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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是不少國人的嚮往，可金偉醫生這次出國，
心裏卻沉甸甸的，因為他不是去遊山玩水，而是肩
負國人的重託，幫助非洲國家抗擊疫情。
2020年初，一場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病毒，襲
擊了武漢，並在全球100多個國家發生。中國人民
和廣大醫護工作者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團
結一心，眾志成城，以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在較短的
時間內控制住疫情，取得了新冠肺炎疫情阻擊戰的
重大勝利。應相關國家政府的邀請，本着人類命運
共同體的理念，中國政府派出多支醫療專家隊，去
幫助世界相關國家抗擊疫情。金偉這次出國，就是
作為中國赴埃塞俄比亞抗疫醫療專家隊成員出去
的。醫療專家隊由國家衞生健康委組建，由華西醫
院、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四川省人民醫院、四
川省疾控中心、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的十二位
專家組成，金偉是唯一的中醫代表。
金偉今年36歲，重慶開縣人，2011年畢業於成
都中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專業研究生、碩士學
位，四川省中醫院（成都中醫大學附屬醫院）急診
科副主任，長期從事中西醫結合急診臨床、科研及
教學工作，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疫情期間，作為
二線專家，金偉在四川省中醫院發熱門診、發熱病
房對疑似病例進行篩查診治，後經醫院派出，前往
成都市公共衞生臨床醫療中心病房進行中醫藥抗疫
醫療及科研相關工作。他利用中醫藥，參與新冠肺
炎患者救治，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受到了患者
稱讚。此次支援埃塞俄比亞，他也帶上了12箱中
藥飲片。4月16日上午10時30分，專家隊從成都
雙流機場啟程，奔赴埃塞俄比亞，隨行攜帶了中國
政府捐贈的醫療救治物資。一路上，言語不多，因
為大家感到此行責任重大，肩上擔子不輕。當地時
間下午15時30分（北京時間晚上22:30），飛機抵
達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中國駐埃塞俄比
亞大使談踐，埃塞俄比亞衞生部長莉亞、外交國務
部長萊德萬，世界衞生組織駐埃塞俄比亞辦事處代
表哈馬等到機場迎接，並進行現場物資交接。
非洲自然災害頻繁，熱浪、乾旱和洪水頻頻出
現，增加了新冠疫情等疾病的傳播途徑，加劇了衞
生保健系統的壓力。到達駐地後，顧不上旅途勞

頓，隊長曾勇立即召集隊員，對即將開展的工作做
了討論和布置，並針對埃塞方的需求，專門設計了
工作日程和相應的課程資料。
4月17日上午，專家隊在中國駐埃塞俄比亞大使

館與使館工作人員進行座談交流。談踐大使對此次
援助埃塞俄比亞背景作了介紹，強調中國與非洲是
患難與共的好兄弟、好夥伴，今年是中國與埃塞俄
比亞建交50周年，希望中國醫療隊專家站在國家
的高度，完成此次援助任務，不辜負人民的希望，
祖國的重託。聽着談踐大使介紹情況，金偉熱血沸
騰，恨不得馬上奔赴抗疫戰場。
疫情沒有國界，非洲54個國家無一倖免。金偉

他們到達的時候，埃塞俄比亞疫情累計確診病例已
達92例，病毒擴散速度呈激增趨勢，疫情已明顯
從輸入型階段向社區傳播型階段轉變。到達的第二
天，金偉他們就開始了工作。非洲天氣很熱，氣溫
都在40度以上，走出房間，眼鏡裏全是霧水。金
偉和醫療專家隊一起，頂着烈日，冒着酷暑，前往
非盟總部疾控中心（CDC）、埃塞公共衞生研究
所了解情況，並依托華為遠程平台與WHO駐埃塞
官員，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關問題作了交流，討
論了病例調查方法、密切接觸者追蹤方法、不同類
型患者診療及管理方案；分享了中醫藥參與抗疫經
驗，重點介紹了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推薦的抗疫名方
清肺排毒湯及四川中醫藥管理局擬定的新冠2號
（銀翹藿樸退熱合劑）、新冠3號（荊防藿樸解毒
合劑）治療輕型、普通型、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的療
效。此外，他們還幫助埃塞方結合其本國實際，制
定疫情防控方案。
接下來的日子他們走訪愛菲醫院、方艙醫院、亞
的斯亞貝巴大學隔離中心、埃塞俄比亞確診患者診
療中心等五個定點醫院和治療中心。針對患者病歷
進行了多學科討論，與醫護人員分享了中醫治療新
冠肺炎經驗，探討了在中醫治未病思想下，如何做
好未病先防以及患者出院後的中醫康復療法。聽說
有五名中國人在埃塞俄比亞感染新冠肺炎，其中一
人就住在愛菲醫院，經與大使館和愛菲醫院溝通同
意後，金偉親自為那名中國患者熬製新冠2號湯
藥，患者服用後效果良好，心裏充滿感激。

