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女性一斑

病從己中醫
A聽到XXXX
症候群，心安

了，孩子長期的生理問題找到原因
了，對症下藥是一世要打XXX針。
B也是差不多徵狀，但醫生驗來
驗去也找不到原因。唯有吊着營養
針住院觀察。
C是重症病人，化療做了很多次，

醫院有全方位照顧，除了用藥來應付
其他藥的副作用，還添加一位營養
師，給一堆奶粉一堆副產品製成的營
養片，天天要他依時服用。
在大家發現現代醫療方法沒有效
益時，不少人都會半死心地找個中
醫看看。西醫說不出源頭，中醫卻
說得出：寒濕、外感傳到某器官、
外邪在某某經絡……雖然說得出原
因，但患者通常並不相信，不是覺得
太虛無，就是不明白用語，三就是覺
得「人人都濕㗎啦，不用你講」。相
反，西醫說不出自己的病因，就覺得
自己是特別案例，這樣符合大眾心
理——我是獨一無二的！但中醫太不
識趣，未能「與時並進」，2000多年
來的文明，歸納出人類的病源不外乎
寒、滯或外邪入侵，令大家覺得是
「講了等於沒講」。
百病因寒而起，本是常識。嬰兒
的體溫偏高，老人的體溫偏低，溫
度就是生命。病是失去能量的警

號，本來是理所當然，我們卻聽不
入耳。服中藥、溫敷、浸腳，不吃
生冷，本是最簡單的傳統智慧。不
信不要緊，卻信打一世針、洗一世
腎、打一生胰島素是對症下藥的良
方，人真是奇怪的生物。
另外就是以西方人體質作標準，

比西醫更極端的營養學。牛奶和果
汁當是補充體力來源的根基，但其
濕寒常弄得華人病者雪上加霜。更
推崇少油，令患者錯過了吸收好油
的機會，椰子油、牛油都是重要的
身體復元劑，腦袋和骨骼都靠好油
維持運作。
在醫館看過不少被判「一世不斷

尾」的病被治好，但往往治療的第一
步，病情必會反覆，因為西藥的壓抑
令病灶亂走，服過止嘔藥的會再
嘔，服過止痛藥的會再頭痛，絕對要
病人信心堅定地繼續治療。有的人醫
上一年半載，我也非常佩服他們。問
過一個病人，醫兩年不會很洩氣嗎？
他說，西醫要「醫」一世的病，我在
此用兩年醫好，當然值得！其實換個
心態，便可以看到什麼醫學有什麼限
制。而聽過這麼多病例，歸納着一
個結論：最終一定是自己醫好自己的
病，因為心要清明、意志要堅定、什
麼醫術也只是幫你一把而已，如何判
斷好壞和嚴守紀律，都是看病人。

有會眾超過十
萬人的香港各界
婦女聯合協進會

為慶祝成立30周年，舉辦了「香港
女性的故事．全港文學創作比
賽」，婦協副主席及六藝委員會召
集人盧高靜芝女士要我為獲獎作品
寫一篇序，我認真閱讀作品後，草
成以下小文──
都說香港的女性十分獨立，個性
也強，不僅力頂半邊天，甚至可以
撐起天與地。
女性是不能小覷的，不止中國古
代有花木蘭、穆桂英、蔡文姬、紅
拂女等頂天立地的巾幗英雄，今天
也有不乏站在時代潮流中流砥柱的
女豪傑。
這些傑出的女性人物，自有人為她
們入傳，不必細述。還有為我們的社
會添增一磚一石一瓦默默耕耘的女
性，她們才是社會的根本。
試問沒有這些中下層打工仔墊底，
如何建成一座現代社會的崇廈？！
檢閱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舉辦
的「香港女性的故事．全港文學創作
比賽」的獲獎作品，題材大多體現香
港中下層女性的掙扎、艱辛和不屈的
故事。
在某餐廳煮粉麵沖茶啡的阿珍，
寧願起早摸黑、刻苦耐勞，讓兒子
阿豪吃得好，可以上學（公開組冠
軍《阿珍》）；在酒樓推車賣點心
而工傷的阿霞──下班後，全身力
氣像被抽空，省吃儉用，返到家裏
還受到供上大學的女兒的晦氣（中

