為廣東韓山師範學院教授）



洪克偉先生
榮升香港警務處
高級助理處長

1. 特區政府於一月二十一日在跑馬地禮
頓山社區會堂舉行二零一二年行政長
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港島及離島地區
人士研討會，本會廖鐵城副會長和林
楓林秘書長出席。

2. 本會青年委員會於一月二十一日在本
會所，就政府發表的《二零一二年行
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
與梁劉柔芬議員進行座談。

3. 本會九十周年會慶籌備工作委員會於
一月二十六日在會所召開第一次籌備
小組會議，商討有關九十周年會慶之
籌備工作事宜。

4.  2009《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
頒獎典禮於二月二十二日在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舉行，本會多位會董出席。

5. 河南省委省政府於二月二十五日在珠
海渡假村酒店舉行「2010年新春團拜
會暨漯河市推介會」，本會會董林大
輝、葉振南、嚴震銘等出席。

6. 中央文史研究館、敦煌研究院與饒宗
頤學術館定於八月八日在敦煌市舉辦
「莫高餘馥」活動慶賀本會名譽會長
饒宗頤教授九五華誕，本會應主辦機
構邀請將組團赴賀。

恭  賀

許學之會長宴請參加科技大學
中藥資源開發研討會之
一百多位學者，

詹華強教授（右）致送紀念品。

吳哲歆（右二）、陳強（左二）、林楓林（左一）
拜訪鄉彥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黃成模，

右為香港商報副總吳秋文。

右起：吳秋文、吳哲歆（右一、二）及林楓林（左
一），赴海口參加港府駐粵辦主辦之“紫荊龍情”，
和鄉彥港府駐粵辦鄭偉源主任（左二）合影。

12月10日許學之及林輝耀（右一）慶賀
唐英年司長榮任中文大學榮譽博士，
於會場巧遇碩士畢業之潮籍同學

徐宇航（左二）。

（右起）陳光明、葉振南和許學之等出席
中西區道路安全系列比賽頒獎禮

深圳市潮汕商會成立慶典，左起：

林楓林、張成雄、吳開松、許學之、陳偉泉。

出席廣東省新春酒會。（左起）吳哲歆、

陳鑑林、汕頭市長蔡宗澤、許學之、陳強。

出席中西區國慶六十周年聯歡茶聚

左起：許學之、陳特楚、陳捷貴

許學之（左二）和警務處洪克偉高級助理處長（左三）出席

西區警區暨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的新春團拜。

潮州集德福利會林金漢會長（右四）一行蒞會訪問。

適逢三女士牛一，
自然舉杯祝賀！

左起：周鋒社長、蔣虹、
吳建芳、王薇、許學之，

黃華燊與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探訪嶺南衡怡紀念中學，傳達禁毒
訊息，培養學生樹立正面人生觀。

潮州市領導和陳偉南為韓山師院偉南天文館奠基儀式
潮州市委書記駱文智（右）和陳偉南為位於潮州寶山中學的

衍澤軒進行揭牌儀式

徐林倩麗教授現任香港理工

大學副校長（國際事務及行政教

育）。徐教授 1978年在加拿大英
屬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會計及管理資訊系統商學士

學位，1987年在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取得理學
碩士學位，並在 1994年獲得香港中文大學會計
哲學博士學位。

徐教授 2002年加入香港理工大學擔任工商
管理學院院長、工商管理研究院院長暨會計學講

座教授，並在 2006年擔任理大推動大學國際化
工作小組主席及理大品牌和推動事務督導委員會

委員。徐教授於 2007年擔任理大協理副校長。
在此之前，徐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學任職長達

十八年，離任前為會計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

徐教授現為內地多所著名大學榮譽教授及客

席教授，更是首位會計學教授獲中國教育部聘任

為長江講座教授。此外，徐教授曾擔任美國麻省

理工學院 Sloan管理學院訪問學人。
徐教授獲香港特區政府委任為大學教育資助

委員會、研究資助局及太平洋經濟合作香港委員

會的成員，並曾擔任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及

財務匯報局成員。徐教授現任香港中電控股有限

公司及中國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並為《現代會計及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副
編輯。徐教授又曾出任美國會計學會副會長，專

