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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周圍的人熱議的話題之一，是屠呦呦教授獲得
諾貝爾醫學獎。儘管有某些不同的視點，但絕大多數人
歡呼：這是中醫藥的驕傲、是中國人的驕傲。
在香港有不少記者來找我，開頭便說：「你曾經在
中藥所工作過，認識屠教授吧。」
的確，我早就認識屠教授。我是1982年到中國中醫

研究院（現稱中國中醫科學院）攻讀生藥學碩士研究生
的。那一年中藥所只有兩個碩士生，但所裡有許多資深
的科學家，人才濟濟，如生藥學家謝宗萬，炮製學家王
孝濤，藥理學家章榮烈、姜廷良，藥物化學家屠呦呦，
中藥分析化學家章育中等。在上大學時他們的名字如雷
貫耳，能有幸與這些專家近距離接觸，得到教導與呵
護，真是感到何其幸之。我到中藥所時，屠教授已經是
世界知名學者，但在我的印象中，她毫無大專家的架
子。雖然我們不在一個研究室，但都在一個樓裡，時常
碰面。每次見到我，她都會親切地打招呼，她叫我小
趙，我稱呼她屠老師。從她簡樸的衣、直率的談吐，
感覺她是一位非常可敬的、沒有世俗之氣的純粹的科學
家。

中國科學界的精英與楷模
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科研條件還很差，中醫研究

院中藥所雖被譽為中醫藥研究的國家隊，擁有北京不多
的前蘇聯建築風格的八層大白樓作為科研重地，但裡面
的情形卻令人尷尬。我走進那座大樓，閉眼睛都能說

出自己所在的位置。中藥味和樟腦味最濃的地方是生藥
室；有酒精氯仿氣的地方是化學室；有屎尿腥臊味是藥
理室與動物房，有廚房與油煙味道的則是擁擠不堪的宿
舍。
關於青蒿素的世界級的科研成果，就是在這樣的環

境中誕生的。這一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以屠老師為代表的
中國科學家的頑強毅力與拚搏精神。屠老師對科研的執
和奉獻，如僅用刻苦工作、加班加點來形容就太一般
了。為了從中草藥中發現抗瘧藥物，屠老師他們所經歷
的困難、所付出努力是常人難以想像的。與歷史上居里
夫人為了發現鐳，不顧被放射線輻射的壯舉相仿，當年
屠老師整天泡在實驗室裡，患上了中毒性肝炎。為了加
快搞出新藥，她不顧危險在自己的身上做實驗。屠老師
是中國科學界的精英與楷模。
青蒿素得到世界衛生組織與科學界的肯定，挽救了

億萬人的生命，有關的佳話無數，這裡我想說一件發生
在我身邊的故事。
我的研究生指導老師謝宗萬教授，是著名的本草學

家、生藥學家。謝老師志隨神農踏遍青山尋百草。年屆
七旬時，他為了調查藥用血竭的資源，深入老撾的熱帶
雨林中，不幸被蚊子叮咬染上了瘧疾。回到北京後住進
醫院，寒熱往來，在生命堪憂時，是屠老師和她的課題
組送來了新研製的青蒿素栓劑，使得謝老師轉危為安，
青蒿素就這樣救了我老師的性命。
在青蒿的研究中，也有謝老的一份貢獻。現代的研

究證明，含有青蒿素的只是黃花蒿一種。因此，很多人
疑惑：青蒿素不是出自青蒿，為什麼叫青蒿素呢？其實
這與中藥名稱的複雜歷史有關。古人對自然界的分類認
識與現代的分類學不同，沒有一物一名的「學名」，中
藥的異物同名、同物異名現象很普遍。如蒼朮與白朮曾
經統稱為「朮」一樣，許多古代文獻中的「蒿」包括了
青蒿和黃花蒿。人們對植物的異同有一個從朦朧到清晰
的認識過程，對這兩種蒿類植物的區分也是這樣的。在
謝老的名著《中藥材品種論述》中，對青蒿的來龍去
脈、歷史沿革有清晰的論述。