學組亞軍《困境》）；一人兼兩人
甚至三人工作的美玉，每天拖着疲
憊的身軀返到家裏，卻受到整天看
手機的丈夫的冷待（公開組季軍
《晚飯》）；一個在超市做收銀的
媽媽、專門撿超市的便宜貨，克儉
克勞，原來曾有過做詩人的夢
想……文章歸結媽媽所以拋棄早年
的理想，是在實踐她崇拜的詩人海
子所寫的：「用幸福也用痛苦/來重
建家鄉的屋頂。」人生道路（中學
組季軍《用幸福也用痛苦來重建家
鄉的屋頂》）。
這些獲獎作品，還有探討現代女性

在社會的定位──《第二個妳》（公
開組亞軍），這是對一個女性不同人
生階段心理質素的初探。
此外，還有通過喝一杯咖啡的體

驗，申述母女兩代人的心路歷程。文
章寫道，媽媽女兒兩代人在工作、學
習時都靠一杯咖啡來提神加班，使人
想到令現代女性又愛又恨的「咖啡人
生」（中學組冠軍《一杯咖啡》）。
綜觀獲獎作品，也有些文章還有欠

圓熟。正如英國文壇的諺語常說的：
「誰想要看到一篇作品，不帶一點瑕
疵，他想的是過去不曾有、現在沒
有、將來也決不會有的東西。」
世界沒有十全十美的東西，包括寫

文章。記得錢鍾書先生曾經說過，
好的文章條件之一是在於「清簡流
暢」──清通，讀者最怕是故弄玄
虛、艱澀難懂的文字。
這是一篇好文章基本的要求。願與

作者、讀者共勉！

在香港從事醫護工作多年的朋
友，十分氣憤地說︰「不懂說英
語，語言不通……這是什麼鬼話

歪論？！香港目前疫情嚴峻，內地的醫護人員來
港幫忙做核酸檢測，分擔我們的醫護工作壓力，
說到底都是一件我們應該感恩的事，君不見多位
無國界醫生、護理人員不辭勞苦，遠赴落後國家
和地方，為的都是救傷扶危，盡顯他們的天職，那
些壞腦分子不鼓勵支持就算啦，少說歪論當幫忙
好嗎？」
醫護朋友指近日為了亞博的臨時醫院「方艙醫

院」建立問題，有人在微博強調是香港醫管局同
事，上上下下自己努力建立出來的，內地醫護支
援隊只是來做檢測和協助之後的改裝，所以香港
市民在讚揚內地醫護支援隊前，先給予港方醫護
團隊實質感謝，更不要把他們的努力成果，錯誤地
交給其他人……不禁要說︰「有功就搶住領，為什麼
有醫護罷工時，他不在微博發文字予以譴責呀？！」
若以語言能力作為反對或質疑內地醫護人員來

港支援的論點，筆者實在是不敢苟同，因為筆者
的父親（已故）就是國家培養出來的醫生，移居
香港後連續7年考核合格，始獲取香港的醫生執
業資格，父親在香港的公立醫院服務期間，曾到
過前蘇聯（俄羅斯）作醫學交流及醫療支援，其
後父親離開公立醫院欲自立門戶開設診所時，有
宗教團體負責人指離島長洲，只有一間長洲醫
院，希望筆者父親能到長洲開診所行醫，以助島
內居民，於是父親就成為長洲醫院以外的唯一
「西醫」，取名「惠群診所」！
筆者知道父親的英語不太流利，然而醫學上的

專業名稱用詞，他是朗朗上口的，島內外籍人士
來看病，父親與他的語言溝通也沒問題，有需要
時父親所寫的病歷記錄和藥單，還用上俄文呢！

極度自視過高的一群
黃河之行正式啟動！
飲水思源，黃河之行的第

一站是她的源頭，黃河源頭
位於中國西北青海省中部的青藏高原上，要到
黃河源頭去，首先要到青海省的省會西寧。
飛機徐徐降落西寧機場，我心情興奮，但更

多是期待；說來慚愧，喜歡遊走大地的我竟是
第一次踏足中國的大西北。地近黃土高原的大
西北，我想像中應是遍地黃土、滿天黃沙的。
踏出西寧機場，迎面而來的全是乾淨清新的