責國際事務。

徐教授在國際頂尖期刊先後發表四十多篇學

術論文，她更獲香港特區政府資助三百二十萬港

元，負責三項有關企業管治檢討的研究項目。

徐林倩麗教授
榮升香港理工大學副校長

洪先生於一九七五年六月加

入香港警務處，他具備豐富的軍

裝、刑事偵緝及指揮經驗。

他於服務警隊三十五年期間，曾任職不同的

軍裝及刑事單位，包括港島總區的分區刑事偵緝

隊，以至總區情報組。他於一九九六至九七年期

間擔任港島總區高級警司（行動），一九九七至

九八年期間擔任投訴警察課高級警司，一九九八

至九九年期間擔任聯絡事務科高級警司，

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一年期間出任東區指揮官，二

零零一至零二年期間任職警察訓練學校校長，二

零零二至零三年期間擔任內部訓練課總警司，以

及於二零零三至零五年期間出任東九龍總區副指

揮官。他於二零零五年一月晉升為助理警務處

處長，擔任支援部主管，直至二零零六年一月轉

任港島總區指揮官。他將於二零一零年三月晉陞

為高級助理警務處處長，並接任行動處處長的職

務。 

許學之、周厚澄、吳仰偉（中聯辦港島工作
部部長）、許瑞勤、何靖（中聯辦九龍工作
部副部長）在中聯辦新界工作部新春酒會。

許學之（右二）、唐學元（左二）出席
肇慶市新春團拜和鄉彥黃玲副市長（中）合
影。左為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吳仰偉部長。

許學之、張成雄代表本會及潮屬總會出席

《香港商報》商界最關心十件大事頒獎禮

後排左起：中評社執總陳耀桂、明報副總編張許、
鳳凰衛視評論員郭一鳴、商報副總吳秋文、
盛世社長陳亮瑜、本會秘書長林楓林

前排左起：星島日報王微、紫荊社長劉偉忠、
本會會長許學之、中新社香港分社原社長周鋒
（現中國文化大學校長）、文匯報副總吳建芳、

經濟日報副總蘇偉雄

馬清鏗、許學之、范瑞方（中聯辦協

調部副部長）在醫管局新春團拜會上

左起：潮州市委駱文智書記、
中聯辦周俊明副主任、汕頭市委黃志光書記、
陳偉南創會主席、揭陽市委陳弘平書記

潮汕三市首次聯合在港舉行迎春座談會

許學之會長與傳媒高層歡送中新社周鋒社長榮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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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青少年吸毒問題大「升呢」！毒害問題更已入侵小學
校園。據禁毒處剛完成四年一度的調查顯示，在 112間受訪中
學中，僅得一間學校未有發現「毒害」；調查的 94間小學中，
亦只有十間小學的學生報稱未有毒禍，12歲以下曾經吸毒的中
學生比例，更較去年倍增至 4.6%，年齡最細的僅得 8歲。行
政長官曾蔭權承認，青少年吸毒問題進一步惡化及年輕化，惟
相比歐美國家，本港尚未達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他認為本港有
需要爭分奪秒，齊心合力建立無毒校園。

禁毒處在上學年展開「2008至 09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
查」，今年首次將調查範圍擴展至小學及大專院校。透過問卷
形式，訪問了約 15.8萬名就讀小四至大專學生，相當於全港學
生人口近兩成。

（2010 年 1 月至 2 月，排名不分先後）

陳玉卿　 昕和國際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陳惠菁　 昕和國際有限公司董事
許祥發　 中城參茸藥業有限公司助理經理
周良煜　 耀豐國際貿易行總經理
陳子偉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計經理
吳崇熙　 九興控股有限公司集團財務部副經理
蘇仲成　 賢達教育集團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李銘坤　 晉裕企業有限公司董事
黃勇豪　 永盛電腦零件（香港）有限公司市場及推廣主任

* 本刊發表之文章及意見，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香港潮州商會立場。

潮聲處處潮聲處處

劉遵義預料港幣冇人用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退休在即，
他日前對傳媒說，退休後依然會留在中
大，並會夥拍金融管理局前總裁任志剛，
在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做非全職研
究，主力研究人民幣發展、人民幣國際