名高天下何必辯襄陽南陽
近日還有很多議論，聚焦在青蒿素是中藥還是西藥

的歸屬上。這使我想起了歷史上有關諸葛亮是河南南陽
人還是湖北襄陽人的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我很欣賞清
人顧嘉衡寫下的那幅名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
主，名高天下何必辯襄陽南陽。」
屠呦呦教授是學習西藥出身的，但並未將中藥排除

於她的研究興趣之外，更沒有拒絕對《肘後備急方》這
樣中醫古老文獻的鑽研，從而成就了如今的輝煌。許多
中國古代醫藥大家對其他學說持有兼容並蓄的態度。
《傷寒論》中博採眾長、《本草綱目》集醫藥大成，因
而站在了那個時代的最前沿，並成為人們至今取用不竭
的醫藥知識寶庫。
無可爭辯的是：沒有中醫藥的文獻記載與臨床實踐對

屠教授等科研工作者的啟迪，就沒有青蒿素；沒有屠教
授運用現代科技刻苦攻關，也不會有青蒿素。屠呦呦教
授的偉大貢獻不僅是一個青蒿素，而是以扎實的研究再
次昭示了中醫藥的發展之路：繼承與創新。要推動中醫
藥的國際化，要有國際化的視野，開闊的胸懷，遠大的

志向，腳踏實地的作風與堅韌不拔的毅力。

對香港中醫藥發展熱切期望
去年春節後，我與屠老師有過一次通話。屠老師在

電話中，對香港中醫藥的發展和我們所做的工作感到高
興，同時也對香港的中醫藥發展報以熱切期望。
屠呦呦教授獲諾貝爾獎可喜可賀，這是我國在自然

科學領域研究被世界頂尖科學家認可的零的突破。這個
大獎引發了國際科學界對中醫藥更多的關注，多學科的
參與，必將促進中醫藥的發展，中醫藥也將對人類作出
更多、更大的貢獻。

趙中振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繼承與創新是中醫藥發展之路

屠呦呦教授的偉大貢獻不僅是一個青蒿素，而是以扎實的研究再次昭示了中醫藥的發展之

路：繼承與創新。要推動中醫藥的國際化，要有國際化的視野，開闊的胸懷，遠大的志向，

腳踏實地的作風與堅韌不拔的毅力。

黃熾華

反對派公然賄選 須依法追究刑責

反對派此次涉嫌賄選，由《文匯報》獨家
率先揭發：從7月開始，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胡志偉的助理胡志健代表民主黨出選池彩選
區，他和「彩虹邨服務聯會」總幹事就涉嫌
用「聯會」名義對選民進行賄選，包括舉辦
超值旅遊、上門派米、月餅晚會、大擺筵
席、中式茶敘、酒店茶敘等手段。僅是9月7
日至16日，就向彩虹住户（共7千多户）每
戶派米3、4斤，10月11日更舉辦免費「敬老
宴」，筵開160席，赴宴者獲派印有參選人
宣傳照「禮包」。這些反對派參選人給選民
提供食物和旅遊消遣，以博取好感，在區選
中投他們的票，不就是涉嫌賄選的證據嗎？

褻瀆公平公正的民主選舉
香港是法治社會。據《選舉舞弊和非法行
為條例》規定：任何人向他人提供食物、飲
料或娛樂，或償付用於該等食物、飲料或娛
樂的全部或部分之費用以誘使或酬謝他人或
第三者在選舉中投票或不投票予某人或某些

候選人，即屬違法。胡志健等人視法律如無
物，公然涉嫌賄賂選民，玷污了香港法治、
廉潔的美譽，褻瀆了公平公正的民主選舉，
查證屬實後，應依法取消他們參選資格，並
追究違法刑責。
不但涉嫌賄選犯法，反對派此次選舉更陷