醫療隊的專家均來自雨水充沛、氣候溫和的四
川，第一次在非洲高原工作，大多數成員出現了水
土不服及輕度高原反應。金偉根據中醫三因制宜的
原則，結合埃塞俄比亞氣候特徵，擬定預防藥方，
按照傳統熬製方法，請專家隊成員定時服用，保障
了專家隊在非洲期間的健康。
對中國專家醫療隊此次援助埃塞俄比亞抗擊疫情

情況，埃塞俄比亞當地媒體進行了廣泛報道，稱中
國在困難時刻向他們伸出了友誼之手，給予援助，
守望相助，感嘆患難之交才是真朋友。
4月30日，中國專家醫療隊離開埃塞俄比亞，轉
戰吉布提，繼續幫助非洲抗疫。在十餘天的時間
裏，專家隊走訪了吉布提六個定點醫院和治療中
心，深入抗疫最前線考察隔離中心、重症病房，在
40多度的高溫下，身着防護服，不辭辛苦、仔細耐
心地與當地醫護人員交流每一個治療步驟、探討每
一處可以改進的流程。此外，專家隊還為在吉中資
企業機構和旅吉僑胞一千人左右提供了醫療衞生指
導，讓海外中國公民切實感受到祖國的關愛。
5月10日，吉布提總理卡米勒在人民宮舉行授勳
儀式，表彰中國赴吉布提抗疫醫療專家隊對吉布提
疫情防控作出的貢獻，金偉和11名同事一起，榮
獲了「騎士級獨立日勳章」。授勳儀式上，卡米勒
總理高度評價了中國赴吉布提抗疫醫療專家隊的工
作成果，讚揚專家隊能在40多度的高溫下工作，
不辭辛勞，深入吉布提疫情一線訪問考察、了解疫
情，探討交流，無私分享中國抗疫經驗，並結合當
地實際向吉方提出防控建議並制定防治方案，體現
了人間大愛精神，為吉布提抗擊疫情作出了巨大的
貢獻。
5月11日上午，專家隊圓滿完成本次非洲兩個國

家的醫療援助任務後啟程回國。回到成都雙流國際
機場時，受到了鮮花和國旗的歡迎。妻子李情潔也
來接機，她在十幾米外的地方用雙手向金偉比了一
個大大的愛心。金偉忽然想起，此次回國，連一件
像樣的禮物都沒有帶回，心裏不由得生出了愧意。

旅美小說家於梨華在美國因
病逝世，她1931年11月28日生
於上海，1947 年舉家遷台，
1953年赴美國留學及定居，晚
年在馬里蘭州安養院；「於梨華
為留學生文學鼻祖」，美國華府
作家協會會長傅士玲介紹，她以
留學經驗創作小說，其中包括
1967年成名作《又見棕櫚，又
見棕櫚》，曾入選「二十世紀中
文小說100強」；「她將留學生
經歷細膩融入小說，包括留學生
的孤獨，想交朋友的心理，求學
及求職過程中會面對的歧視、明
爭暗鬥等，讓很多留學生都產生
強烈共鳴」。
旅居美國後她多次回中國大

陸觀光及考察，與親人及作家頻
繁接觸，利用她在美國教育界多
年所積累的威望，致力於推動中
國大陸第一批高校國際合作辦學
及交換項目；近年她關注國內的
文學事業，她時常與青年作者交
流，鼓勵他們堅持寫作。「青年
作家不要急着成名，寫作的時候
要投入全部的精力」，她曾多次
表示：「要多讀世界名著及中國
古典文學，如此才有雄厚的底
子。」
她1947年舉家遷台，同年考