化對香港的利與弊等。也是經濟學家的劉遵義說，十幾廿
年前返內地消費，每間鋪頭的店員都爭住收港幣，但今時
唔同往日，他的朋友去內地打高爾夫球，畀一百蚊港幣貼
士，職員居然唔肯收！職員指明話想收人仔，仲講明港幣
兌換麻煩。港幣倒轉頭畀人歧視，真係風水輪流轉啦。劉
校長說，現時很多香港商店都會收人仔，加上人民幣政策
轉變快速，話唔定無幾耐就可以自由兌換，到時香港分分
鐘人人都使用人民幣，港幣會很少人使用。對於這個港幣
「被邊緣化」問題，劉校長初步估計不會對香港經濟做成
大影響，但詳細情況就需要研究了！

詹培忠的炒股心得﹕贏要贏盡 輸要識走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代表詹培忠，出
名我行我素，當全世界都說買匯豐控股穩
陣、投資大價股可靠時，他會笑你傻「匯
豐那麼易升嗎！」他鍾情細價股，因為
「細細粒，容易升」，要升一倍都可以。
不過，買細價股他也有教路，升時可以賺到盡，輸就不要
「磨爛席」，但凡本金蝕入肉 10%，就要認輸「走人」。
叻，固然重要，但要在股場、賭場上旗開得勝，詹培忠其
實也有一套自創策略，那就是「輸錢時要肯停」——「買
股都是為了錢，不要講到自己好偉大，說是為投資，說到
尾其實都是為了一個錢字。」要賺錢，詹培忠說有得賺時就
要賺到盡，「Let the Pro�t run（讓利潤一路增加），輸錢時
就要「識得走」」，「保留實力，唔好磨爛席」詹培忠說，這
一大原則，他也用於賭檯上「起初落注落少少，贏得幾鋪
後，就將贏回來的錢去賭，拿賭場的錢（即贏回來的錢）
來作戰 ·你會覺得寧舍夠力」。「但連續輸了幾鋪，就會立
刻收手」。投資應投入全部努力，這樣才有交易。當然也
要量力而為。詹培忠認為：香港人有那個不在賭，結婚是
賭，生仔也是賭，兒子孝順是還債，不好就是討債！雖然
大部份是討債的！不過，賭也要有底線，不能賭到有工不
做，影響生活、影響家人！

陳鑑林虎年看好銀行股

負責財經事務的民建聯陳鑑林一向
投資有道，日前邀請一眾傳媒去他屋企拜
年，大家當然要問他虎年投資心得。陳鑑
林說去年牛年雖然股市波動，但都入佐少
少貨，帳面都叫有賺，不過一向都會持幾

年貨，所以最後都唔知輸定贏。至於虎年預測，他就建議
大家可以留意銀行股。至於曾特首早前話擔心今年會出現
雙底衰退，陳鑑林認為經濟會有波動，但就未必會那麼嚴
重。講完個市，講返政治，但話建制派都會繼續冷對 5區
補選，至於上次五個請辭議員宣讀辭職聲明、建制派離場
搞到流會，陳鑑林強調無剝奪辭職 5人發言權利，更說其
實他們留在議會，有大把機會發言，選擇辭職係自己放棄
機會。

高永文呼籲跑得健康

高永文醫生熱愛參與助學長征，在內
地山區天天步行 40公里輕而易舉；但換
上跑鞋走到運動場，抽筋又喘氣。高醫生
說「想要健康所以跑步，但過程要跑得健
康，背後更要建立一分忠誠——要成為跑
步其中一分子，甚至鼓勵更多人參與；未必做每件事都是
頂尖的一個，但我會持之以恆，保持心中那分忠誠。」他抱
著這份信念勇往直前，現在起跑，亦不算遲。他還說：「長
跑講毅力，但毅力不是衝動，有毅力都要配合充足的訓
練，證明自己有能力完成比賽，才以毅力克服客觀環境。
對我來說今年是開始，今年跑不到十公里，還有明年，後
年，總有一年跑得到。如果純粹競技，我參與任何運動都
要退休，不過，競爭只是運動的其中一個元素；而我着重
的不是狹義的運動，只要適合自己的體能，不會帶來傷
患，即使不能跑畢全程十公里，也能符合講求參與的體育
精神。」

