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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太極、針灸把脈、愛吃湘菜、無辣不歡、長沙女

婿，這些標籤似乎都與他相差萬里，但因為特殊的緣

分，又全都集中在了他一人身上。說到自己身上的這些奇特反差時，今年34歲的加

拿大青年馬丁笑道：「我有很多不同的身份，但歸根結底，我就是一個熱愛中國文化

的『歪果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湖南報道

經過多年學習，馬丁對中醫有了較為深入
的了解，他努力實踐學到的中醫本領，成為
了長沙外國人圈子裡小有名氣的中醫。
馬丁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講了一個故事。

一年前，他一位經常健身的美國朋友突然
感覺呼吸困難，一使勁就內臟疼痛。「他
身體強壯，可能是健身過度了，一上健身
器材就全身沒力氣，呼吸也出現困難。」
馬丁說。
朋友到醫院做CT掃描、驗血，所有檢查

做完仍然沒有查出病因。得知朋友的病情
後，他邀請朋友到自己家作進一步診斷。
馬丁先是為他做推拿，再進行針灸，大概

一個小時，這位朋友就感覺全身輕快了，他
告訴馬丁終於可以睡個好覺。在徵求老師的
意見後，馬丁給這位朋友開了三天的中藥。
美國朋友完全康復後，經常向圈子裡的人推
薦這位神奇的中醫，馬丁的「加拿大老中
醫」名氣也漸漸傳開來。
「太極和中醫很神奇，都是系統性的東

西，需要外練，也需要內修。比如我練習的
陳式太極拳有80多個動作，變化很豐富，根
據動作的變化，你要了解和感受身體的反
應，如何發力和接力，控制與平衡力。中醫
也一樣，社會發展太快，很多人生了病就想
趕緊治好，什麼病吃什麼藥，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而中醫更願意治標也治本，找到生
病的根源，把生病看成一個系統性的東西，
與你的生活習性、飲食習慣、思想情緒等等
都息息相關。」

採訪中，馬丁坦言，他的研究生學
習已經開學一個多月了，但他幾乎沒
什麼時間去導師那兒報到。
馬丁掰着指頭給香港文匯報記者

「算賬」：「上個月剛開學那陣
子，湖南省武術協會有個很重要的
活動，作為協會形象代言人，實在
抽不開身；前幾天珠海航展，我專
門跑過去跟Ottawa Aviation Services
航空學校的負責人談過了，明德中

學國際部的學生最快明年就有機會
去學習世界頂尖的飛行課程了；過
幾天我要回一趟加拿大，目前正在
聯繫當地的朋友，想盡量推廣一下
中醫。」
日程安排連軸轉，幾乎沒有休息時

間，但馬丁眉宇間洋溢着快樂與滿
足。
目前，馬丁還是加拿大領事館在湖

南的聯絡人，他表示，因為加拿大領

事館在廣州，而湖南這邊則需要一位
熟悉當地情況的加拿大人作為代表，
為來湖南投資、旅遊的加拿大人解決
所遇到的問題。
對於這個身份，他非常重視。「我

希望能運用自己的一些優勢，為推動
中加兩國的文化交流作出自己的貢
獻。維多利亞和長沙一直是友好城
市，希望兩地在經濟文化等方面有更
多的探討交流。」馬丁說。

十年間，除了中醫的學習，馬丁也沒有放
鬆太極的練習。在長沙，他專門找到長沙的
太極大師繼續學習，並成為了陳氏太極拳第
十三代傳人。
一開始，他的師傅只是把他當作普通的太極

愛好者對待，因為師傅接待過不少外國友人前
來觀摩，但都只是蜻蜓點水、粗略了解。師傅
沒想到馬丁不一樣，由於十年來練習從不間
斷，馬丁現在已初步領略到太極的精髓。
在練太極的圈子裡，大家都漸漸地知道了湖

南有個加拿大小伙子，太極打得很好。為了更
好地推廣中國武術，湖南省武術協會請他當協
會的形象代言人。

鍾情陶瓷黑茶 久居成「湖南通」
在中國生活日久，馬丁也成了「中國通」，

特別是「湖南通」。除了中醫和太極，他還愛
長沙銅官窯的陶瓷、湖南的黑茶，說起這些，
他就讚歎不已。「中國文化真是博大精深，長
沙也是一個有文化的城市。」
當被問起在長沙生活是否習慣，特別是火辣的

湘菜，能否吃得慣，「我現在是無辣不歡，湘菜
非常好吃。」馬丁幸福地透露，「我太太既會做
西餐，也會做湘菜，每次用餐都是一種享受。」

十年初涉精髓
榮升太極傳人

馬丁今年34歲，出生於加拿大維多利亞省，其父
母均是德國人。2007年來到長沙，在湖南中醫

藥大學學習中醫，11年過去，他已在第二故鄉湖南
長沙成家立室。他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坦言：「我是中
國文化的超級粉絲。」
今年，馬丁又進入了湖南中醫藥大學學習，之前