空氣，這大西北的空氣超凡脫俗，她竟可讓您
置身世外桃源，鬱悶盡消；藍天白雲下，這裏
沒有風沙隨風起舞，更沒有想像中大西北的煙
塵蔽天。西寧機場有5條巴士線來回28公里外
的市區，我站在售票站前，看到其中一條機場
巴士線終點站是一家酒店，為方便找住處，我
坐上這輛巴士到市區去。
大巴在酒店門口停下，進去一問，「房租

480元人民幣一晚。」「這麼貴！」「我們是
西寧有名的五星級飯店呢。」我不經意地開着
玩笑說：「服務員小姐，我很窮啊，沒錢，況
且一個人出門，請問房租可以有折扣嗎？」年
輕端莊的服務員竟說：「請稍等。」接着她很
認真地致電經理，回頭對我說：「經理理解你
的情況，他說可以以最低房價讓你入住，430
元人民幣包自助早餐。」我登時傻眼了：第
一，我開開玩笑而已，妳竟這麼認真為我解決
問題；第二，我說了我很窮，但妳沒有看不起
我，沒有把我從這家五星級飯店趕走，還熱誠
為我服務，妳這個服務員「怎麽搞」的呢？
接着她「又來了」：「妳第一次來青海可要
注意啊，整個青海省都在青藏高原上，我們西
寧市的海拔也有2,200米，小心會有高原反

應。」一直站在旁邊的另一位中年友善的服務
員也提醒我：「房間裏有『紅景天』，可以紓
緩高原反應的不適；你要多喝水，行動動作要
慢，動作快容易有高原反應；如妳不適快找我
們，我們會照顧妳，請妳放心。」
服務員的暖流把我護送到酒店房間去，進

門一看，房間很別致，我最喜歡裏面那天花板
上有花紋的天花線，那帶有清爽氣色的彩藍色
特色牆，和典雅的英式護牆板，加上房間裏那
富有意境的畫作，讓妳在舒適中又感受着絲絲
不絕的甜和美……
這家酒店的早餐更是一絕，這裏地近蘭州，
風味十足的蘭州拉麵當然是少不了啦；其他中
西美食，一應俱全，味道賣相均是用心之作。
最令我不能忘懷的是她的服務：所有服務員彬
彬有禮、無微不至；每一長形食物桌有專屬服
務員，保持桌面絕對整潔；整個早餐時段，餐
廳經理謹守崗位，確保服務質素；客人桌椅整
齊乾淨，桌布雪白筆直，還放上一簇可讓您一
整天都緊抱陽光、牢擁活力的美美小花兒呢。
這家酒店是我認識中國大西北、認識青海

省、認識西寧市的起點。大西北沒有我想像中
的大風沙，大西北擁有的，原來是讓我整個心
窩都滿載着的溫柔和體貼、質樸與活力……

中國四大河流行︰黃河篇西寧之一

天天看舊照片也
不嫌悶，照片中記

載着我的工作、生活，這許多年都
在這裏度過，有那麼多令自己永不
忘懷的往事，那麼豐盛的人生，實
在值了！
其中一次記憶深刻的，是往西安
採訪張藝謀導演拍攝、鞏俐主演的
《秋菊打官司》。以前有一段日
子，因為鞏俐來香港宣傳她的第一
部電影《秦俑》，其間相約她訪
問、拍海報而接觸多了，那時她需
要服裝、化妝等，均由我去安排，
記得我替她找的化妝師蓮姐，因為
化妝技術好，後來也成了鞏俐的電
影化妝師。
回帶到1991年西安探班那年，探
班的地點離西安要去5小時車程，
我們先被安排去參觀西安市的景
點，古老名城，要去的地方太多，
我們用了一天半時間抓重點，兵馬
俑、鐘樓、華清池均是到此一遊，
還好我們十多人的採訪小隊都很
乖，安排去什麼
地方都沒有異
議，大家隨隊而
行，而參觀的地
方亦覺很難得、
很有意義，大家
開心了一整天，
也有不少收穫。
第二天起程去
目的地，那些年
西安開始發展，