胡定旭稱香港服裝業大有可為

香港醫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日前接
受中通社記者採訪時表示，香港創意產業
前景十分光明，香港品牌走向國際舞台指
日可待，並將「大有作為」。過去很多國
際服裝品牌都在香港制造，現在香港設

計的服裝可以在內地生產制造，再經香港推向國際市場。
此外，隨著中國影響力加大，中華文化備受重視，當下的
「中國熱」給香港品牌走向國際化提供了大好契機。而香
港本地品牌的成功，象徵香港精神的成功；香港品牌走向
世界，也將代表香港精神走向世界，越來越多的本地品牌
將肩負這樣的使命。

陳茂波補任中大校董

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因立法會議員
黃毓民辭職，令其議員校董職位懸空，引
來公民黨黨魁余若薇及會計界議員陳茂波
角逐。日前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互選填補
校董空缺，陳茂波獲大多數議員支持，
以 30票比 17票勝出，接任中大校董。陳茂波本是中大校
友，並於中大會計學院兼任副教授，他說：「是次出選中
大校董較想像中複雜，但我會盡心盡力做好校董本分，不
會白費公眾的支持。」他表示稍後將與學生、校友團體會
面，了解他們關注的事項。他會為首次出席的中大校董會
做功課，會關注大學管理層架構和申訴機制等，並會為成
立新書院和在深圳成立分校等策略發展，協助籌募經費。

2006年 5月、2008年 6月，我國分別公佈了第一、
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潮州木雕、潮
繡、潮劇、潮州音樂、潮州鐵枝木偶戲、潮州剪紙（第一
批）；潮州楓溪瓷燒制技藝、潮州工夫茶藝、潮州歌冊、潮
州花燈、潮州大吳泥塑（第二批）皆列入名錄之中。我市
榮登國家、省級“非遺”名錄者已達 15項之多。數量居廣
東省之最。潮州文化底蘊之深厚，於此可見一斑。使潮州
文化呈現出鮮明的地域特色，並理所當然地體現在非物質
文化的領域中。其特色主要是：

一、儒雅精致

文化的傳承，有三種基本形式：進化、播化、涵化。
其中，播化是指文化的空間轉移，它常以某一樞紐為中
心，向四周呈波浪式擴散。在古代交通較閉塞的情況下，
邊遠地區往往成為文化傳播的終點。當中心地帶的文化現
像已有所變革時，原來的文化現像卻仍在邊遠地區積澱下
來，這就是通常所說的“禮失求諸野”。潮州方言被稱為
“古漢語的活化石”；潮州禮俗中仍可看到“周禮”的影
子，潮州音樂中有很多古代的曲牌、有中原地區已失傳的
“二四譜”；潮州工夫茶藝中仍保留著陸羽《茶經》中不少
精髓；潮州文化被人譽為  “中原文化的櫥窗”⋯⋯其原因
正在於此。而積澱了大量的古文化因子。自然會給人留下
“儒雅”的印像。

潮州雖然自然條件優越，但長期以來，地少人多，
生存環境日漸嚴峻，生存競爭日漸激烈。潮人要謀生計、
求發展，便須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在“精”字上做足文
章：務農須精耕細作；經商要精打細算；做工要精致奇
巧；做人要“儒氣”精明⋯⋯不如此，便難以在社會上謀
事立身，養家糊口。這種行為方式勢必影響到人們的思維

作者曾楚楠，潮州市政協文史委員會主任
本文節錄自《潮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展覽》序，
標題為編者所加。

上海世博會——香港館
上海世博會將於今年五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

日舉行！與上海世博會中其他國家館比較，「香港
館」的面積較小，佔地只有六百三十七平方米，樓高三層，
總展覽面積八百平方米。在展館有限的空間環境下，香港館
以「無限空間」為設計意念，並利用了館內透明的中層，以
玻璃外牆和鏡面的反射構成「無限空間」；它觀照無限，寓意
香港的創意源泉與潛能無邊無際，機遇處處。

