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藥的交流和知識

畫癡黃約翰
有一年去參觀香港書
展，認識畫家黃約翰，
他自稱翰癡，他癡的是

畫，特別是新水墨。他的畫都是特殊方
法創作，與眾畫家不同，他用一種名為
裂變追光法作畫。之後，我發覺幾乎每
隔一個月便舉辦畫展，因為每次他都
邀請我到場參觀，於是我對這位非常
努力創作的畫家有特別深刻印象。
翰癡創作的畫從不追求取悅他人，
他只是誠懇的表達他的內心感情或是
他對外界事物的感覺，從心出發，將
他的真實感情表達出來，將事物和氣
氛表現出來，至於美不美，他不太重
視！他重視的是水墨畫的氣韻生動。
他作畫堅持骨法用筆，用特別的線條
表達結構和空間。對他而言，作品的
內涵是最重要的。他說藝術追求的是
真善美，最重要的是要真，真我的
真；第二是善，他的認為善代表畫家
的藝術修養，生活經驗，藝術沉澱；
最後才是美，至於美與不美，不是最
重要，因為這是別人的看法。有評畫
家說他的作品是一種叫做水墨的表現
主義，我則認為是他內心的觀照！
由於他對西方藝術也有很深的研
究，並且到過世界上許多地方，所
以他的水墨畫也含有許多西方元
素。他中西合璧的水墨畫很受西人
的歡迎，而且獲得西方藝術界很高
的評價。
2021年，他一幅作品入選英國

倫敦雙年展。另一幅畫《一帶一

路》入選馬來西亞全球網上比賽第三
名。剛過去的2022年，他一幅作品入
選美國的世界知名畫廊Artist Space全
球藝術比賽繪畫組總冠軍。這幾年他
獲獎無數，去年還被法國的知名世界
級 藝 術 團 體 ， French Artistique
Association 加封為法國藝術騎士院
士。2022年12月，他的一幅描寫香港
屯門的避風塘夜景水墨畫入選了這個
世界級的藝術組織全球500會員的內部
比賽，拿到了金牌獎。更難得的是在
芸芸的油畫、水彩畫的高手中，以中
國的水墨畫拿到第一名，為香港的水
墨界增光！
翰癡的成功，除了因為他有特殊的

天賦，更主要還是因為他對藝術的狂
熱追求，對水墨畫的那份「癡」心。
最近他組織抽象畫展，邀請我參

加，我說我的畫雖然屬表現主義，傾
向於印象派，恐怕不行吧！但他認為
具象、抽象什麼畫都不妨畫下，於是
我被他激勵下，準備創作幾幅抽象
畫，參加本月一個抽象畫展。看來，
我也被他的「癡」感染了。

在北京攝製電視特輯
《一帶一路醫藥行》的
時候，我們專程探訪了
孕育出不少中醫藥學

者、專家的殿堂級學院——中國科學
院，更参觀了院內著名的中國醫史博
物館。這所全國唯一用上「中國」作
字頭的中醫藥專業博物館，始建於
1982年，館內展出的都是重要醫藥文
物，由原始社會至近代共600多件
套，非常珍貴。
館藏還有知名的醫學圖書、御製稿
本、書畫拓片、陶瓷玉器等3,000多件
重要文物，展現了整個中國醫藥學的
起源、形成和發展的歷程。我們訪問
了博物館館長胡曉峰教授，他同時是
中國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所
長，是一位研究中醫藥發展史的專家。
中醫藥在早期的絲綢之路已有發
展，胡曉峰教授邊帶主持麥景榕參觀
邊解說：「有關『一帶一路』方面，
我們有些文物也是能夠體現出來的，
例如唐代鑒真和尚幾次東渡，由
於風浪的原因，幾次也沒成功，
最後經過不斷努力，終於到達日
本，在前後多年渡海過程中，雖
然他的眼睛也瞎了，但他到日本
後，不僅傳入了一些佛經的內
容，還帶去許多醫藥的知識和一
些中藥，現在還保留在日本的寺
廟中。」
根據胡教授所說，唐代已向外
傳遞了很多醫藥的知識，同時亦