但還沒到今日那麼好，路上泥濘地
旅遊車不停顛簸，5小時車程，中
途要去洗手間，司機大哥說帶我們
去新開的加油站，說會乾淨點，我
們仍要派探子探路，實在對那「乾
淨」的洗手間不信任，結果探子是
掩鼻衝回來，所有人都明白她所
指，全隊人只好堅忍，一直忍到晚
上在一個小叢林中解決。
我們抵達目的地差不多已經晚上

八九點，匆匆去跟鞏俐先打個招
呼，那陣子採訪朋友中我跟她最
熟，我把禮物送給她，她也開心地
回報我們每人一個西安小老虎小玩
偶。我們被安排住入幹部招待所，
在那年月已算不錯，奔波一天最重
要洗個澡，大冷天當然要大熱水，
不過大熱水也不是常有，同房的豐
怡姐擦了一身肥皂，但熱水卻沒有
了，氣得呱呱叫卻只能乾洗，冒冷
地等第二輪熱水到來。每次我們談
起這次的採訪，這段等熱水的小插
曲都是笑個不停！

醒來後，我跟鞏俐
提起，她也一臉不
滿：「這鬼地方我不
會來第二次！」
過了多年我們仍

津津樂道那次的採
訪。不過隨着鞏俐
漸漸走紅，我和她
聯 絡 的 次 數也漸
少，直至現在，咱們
已很久不見了！

探訪秋菊鞏俐

昨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
席令，授予鍾南山院士共和國勛
章的消息，消息一出，國人倍感

欣慰。這位堪稱國寶的醫生，不僅擁有精湛的醫
術、高尚的醫德，更能屢屢在關鍵時刻果斷發
聲，成為穩定民心的科學家典範。
在我的印象中，他有三次敢言令人聞之起敬。
第一次是2003年。彼時，非典疫情在廣東爆

發，國家疾病研究中心在廣東送去的兩例標本切
片中，發現了典型的衣原體，隨後宣布：「引起
廣東非典型肺炎的病因基本查清」，並建議使用
抗生素治療。在當晚緊急召開的專家會上，鍾南
山直言，非典元兇不是衣原體，而是病毒，並堅
決反對使用抗生素。事後，有朋友曾問他︰「你
就不怕判斷失誤，影響你院士的聲譽？」鍾南山坦
言：「科學只能實事求是，決不能明哲保身。」
當年4月，非典病毒迅速擴散，衞生部有官員

卻宣稱︰「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鍾南山忍不
住當場抨擊：「什麼叫現在已經控制？根本就沒
有控制！目前病原都還沒搞清楚，你怎麼控制
它？」此言一出，輿論嘩然。
鍾南山並非只是逞一時口舌之快，他根據實

際臨床經驗，為及時制定救治方案提供了決策
論據，他領銜救治的廣東疫區，也成為全球非
典病人治癒率最高、死亡率最低的地區之一。
他最早制定出《非典型肺炎臨床診斷標準》，

並帶領課題組，向全世界率先公布出了一套富
有明顯療效的防治經驗。這套經驗後來被世界
衞生組織的專家組評價為：對全世界抗擊非典
型肺炎有指導意義。
第二次是2012年全國兩會上。面對我們一群記

者，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參會的鍾南山，再次語驚
四座：灰霾比非典更恐怖，不治理好空氣污染，
誰也跑不了。第二天，幾乎所有傳媒都把他的這
句話做了重點報道。其實，這並非他第一次就灰
霾天氣作出論斷。早在2008年，在廣州參加珠三
角大氣污染防治高峰論壇時，針對珠江三角洲地
區日趨嚴重的空氣污染，他說的一句「50歲以上
的廣州人肺都是黑色的」，引起了粵港兩地民眾
和官方的高度關注。
第三次便是今年1月20日。去年底到今年初，

武漢新冠肺炎疫情傳言四起，經過實地調查研究
之後，在央視直播的新聞節目裏，面對正在熱鬧
準備過春節的十幾億國民，84歲的鍾南山再次嚴
肅果斷，說出了令人震驚的真話：「根據目前的
資料，新冠病毒是肯定的人傳人。」隨後，武漢
宣布封城，緊接着全國上下進入一級戰備。
在持續至今的疫情抗擊戰中，「火神山雷神