展館頂層和底層的外牆，以多層縐折的鋁板頂製結構
加玻璃構成，象徵香港高樓林立的都市景象。展館的三層展
區，以不同主題讓觀眾體驗香港的內通外連，創意無限。底
層的主題是「與全球連繫」，展示香港與國內及全世界的連
繫，帶出香港館無限潛能的主題。中層的主題是「連繫 ·意
念 ·資訊 ·多元」，展示香港在資金及資訊的自由來往，意念
與知識的交流。頂層以「連繫 ·大自然」為主題，展現在香港
這個建築物稠密的都市，蘊藏不少天然資源，多達七成面積
是綠色地帶、濕地和林區。晚上，展館外牆燈光不停轉變，
象徵香港景色豐富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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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色 方式和觀念形態，而後者反過來又會強化前者。它們互為
因果，從而造就了潮人追求儒雅精致的文化理念，於是，
營田如繡花，工藝求“絕活”，飲食講工夫，等等，即為這
種文化理念的具體表現。

二、圓融開放

潮州的先民大多來自中州的移民。移民的傳統有二個
重要的觀念：一是“安土重遷”（指安於本土，把遷徒看得
很重）的觀念相對淡薄。二是注重“入鄉隨俗”，以便與移
居地的原住民融洽相處。這些傳統觀念在不同的時空環境
中得到繼承與變革發展，遂使潮州文化凸現出圓融、開放
的特性：善以吸納、融合外來文化，為我所用；不固步自
封，有開拓精神，敢於標新立異，獨辟蹊徑。這些特性亦
自然會不同程度地注入到各種非物質文化領域中，於是，
我們就看到：同樣是享譽於世，東陽木雕、黃楊木雕、福
建龍眼木，採用保持原木本色的圓雕制作方式，而潮州木
雕更注重多層鏤通手法，並在雕件表面髹漆貼金，從而獨
享“金漆木雕”之美譽；

蘇、蜀、湘、粵四大名繡基本上都採用平繡的方式，
潮繡卻獨創“墊高繡”法，使繡品看上去就像是富麗堂皇
的浮雕裝飾畫；

全國各地的鑼鼓大體上都是較純粹的打擊樂，潮樂中
的大鑼鼓卻融入管弦樂，因此，既有蕩氣回腸、昂揚磅礡
的氣勢，又有輕快悠揚、悅耳舒心的情調，被譽稱為“東
方交響樂”；

在我國，飲茶之風各處皆然，而以“小壺小杯衝泡烏
龍茶”之工夫茶藝， 卻在“和、敬、精、樂”方面獨樹一
幟，被海外學者稱為“最考究的飲茶法” 成為當今各地茶
館表演茶藝之基本規程，在茶業界獨領風騷。⋯⋯

潮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色

鄭大進（1709–1782年）清代人，又名鄭譽捷，號謙
基，退谷。生於揭陽縣梅崗都山尾村（今屬揭東縣的玉滘
鎮），少時有神童之稱。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舉人，
乾隆元年（1736年）進士，歷任大名府、河間府同知，
正定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兩淮鹽運使，浙江按察使，貴
州布政使，河南、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官至直隸總
督。任政期問，革除積弊，關心民生，所至頗具政績。後
加授太子少傅銜。二十二年任正定同知時，纂修了《正定
府志》50卷，四十七年十月十九日病卒，御賜墓碑，賜祭
賜葬，追諡勤恪。主要著作有《愛日堂詩文集》和《鄭勤
恪公奏議》。

鄭大進是清朝雍乾盛世間一位有才華、有經濟頭腦、
很有改革精神的實幹家。他“凡經七省，遭遇盛明”；“旌

節所至，率多建白（建議）”。在兩淮鹽運使任上、貴州布
政使任上及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任上都做出不少有利於
生產發展、有利於社會安定的工作。

鄭大進的治績，還表現在十分重視水利建設，每到一
地，必查災情，據實上奏。

更為難得的是，鄭大進官階不小，卻不許鄉親仗勢欺
人。他的家鄉山美村與鄰鄉池厝渡村向來常因地界諸類事
發生糾紛。山美村人想趁他回鄉省親時，借用他的權勢壓
制池厝渡村。鄭大進當即告誡鄉親；“世有千年池厝渡，而
無百年鄭大進。奈何修怨以累子孫乎？”鄭大進的高尚品
格和這富有哲理的話感動了兩村村民，自此舊怨全消，和
睦相處。

有千年池厝渡，無百年鄭大進

史海釣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