帶回一些醫藥的實物，至今仍保存
着。而在明朝，也可以看到許多外國
人來到中國，除了文化交流，還帶來
西方的醫藥知識——我們觀看明朝的
《補遺雷公炮製便覽》，其中1,000
多幅彩圖都是關於中藥，圖中繪畫不
少當時的「胡人」，也就是現今的外
國人。
胡教授介紹館內的一本明朝彩色印

刷的中藥書，其中有多種外來藥物，
他說：「你們看這個彩圖畫了許多
『胡人』，就是外國人——他們在幹
嘛呢？有的是在製藥，就是研製藥
品，有的是採藥，有的還在賣藥！」
這本中藥書的彩圖豐富生動，我們還
看到好些「胡人」背着藥、牽着馬
的，就是來賣藥、進行藥材交流的。
誠如胡教授說：「這些實際就是『一
帶一路』，通過文獻，通過物品，是
一個實證。說明我們醫藥的交流，對
各國互相交流是有歷史的，是通過這
些實物而獲得證實。」

當何文超遇上鄧美玲，
經身邊好友落力推動下，
兩年前喜結良緣，大家歡
天喜地，因為都認為這段

姻緣是他們有份撮合的！
美玲姐是全行最努力的靚聲花旦，她將

精神全都放在事業上，「我沒有想過要出
嫁，因為粵劇演出這一行難找另一半，生
活方式和時間都好難配合。我算是個少少
公眾人物，人家對我有好感我是知道的，
但我會對男士落閘，板起面孔，點頭便
算，我對男士這樣就是不想人家誤會。」
超哥（何文超）是「物業商人」只喜歡
唱時代曲，「起初我對粵曲沒有好感，半
小時才唱一首，但看過曲詞我明白原來
粵曲文化能夠承傳下去，因每首歌都有故
事，代入去好想追聽下去。初時我聽鄧
美玲唱歌，好吸引，好羨慕她唱得那麼
好，但有點Cool，幸好我們中間有很多
認識的Auntie、Uncle，刻意介紹我們參
加飯局和唱局，拍拖也很自然。」
「真的好自然，但對我來說是很快，

雖然一把年紀，我是慢熱的人來說是快
了，因為有一事使我們加深認識，那次
我想換樓，拜託超哥幫忙，結果他不單
替我找到非常滿意的單位，也使我了解
他除了實幹之外，更為我身邊人設想……
他在我附近找到了有巴士站和平地升降
機的樓房，因為我的父母年紀大，不用再
行七八級樓梯才到電梯大堂，感動。」
「我不是好眼光，亦都有彩數，可能

我認識美玲和她滿有
鴻福的朋友，我們開
始接觸更多，說到那
次求婚的經歷也是非
常戲劇性，那次朋友
搞飯局，我提議食飯
之餘可以唱唱歌，於
是提出送一套卡拉
OK。就在那個早
上，我突然間心血來

潮今晚一定有人要我和美玲合唱，於是
我請人去取回那隻早前訂下的鑽石戒
指，其實戒指也不知道會送誰，可能送
給女兒……當晚我揀選和她合唱《游龍
戲鳳》甜、甜、甜、乜你叫做鳳姐確係
甜……最後那句當今寶印在目前！立即
取出那隻戒指送上，登時美玲呆了，全
班Auntie起哄要她答應，哈哈，我騎劫
了整個Party，下半場全部關我事，我不
用找數，又有婚求，又求婚成功，現場
有很多好朋友見證，真開心！」
二人結婚可有什麼考慮？超哥表示，