入台灣大學外文系，1948年轉
入歷史系而在 1953 年畢業；
1953年9月赴美入讀加州大學洛
杉磯分校英文系，後轉入新聞系
而在1956年獲新聞學碩士：其
間在夏濟安《文學雜誌》、《自
由中國》、《現代文學》等刊物
發表，創作風格歸為1960年代
台灣現代主義流派，創作主題以

「留學生文學」為主。
於梨華在1975年與第一任丈

夫返中國大陸訪親，後撰文讚美
共產主義，在冷戰下國民黨視為
投共，禁止回台，封殺至1987
年解除。台灣作家季季在網上指
出，她的弟弟於忠華表示，於梨
華的生命最後幾天並無受太大痛
苦；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現任會
長姚嘉有此說法，她平日愛打網
球，身體健康，在短時間內被病
毒奪走生命令她驚訝又遺憾。於
忠華在一封信表示，她4月30日
晚近11時在睡眠中辭世，享壽
約90歲；照顧她的三名看護有
一位在兩周前確診感染新冠病
毒，她在一周前出現咳嗽及身體
不適；她的兒子為專長感染病的
醫生，大女兒為《華盛頓郵報》
資深醫療記者；於忠華稱：「她
在抗戰期間，隨政府從福建南平
到四川成都，逃難過得隨心所
欲；她結過兩次婚，喜愛寫作，
也很用功，作品充分描述上世紀
五十至六十年代，美國的留學生
在美生活、成長及掙扎。」
她的兒女從小就管教很好，

都各有所成，於忠華表示：「除
照顧她的看護外，親人都沒法跟
她說聲再見。」於忠華和於梨華
年齡相差13歲，他1965到美國
後就到於梨華所在地紐約皇后
區，兩人常見面。後來她搬到紐
約州府奧巴尼，他常去看望她；
「雖說人總是遲早要走的，但是
親近的人走了，傷感自所難免。
在此與諸位親愛的同學共勉，要
多珍惜現有一切；多當心，多保
重，出門記得戴口罩」。

■葉 輝

小說家於梨華在美病逝

清香一夏有白蘭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翁秀美

■羅大佺

激活屈原的「後浪」
■郭言真

川醫入非抗疫記

詩情畫意

公元前277年，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縱
身往汨羅江一跳，平靜的江水頃刻泛起陣
陣後浪，到今天已經2,000多年了。這「後
浪」，其實就是懷念屈原的海量華章，表
達方式多呈五種走向：或賦，或詩，或
詞，或曲，或聯。
賦，有漢代賈誼的《吊屈原賦》。內中

有句曰：「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
湘流兮，敬吊先生。」詩，有唐人李白的
「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興
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宋人
寇準的「悲風颯颯起長洲，獨吊靈均恨莫
收。深岸自隨浮世變，遺魂不逐大江流。
霜淒極浦幽蘭暮，波動寒沙宿雁愁。月落
煙沉無處泊，數聲猿叫楚山秋。」明人李
冬陽的「汨羅江頭春水生，汨羅江上楚歌
聲。人間若解三閭苦，水底魚龍亦有
情。」清人丘逢甲的「江上千帆打鼓聲，
人間畢竟慕忠名。勸君且盡尊中酒，看鬥
龍舟吊屈平。」
詞，有宋人張矩的《念奴嬌》：「三閭

何在，把離騷細讀，幾番擊節。蘺蕙椒蘭

紛江渚，較以艾蕭終別。清濁同流，醉醒
一夢，此恨誰能說。忠魂耿耿，只憑天辨
優劣。須信千古湘流，彩絲纏黍，端為英
雄設。堪笑兒童浮昌歜，悲憤翻為嬉悅。
三嘆靈均，竟罹讒網，我獨中情切。薰風
窗戶，榴花知為誰裂。」
曲，有元人馬致遠的《雙調撥不斷》：