分裂。上一屆區選，激進、暴力的社民連全
軍覆沒，後分裂出「人民力量」；而這「人
力」又分裂出「本土派」和「熱血公民」。
民主黨更慘，2010年政改一役中青年出走成
立「民盟」，今年由於追隨激進參與否決
2017年普選，黃成智、狄志遠等溫和力量出
走，造成民主黨更大內傷，今次派95人參
選，較上屆少37人；至於公民黨，地區工作
欠奉，加上湯家驊退黨，僅派不足10人參
選，已是「兔子尾巴長不了」。總之，反對
派有破壞無建設，內訌空前，選民用選票懲
罰他們此其時矣！
相反，建制派參選氣勢恢弘。今次民建聯本
「實事求是，為您做事」理念，派出170人

參選，其中111人角逐連任，首次參選者有36
人。這170人可用年紀輕、學歷高、素質好來
概括：35歲以下51人，最年輕24歲；大學學
歷109人，佔170人的64﹪，包括博士5人、
碩士46人，民建聯打出的「牌」亮麗、精
高，更重要是，他們多從事基層，踏實肯幹，
是一批可靠、可信的人選。至於工聯會，派出
51人參選，其中29人角逐連任；新民黨派42
人參選；經民聯派15人參選；自由黨派19人
參選。建制派參選者多是專業人士、政治精
英、年輕骨幹，相信選民會作出正確選擇。

不讓「搞搞震」政客霸佔議會
上一屆建制派在區選中幾乎席捲大部分區

議席，即便是反對派派出政治「大明星」空
降各區也無濟於事。例如：元朗的工聯會
「小花」劉桂容初試啼聲就擊敗職工盟「巨
頭」李卓人；自由黨陳浩濂在山頂重創公民
黨「明星」陳淑莊；民建聯朱麗玲在葵青荔
華區打敗民主黨前主席李永達。
估計今次也不例外，經歷了去年「佔中」
混亂，選民更看清反對派違法亂港的本質，
民心思定，選舉形勢出現喜人變化：反「佔
中」大簽名人數逾183萬，表明選民對反對派
的反感。今次區選是在選民經歷了反「佔
領」、政改被否決後的覺醒中進行，必將選出
真心誠意推動香港經濟、民生、民主發展，素
質更好、能力更强的人當區議員，不想讓「搞
搞震」的政客霸佔議會，禍港殃民。

第5屆區議會選舉11月22日舉行，10月15日已截止報名。據統計，有

943人提交報名表格角逐431個直選議席。由於今年區選取消委任議席擴大

了民主成分，反對派蠢蠢欲動，想「狙擊」建制派，奪取更多議席，但手段

卻更邋遢。有反對派政黨明目張膽違反選舉條例，涉嫌進行賄選，觸碰法治

底線，玷污香港法治、廉潔的美譽，褻瀆公平公正的民主選舉，一經查實，

應依法取消參選資格，並追究違法刑責。

暑假期間，當我外訪與其他國家的政商領袖會面時，不管
身在歐洲、澳洲、東南亞還是南美洲，「一帶一路」都是雙方
必然談及的課題。近期，我亦先後與「一帶一路」部分沿線國
家的駐港領事會面，當中包括一些香港人相對較少接觸的國
家，例如哈薩克斯坦、土耳其，及中東地區的阿聯酋、科威
特、卡塔爾、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等，藉此了解他們對香港如何
與各相關國家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協同合作的看法。
在這一連串的會面和討論中，我留意到一些共通點。首
先，「一帶一路」沿線以至周邊的國家，對這項倡議的興趣
不比我們遜色。他們對「一帶一路」倡導的基礎建設，以及
相應的投資、融資、建造等安排格外關注，部分國家在計劃
境內的基建時，已把「一帶一路」下多項鐵路、公路及港口
物流的合作建議考慮在內。其次，他們對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專業服務及商貿物流中心的評價很正面，讚許香港便利
營商的措施，以及在民事仲裁和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高質素
服務水平，認為香港可發揮所長，有很多機會與他們的業界
在「一帶一路」下共同合作，拓展市場。這些國家的一些行
業，例如能源和物流產業，已於香港設點或計劃在港上市，
以香港作為營運及融資的平台。
再者，他們認同香港作為中國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在
「一國兩制」下可發揮獨特的功能，是理想的交流和合作平
台。在雙邊貿易及投資方面，香港不單是國際的主要樞紐，
亦是連結中國內地與國際市場的「超級聯繫人」。我接觸的
外國政商界人士不約而同對香港社會的多元和開放表示讚
賞，樂意在旅遊、文化等領域加強雙邊發展和交流，一方面
鼓勵他們的業界來港營運，亦借助香港把人流、物流及投資
帶到他們的市場。
「一帶一路」倡議正在為亞太區以至全世界打造一個互惠