他已在這裡上過四年本科，學習針灸推拿，他這次是
學習相同專業的碩士研究生課程。

學習有小成 深造須來華
高中時，在媽媽的推薦下，馬丁接觸到了太極
拳，他很快便迷上了這門富含東方哲學的武術。經過
3年練習，馬丁的太極拳已小有造詣。那年，他的太
極師傅告訴他：「你的拳法已有其形，如果想更上一
層樓，不妨學習一下中醫。」這也與馬丁練太極想要
強身健體的初衷不謀而合。
於是，馬丁進入了當地的奧修針灸草藥學院（Os-
hio College of Acupuncture & Herbology）學習中
醫。教馬丁的Dr. Yin來自中國湖南，在去加拿大之
前，是湖南中醫藥大學的教授。
「我非常感謝我的老師Dr. Yin，他不僅醫術高

明，而且為人謙遜，讓我了解到中國擁有深厚的文化
底蘊，他告訴我，想要真正的了解中醫，必須去中醫

的發源地──中國。」馬丁說。

針灸練習台 首針扎自己
受Dr.Yin的影響，馬丁對湖南、對長沙神往已
久。在奧修針灸草藥學院學習三年後，2007年，通
過Dr.Yin的推薦，馬丁毫不猶豫地來到長沙，進入
了湖南中醫藥大學學習。
除了基本的理論知識，馬丁在這裡學習了把脈、

針灸、拔火罐等傳統中醫治療技術。學習針灸要先找
準穴位，馬丁用針扎的第一個人是自己。
對太極和中醫，馬丁已經有了很深的見地，說起

來滔滔不絕。

文言文攔路 直言如折磨
馬丁介紹，來長沙之後，馬丁先到湖南師範大學

學了一年半時間的普通話，攻克語言關。這麼多年
過去，馬丁的中文已經爐火純青，能講一口純熟的
普通話，只稍微有一點外語口音，但已經比大多數
長沙人講得還要正宗。

但要學習傳承悠久的中醫，僅掌握一般的中文還
遠遠不夠，因為中醫的重要典籍都是用文言文記載，
例如《黃帝內經》、《本草綱目》、《傷寒雜病論》
等，這讓馬丁很傷腦筋。「你們的文言文太難了，很
大一部分中國人自己都不懂，簡直在折磨我！」他誇
張地抱怨。
為了能夠掌握中醫的精髓，馬丁付出了巨大的努

力去學「很多中國人都沒掌握」的文言文，「學習
中醫不光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而要了解中
醫的源頭，就必須能直接閱讀理解中醫經典。」馬
丁肯定地表示。但他坦言，直到現在，他對於一些
相對晦澀的中醫書籍還是難究其深意，只能通過死
記硬背先記下來，然後通過行醫實踐中加以印證和
思考，才能有所精進。

「加國老中醫」
曾治癒怪病

馬丁的太太2008年時和他任
職同一家培訓機構。太太學的

是英語專業，因為語言溝通沒有障
礙，在他遇到困難時，他太太總是
會耐心又熱情地幫他，馬丁一下子
便愛上了這個笑容甜美、性格爽朗
的長沙女孩。
2012年，他從中醫藥大學本科畢

業，一對相愛的男女結婚組建了家
庭，並把他們的家安在長沙，馬丁
幸福地當起了長沙女婿。第二年她
們的女兒小茉莉降生，而就在今
年，馬丁的二女兒也呱呱墜地。
說起人生軌跡在長沙的幸福拐

彎，馬丁說：「我原本打算在湖南
中醫藥大學畢業後便回國，在維多
利亞開一家中醫小診所，但我太太
的出現，讓我的規劃全部改變了，
這是印證了中國的一句話──計劃
永遠趕不上變化！」說起這些，馬
丁大笑起來，話語裡滿是甜蜜與幸
福。
大女兒小茉莉今年已經五歲了，

英語和中文都相當流利，甚至還能
夠用長沙方言跟街坊打招呼。
小茉莉馬上要上學了，馬丁計劃

讓她在長沙就學。「中國的基礎教
育在全世界來說都是頂尖的，但我
希望她在接受教育的同時，能夠保
持她的天性和童真。」

願扎根當地 畢生研中醫
因為關心女兒的教育，馬丁又擁

有了一個新身份，那就是明德中學
國際部的加方主任。通過他的努
力，明德中學已與加方5所高中建立
了「交換生」制度，有很多學生在
他的幫助下，順利地去加拿大接受
更為多元化的教育。
談到未來的打算，馬丁說，

「我想留在長沙，一輩子研究中
醫。」這點他和太太的意見一致，
生活在哪個城市不重要，關鍵是相

愛的人在一起。而馬丁的父母也
不反對他的安排，自從孩子降生
之後，兩位老人已數次來到長沙
探望可愛的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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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愛太極的馬丁直言自己是中喜愛太極的馬丁直言自己是中
國文化的超級粉絲國文化的超級粉絲。。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馬丁兼任加拿大領事館在湖南省的聯絡人。
受訪者供圖

■馬丁的雙親不反對
他留在長沙的計
劃。 受訪者供圖

■■馬丁在湖南組織了幸福的家庭馬丁在湖南組織了幸福的家庭。。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 攝攝

■■馬丁在湖南中醫藥大學附一醫院馬丁在湖南中醫藥大學附一醫院
臨床實習臨床實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 攝攝

當地覓良緣
喜入贅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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