「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辭飲，君
若歌時我慢斟。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
爭甚。」聯，有清人郭嵩燾的「哀郢矢孤
忠，三百篇中，獨宗變雅開新格；懷沙沉
此地，兩千年後，惟有灘聲似舊時。」顯
而易見，「惟有灘聲似舊時」七個字係從
宋代詩人陸游的一首七絕末句化出。陸詩
為：「江上荒城猿鳥悲，隔江便是屈原
祠，一千五百年間事，只有灘聲似舊
時。」
上述華章，全都是古代或近代前賢的作

品。不過今人中亦不乏「後浪」，比如余
光中寫的九首懷念屈原的詩。其中《汨羅
江神》一詩中有句云：「急鼓齊催，千槳
競發，/兩千年後，你仍然待救嗎？/不，

你已成江神，/不再是水鬼，/待救的是岸
上淪落的我們；/百舸爭渡，追蹤你的英
烈，/要找回失傳已久的清芬，/旗號紛
紛，追你的不僅是/三湘的子弟，九洲的選
手，/不僅李白與蘇軾的後人，/更有惠特
曼與雪萊的子孫。/投江的烈士，抱恨的詩
人，/長髮飄風的渺渺背影，/回一回頭
吧，揮一揮手，/在浪間等一等我們。」
細細吟誦這些華章，人們可以品味出：

無論是懷念屈原的老前賢，還是追思屈原
的現代人，無不擁有一種強烈的愛國情
懷。其中，有的人勤於思政，為國家的富
強昌盛而積極出謀劃策；有的人英勇善
戰，為維護疆土完整而禦敵於國門之外；
有的人一身正氣，懲治貪官污吏毫不手
軟；有的人積極創新，以各種文藝方式傳
承中華民族的文化、文明。
由是以為，而今現在眼目下，作為一名

炎黃子孫，不僅應該像屈原那樣，而且也
應該像懷念屈原的人們那樣，懷着更加強
烈的愛國之情，為中國的發展、強大、繁
榮和統一，奮力作出自己的一份貢獻。

來鴻

李叔同最愛的母親在1905年農曆二
月初五去世。李叔同於同年7月抉柩回
天津安葬。李叔同將守節的母親稱為李
節母，為她爭取從正門將靈柩迎入，為
她舉行西式葬禮，在追悼會上親彈鋼琴
唱出這首悲痛欲絕的輓歌。令喪禮成為
當時在天津轟動一時的新聞。李叔同真
有「俗子胸襟誰識我」（秋瑾詩）的氣
概，敢於在喪禮上盡除一切繁文縟節，
其敢破舊的精神今人也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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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廠門口拿快遞，經過正在掃地的大
姐，無意中看見她的花襯衫扣子上別了三
支白蘭花，不由停下，她一定是看出了我
眼神裏的渴望，便問：「要嗎？送你吧，
很香呢。」我笑着道了感謝，說不用了。
第二天早上，大姐看到我，老遠招手；
「我昨天摘了幾朵，給你留了。等我一
下。」一邊放下掃把，一邊跑着去了。我
心裏一陣感動，她知道我喜愛這花，可
見，她也是個愛花人。知曉同好對花兒的
那種依戀。每年，廠裏的梔子白蘭都會開
很多，但白蘭花樹太高了，往年攀着低點
的枝子，還能夠到點花兒，今春大批花木
都修剪過，只能遠觀了。我拿着花，歡喜
非常。
四朵白蘭捧在掌心，三朵含苞，一朵半

開。葉片修長，花苞像一支白色的筆，這
白也不是純粹的白，有點像牙色，透着玉
般的質感。全開的花兒極其的美，花瓣或
捲曲或舒展，那些瓣兒如同可愛的小仙
子，或坐或臥，或行或舞，婀娜多姿。瞬
間，將我拉回到兒時的江南。
那時候的夏天，白蘭花，梔子花，茉
莉，都是走街串巷的阿婆竹籃裏的必備之
物。將細鐵絲兩端各穿進白蘭花的花梗，
中間擰上幾擰，留指甲蓋大小的圈兒，可
掛在襯衣扣子上，走到哪兒香到哪兒；梔
子整齊地碼在一邊，茉莉則是用鐵絲穿成
了一個環狀，首尾相連，綠色花梗連着白