山鍾南山，三『山』齊聚克難關」的句子，仍
舊人人傳頌。作為曾在廣州工作過的記者，我也
和同行們一起多次採訪過鍾院士。非典十周年前
夕，我跟他的團隊溝通，希望能約個專訪。我也

直接給他本人發了預約專訪的短訊。很遺憾，除
了治療病人、進行科研，還要奔波於國內外學術
會議的鍾院士，最終未能應約。後來得知他要去
參加一個會議，我又追了過去，等他從會場出
來，我和幾個同行一路圍着他提問，他邊走邊回
答我們拋出的問題，一直走到了門口。當他準備
上車離去的時候，我仍然不想放棄這個機會，於
是徵詢他是否可以在他去下一場會議的路上，對
他進行專訪。我還記得，他一臉歉意地對我說，
他需要在車上對下一場發言作一些準備，專訪只
能再次作罷。在稍後的全國兩會上，我又一次跟
一群同行，追訪了風塵僕僕剛剛抵京的他。
專訪未能如願，有一件小事讓我感念至今。有

一位廣州民警的孩子，自幼便患上了呼吸系統方
面的病，一直未能治癒。託了朋友輾轉找到我，
希望懇請鍾院士給孩子看看。我將這個孩子的病
情編了一條短訊發給了鍾院士。他很快就回電話
給我，說正在青島參加一個會議，短時間內不能
回到廣州，但孩子的病不能耽誤。他推薦了他所
在的廣州呼研所另外一位資深教授，並再三說明
這位教授的臨床經驗，比他本人更豐富。不僅如
此，他還親自幫忙聯繫好了這位教授……
這次入選共和國勛章，國家功勳榮譽表彰工作

委員會公示的鍾南山院士事跡中，有4個字的評
價尤為中肯：敢醫敢言。
我想，這才是國士應有的擔當。

國士鍾南山的三次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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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又名芙蓉、芙蕖、
菡萏、水芝、蓮花等，是
一種多年生草本植物，大
約1億4,000萬年前，地
球上就生長着這種植物。

而我國栽種荷花，少說也有3,000多年歷
史。《詩經》中的「彼澤之陂，有蒲與
荷」，就是最早的文字記載。
在我國，自古人們就喜愛荷花。這不但因
為它花艷葉美，「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
花別樣紅」；還因它具有「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漣而不妖」的高貴品質，向被譽為「花
中君子」。也正因如此，人們還專為它設立
了節日，以更好地觀賞慶賀。節日中最重要
的一個，就是觀蓮節。觀蓮節一般在農曆六
月廿四日舉行（也有的地方在六月初六），
俗謂這一天為蓮花誕辰，簡稱「蓮誕」，又
稱「荷花生日」。
觀蓮節歷史悠久，據記載宋代時已很流

行。過去每到此時，荷花盛開，在許多有湖
灣河塘的地方，人們呼朋喚友，盪舟荷塘，
載歌載舞，觀蓮賞荷，與荷花同喜同樂。這
一節俗活動，在蘇州最為盛行。據宋范成大
的《吳郡志》記載：「荷花蕩在葑門外。每
年六月廿四日，遊人最盛，畫舫雲集，露幃
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
月映，聞歌則雷輥濤趨，蘇人遊冶之盛，至
是日而極矣。」清人邵長衡在《冶遊》詩中
也寫道：「六月荷花蕩，輕橈泛蘭塘。花嬌
映紅雨，語笑薰風香。」 進一步描繪了節
日賞荷的盛況。
除了賞荷，古人還有觀蓮節食蓮荷美食的

習俗。如唐朝時，人們就在觀蓮節這天吃
「綠荷包飯」。這種「綠荷包飯」就是用鮮
荷葉包蒸的米飯，吃起來有荷的清香。唐代
文學家柳宗元在《柳州峒民》一詩中就寫
道：「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

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墟人。」宋
朝人喜歡將蓮花瓣搗爛摻入米粉和白糖蒸成
蓮糕，在節日這天食用。明清時則時興節日
這天飲用蓮花瓣釀製的荷花酒。
古代的觀蓮節主要盛行於江南吳越一帶。