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共同繁榮的「命運共同體」。倡議
旨在尋求以和平互利的方式，提高國際和區域合作的水平。
我深刻感受到香港作為高度外向型的經濟體，應該積極運用
我們在各個範疇的優勢，爭取在這個重大倡議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政府將加緊工作，對內方面，我們與香港貿易發展局
緊密合作，通過建立「一帶一路」網上資料庫、舉辦論壇和
研討會以至適時安排商務外訪團，協助業界掌握「一帶一
路」的發展。對外方面，我們將繼續強化聯繫，與「一帶一
路」國家就雙邊商貿、投資、稅務安排等締結互惠的制度保
障，及推廣香港的競爭優勢。我期望隨「一帶一路」倡議
逐步推進，業界的討論能繼續深化，對沿帶沿路市場增加了
解和探索合作機會，為香港發展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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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近日到訪了華東多個地區考察，適逢今年是二戰抗戰勝
利70周年，也特地安排參觀了南京一些戰爭遺址和博物館，
見證抗戰歷史，並進一步了解當年日寇一幕幕慘絕人寰的獸
行。作為中國人，站在曾為血腥戰場的這一塊歷史傷心地，無
不傷感，在聽到那模擬的防空警號，在腦中閃過曾接觸的戰禍
寫實圖片和錄像，領悟到和平的可貴。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轄下的世界記憶遺產委員會會議決定把
我國申報的《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期間，
筆者剛剛在南京，翻閱當地報章，報道了部分檔案的史實，包
括在戰時曾收容逾兩萬名中國婦女的南京金陵女子學院舍監的
日記本、戰爭倖存者的證詞口供、戰爭期間南京市民和外國人
所收藏的照片和記錄、日本戰犯在南京軍事法庭的招供等，南
京當地的民眾也普遍認為，屠殺史實的確曾發生，不容日本抵
賴否認，日本更沒有不道歉的理據。
二戰至今已是70多年前的事，不少戰爭的受害者和見證人

亦陸續離世，然而，日寇所犯下的滔天戰爭罪行卻不能磨滅，
如今，成功把《南京大屠殺檔案》申報刊入《世界記憶名
錄》，更能進一步保存珍貴的二戰時期前後的歷史文獻記載，
避免隨時間消逝令戰爭記載和筆述口述記憶變得模糊、老化、
褪色、損毀甚至是消失。
歷史不能重寫，更不能篡改。二戰期間，包括我國的多個國
家曾經歷淪陷，多座城市曾受戰火摧殘，南京曾是戰火血洗的
前線，更曾經歷大屠殺，見證了戰禍的殘酷。70多年後的今
日，部分戰爭遺蹟依然屹立，或在原址興建紀念館向世人訴說
二戰史實，申遺成功雖然不算是什麼喜事，卻是對歷史的尊
重，並對加強二戰悲痛記憶得以保存和承傳，更是戰禍的「活
課本」，對供日後研究提供大量參考資料，標誌重大意義。
《南京大屠殺檔案》公示了日本的二戰戰爭罪行和責任，同時
警惕世人和平無價和戰爭的代價；受害者無言，相片、文字等
記憶記錄卻能說話，為戰爭受害者來一個跨越年代的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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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日
起對英國進行國事訪
問，受到包括英王室三