色花瓣，單是造型就非常賞心悅目。這些
潔白含香之花，可簪在髮上，可別在衣
上，可用手帕包了放在枕邊，是夏天女子
鍾愛之物。人來人往中，陣陣清香中，透
出柔軟的叫賣聲：「白蘭花！梔子花！」
阿婆襟上的白蘭花，腳上的黑布鞋，竹籃
裏的藍印花布，這是一幅難以形容的絕美
畫卷，在當時只是尋常，如今，成為記憶
中最珍貴的美好。
春華過後夏日長。時光荏苒，在南方度

過了許多個夏天。白天一聲聲的蟬噪，夜
晚一陣陣的蛙鳴，剛開始不習慣，想念家
鄉的白蘭花，就上網去買，一元一朵，等
寄到時有的生銹了，但一點不嫌棄，我只
要那熟悉的香氣，哪怕微弱的一絲絲，也
可慰藉心情。好友每每請我去她那兒坐
坐，總是說：「你來我這兒喝茶吧，窗外
的白蘭花都開了。」這是最不能拒絕的邀
請，緣於對白蘭不變的癡念。
後來搬了家，得償所願：小區種植了不
少白蘭花樹，粗壯高大——原來南方的白
蘭如此高大，上面星星點點地開滿了花
兒，這樣才算有了完整的夏天。周瘦鵑曾
盛讚此花為「南國之花」，因為江滬一帶
的白蘭花樹是栽在大盆裏的，不耐寒，天
冷的時候得挪進屋才行。在南方，白蘭和
紫荊、芒果、美人樹一樣，是常見的行道
樹。
離住處十多公里，有個依山傍湖的開放

式公園。夏日的周末，天剛濛濛亮，就和
愛人驅車前去散步。其實是為了那一整條
路的白蘭花，小路一面環山，一面臨水，
水上時有水鳥翩翩飛過，山邊下種植紫
荊、翠竹。其中白蘭花樹約兩公里長，一
路行來一種香，經久不散。無法想像，這
麼小小的花兒，怎麼可能散發出這麼濃
郁、清雅且持久的香氣？尤其是有風的時
候，那香氣便飄飄蕩蕩，四散開來，沾染
到衣上髮上，一路多情地跟隨着。這是大
自然多美的饋贈啊，我們可以走好幾個來
回而不感到疲倦。抬頭看，枝頭綠葉間，
無數白蘭花俏生生地立着，半吐不吐，含
而不露，芬芳流麗，如美人一樣纖細嬌
弱，卻又有着君子般的含蓄謙和。當開了
的花瓣落下，即使零星一片，也有沁人的
芳香。邊走邊撿拾落到地上的花瓣，用小
紗袋裝了，走完全程，紗袋裝滿了花兒，
也裝了滿滿的快樂。
有一次散步，在樹下撿到兩支花苞，回

來正逢訂閱的雜誌送到，封面是一幅有厚
度的畫軸，半舒半捲。這圖非常別致，因
無底色，一片純白，加上陰影效果，令人
感覺就是真的一卷畫擺在眼前。一時興致
上來，將白蘭花斜斜放在卷軸的捲起和展
開的部分，拍了照片，立體的效果惟妙惟
肖，叫人真假莫辨，後給多位朋友展示，
無人看出是真花與圖片的結合，這是心愛
的白蘭花出鏡最大氣風雅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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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奮勇撐國安
序：香港亂象難平，市民福祉受損，全國人大通過港區國安法
立法決定，重燃繁榮穩定之希望。「香港各界撐國安立法聯合陣
線」設置街站及網上收集市民意見，短短數日，支持者簽名近三
百萬人，反映了廣大市民衛港護國強烈意願。

陽彩明媚天澄湛，
城郊斂翠荊花燦。
京都人大頒決定，
全港奮勇撐國安。
太平山巔雲馬奔，
海港堤岸虎浪翻。
街巷攤桌人踴躍，
網上簽名寫宏篇。
翁姑攜孫傳精忠，
青壯團結展歡顏。

詩詞偶拾 ■李潔新

古典瞬間

同仇敵愾擔重任，
果敢挺身挽狂瀾。
痛心疾首再難忍，
內賊勾外毀家園。
匡正祛邪舒豪氣，
鎮暴止亂懲頑奸。
一國兩制路寬廣，
百業千行盼順安。
刮骨療瘡忍暫痛，
成就昌盛長綿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