不過在北方，有些地方也有過觀蓮節的習
俗。如在北京，過去每到農曆六月廿四日這
天，荷花市場、什剎海等地萬頭攢動，人聲
鼎沸，許多遊客都前來遊覽賞荷。一些文人
雅士常登臨什剎海附近的樓亭酒肆，邊賞荷
邊飲酒、品茗、作詩。清人顧祿曾寫道：
「是日，又為荷花生日，舊俗，划船蕭鼓，
競於薊門外荷花蕩，觀荷納涼。」用京城土
話所編的《北京俗曲十二景》中也云：「六
月三伏好熱天，什剎海前正賞蓮，男男女女
人不斷，聽完大鼓書，再聽十不閒。逛河
沿，果子攤全，西瓜香瓜槓口甜，冰鎮的酸
梅湯打冰乍。買了把子蓮蓬，回轉家園。」
除了民間，皇家也在這天觀蓮賞荷。如在
清代，每到觀蓮節這天，乾隆皇帝和嬪妃們
都到頤和園避暑賞荷。同時，他也常在這裏
招待被選拔上來的大臣們，邀請他們一起賞
荷觀光。在他親自以范仲淹的詩句命名的
「景明樓」前，他還常告誡大臣們要傚仿蓮
之高潔清廉，具有「出污泥而不染的」的高
貴品質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的遠大抱負。在泉城濟南，過去每年的
荷花節要舉行兩次。一次是農曆六月廿四
日，稱作「迎荷花神節」。另一次是農曆七
月三十日，稱作「送荷花神節」。
農曆六月廿四日，正是大明湖上荷花盛開時

節。屆時，遊湖的人們盛裝打扮，熙熙攘攘地
前來湖畔賞荷花。有的租一條小船划着，悠然
穿行於荷花叢中，任憑荷香染衣，綠浪拂面；
有的攜妻帶子，全家乘船遊湖，把一腔歡樂，
一腔遊興，盡付盛開的艷荷中；還有的呼朋喚
友，提酒攜菜，暢飲於荷間柳下，陶醉在湖光

水色之中……賞荷歸來，遊興未盡，許多人還
要買上幾支滴着水珠的荷花，回家供在案頭，
讓全室飄滿荷香……
七月三十日的「送荷花神節」，又適逢佛

教追薦亡靈的日子——「盂蘭盆會」，所以
來遊湖的人特別多，比「迎荷花神節」更為
熱鬧。赴會的多是老太太和兒童，連郊區農
村的老太太也帶着孫兒孫女前來趕會。他們
許多人都信神，既來「送荷花神」，又來求
神拜佛。而北極閣的道士和匯泉寺的和尚這
天也特別忙碌。他們穿上花花綠綠的袈裟或
道袍，敲起鐃鈸，吹起笙笛，歡迎來寺廟內
燒香上供的施主；並用彩紙紮成大型的「法
船」，放在廟前和寺後的湖面上，招徠香
客。天黑時再將「法船」燒掉。善男信女們
除了到北極廟和匯泉寺燒香念佛、超度亡魂
外，晚上還將預先做好的麵油燈點上，放進
湖裏，使平靜的湖面上飄動起萬千閃閃的燈
火。據說這樣亡魂就可以得到超度，升天或
超生。當然，多數人主要是來賞荷花、看熱
鬧的。對這一天的繁鬧景象，清代的《歷城
縣志》這樣寫道：「七月三十日各廟邀請善
男信女，集資紮船，打醮誦經，燃燈焚船，
以度孤魂。是日大明湖中遊人麇集，船隻增
價，為遊大明湖賞荷花最終之日也。」
迎「荷花神」也好，送「荷花神」也好，
這「荷花神」總得有個具體對象。這具體對
象是誰？誰也說不清。於是，為了表示對荷
花的喜愛和尊重，清代一些濟南文人特意把
宋代濟南籍的女詞人李清照請出來，擔任
「藕神」（即荷花神），並在湖畔建藕神祠
來供奉她。如今，濟南大明湖上仍年年舉行
荷花節，只是時間並不限定於六月廿四和七
月三十日這兩天，而是荷花盛開的連續多
日。觀蓮賞荷的內容，也更為豐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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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荷歡度荷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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