代齊接待、鳴放103響禮炮、英國首相卡梅倫
全程陪同等「超常規」歡迎，顯示倫敦對習近
平到訪的特別期待，預示中英關係將進入「蜜
月期」。然而，就在習近平接受英女王邀請訪
問的同時，在彭定康鼓動下，英國下議院外交
事務委員會再發「報告」，要「卡梅倫於習近
平訪英期間，出聲捍衛香港」。彭定康更在
《泰晤士報》發文胡言，「卡梅倫應該拿出與
中國交戰的勇氣來阻止中國染指香港」。合作
共贏是中英各界的共識，彭的陳腐言行凸顯其
與英國主流「格格不入」。
彭定康經常顛倒黑白、胡言亂語，面對香港

回歸中國後擁有的民主和自由的事實而不顧，
竟然稱「香港民主受到壓迫」、「香港應享有
更加全面的民主」。彭某在英國《金融時報》
題為《英國有責任為香港發聲》的「奇文」中
稱，「英國前殖民地擁有自由社會的一切特
性」、「英國離開香港前可以為政改做得更
多」。英國1840年發動鴉片戰爭、入侵香港至
1997年，對香港實施君主式統治，從沒有實施
過民主。彭定康稱今日「香港民主受到壓
迫」，證明其混亂的邏輯和唯恐香港不亂的黑
心。

加強合作成為中英共識
英國在本世紀先後跟隨美國參與阿富汗和伊

拉克戰爭，由於沒有像美國一樣擁有「一本萬
利」的美元印刷機，冗長的戰爭讓英國財政陷
入困境，不得不實施「緊縮」，結果導致學
生、工人、警察和公務員強烈不滿，引發大規
模示威。英國、德國和法國是歐洲三大強國，
和德國、法國相比之下，英國和中國的貿易遠
差人意，無法盡享北京這個被西方美稱為「世
界經濟發展大引擎」。近年來，唐寧街在商界
的壓力下，多次發出渴望與北京建立更緊密關
係的信息，以便讓「乾旱」的英國獲得「華
水」澆灌。
英國與歐盟的關係不佳、矛盾多多，甚至面

臨被踢出歐盟的危險。在這樣的背景下，英
國亟需借助中國的技術和資本力量參與英國
的高鐵等基礎建設。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外匯儲備、進出口貿易均居全球第
一；中國A股市值達到4萬億美元，龐大的中
國資本正成為世界金融、投資市場的主力
軍。有遠見的倫敦金融投資家已經充分發揮
他們的想像力，提出構建讓人充滿想像的
「滬倫通」。北京也看到倫敦的合作潛力，
加強合作於是成為中英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重
要共識。

拋棄恩怨才能面向未來
中英間只有拋棄諸多歷史恩怨、求同存異、

互相包容，才能面向未來、共謀發展。彭定康
是一名「腹中空」政客，面對英國瀕臨被德
國、法國踢出歐盟、經濟持續疲弱、失業率高
企、在國際影響力持續下降等危機，提不出半
點有用的建議，只會天天依依不捨地瞄向香
港、胡言亂語希望香港享受「彭式民主」。彭
定康曾經鼓動卡梅倫於2012年會見達賴，讓中
英關係陷入低谷，也讓唐寧街經歷了「很艱難
時間」。彭定康的言行不僅讓英國的利益受
損，也因此而受到北京的警告，讓其「自取其
辱」。
英國商界披露的數據顯示，已有500多家實

力雄厚的中國企業在英國落戶，從事相關業
務；今後 5 年中國將對外投資 5,000 億美
元、進口超過10萬億美元、赴海外遊客達4
億人次。卡梅倫經過教訓，已經充分意識
到英中關係的重要性，希望能與中國有更多
商業合作；他希望中國的高鐵技術能夠成為
探討經濟合作的重要課題。倫敦政府已經積
極參與「一帶一路」、率先加入由北京主導
的「亞投行」，加大和北京的深層次合作。
龐大的合作潮流正將彭氏陳腐思想掃進垃圾
堆。

彭定康與英國主流「格格不入」
西方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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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所想到的

■屠呦呦教授是中國科學界的精英與楷模。圖為屠呦
呦在做試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