「是的，我有孩子，有上有下，媽媽90
多歲，我沒想過再婚，太太癌症去世五
六年，不過太太和美玲的性情好接近，
都好好人緣。初時都有一些反對聲音，
因為家人不熟悉娛樂圈中人，美玲又少
說話，漸漸接觸多了，現在子女都沒有
問題，孫都好喜歡她，阿媽非常愛錫
她。實在我並非追星，又不懂做班主，
我只相信大家可以做另一半，這樣就由
她自己去決定。」
「超哥愛熱鬧我愛靜，這個使我的生活
層面廣闊了，我不是個好演員，喜怒不形
於色，現在我靈活了反應快了。有人說我
嫁了可以享福了，不用再為生活忙碌，其
實這是我的興趣，不是為兩餐的，特別在
疫情後，重新上舞台更感覺到最開心！」
美玲姐是鄧九組，丈夫怕太太太忙

嗎？「不會，忙是好事，她忙碌，我又
可以有自己的時間，找朋友打麻雀、打

枱波、打保齡，我勝在嘗好多！
我給美玲七八十分，因為她忙極
都會照顧身邊所有事情。她在我
心目中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多
謝她包容我！哈哈哈！」
超哥就像個可愛大男孩，美玲

姐在他身旁總是小鳥依人，人生到
此階段擁老本、老伴、老友，夫復
何求！恭喜何生何太百年好合永結
同心！

喜結良緣 歡天喜地
香港市民期待已久的全面通關，終於

在昨天正式開始。據報道，2月6日早上
往羅湖的頭班港鐵，就已接載了大量市
民，到達久違了的深圳河羅湖橋頭過關

往深圳。
港鐵作為往來深港的重要交通大動脈，近年服務卻有

每下愈況的退步感覺。在非繁忙時間，等一班屯馬線列
車需六七分鐘時間，如果不幸目送列車離站的話，對只
坐一兩個站的短程乘客，往往是等車比坐車要花的時間
更多；很難想像全港往返最多車站的鐵路幹線，班次服
務編排可以如此不合情理。東鐵線在落馬洲站未再重開
前，雖然已開通到金鐘的過海服務，但往往也要超過五
六分鐘才有一班列車。現在雖然宣稱短至4分鐘會有一
班往羅湖列車，但由於要遷就金鐘站台的設計，列車已
由12卡改為全用9卡，每一班車的運載力少了四分之
一。面對通關後的運力需求，恐怕如再不加密班次，根
本不可能應付。由推廣香港旅遊的角度而言，在最繁忙
的羅湖口岸，如果疏通不及入境旅客的人流，恐怕會經
常出現「迫爆」月台的情況，未免會令旅客怨聲載道，
影響對香港旅遊的良好印象。
政府於2月2日舉行「你好，香港！」（Hello Hong

Kong）啟動禮，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3月1日起將分
階段向全球各地旅客，送出約50萬張免費機票，歡迎
他們到訪香港，會先以疫情前旅客較多的東南亞市場為
主；方法是透過抽獎、買一送一或先到先得方式分階段
派送。期望旅客來港時，會多帶兩三位親友同行，而在
此連鎖效應下，預期可為香港帶來多達150萬以上入境
旅客，估計佔未來半年客流量逾一成。
做旅遊推廣，雖說機票是政府早於疫情時購買，成本

非常相宜，但始終也是數以億元計的公帑，因此要應用
得聰明。如果以能引發連鎖效應的方式派送，例如已購
來港機票的旅客可參加抽獎多獲一張，或買一送一，絕
對是一條好橋。因為旅客絕對會多邀請起碼一位親友來
港，對於餐飲零售樂園景點等行業，自然會加倍受惠。
以往，文公子協助台灣觀光局做公關時，大部分推

廣也鼓勵二人同行。而其中一條好橋，是在非假日
時，如果訂兩晚休閒農場住宿，會多送一晚。原本只
想在台灣3天兩夜的旅客，往往就會改為4天3夜，此
舉不僅有助提升休閒農場的非假日入住率，消費購物
餐飲亦自然會受惠。藉連鎖效應推廣旅遊，值得香港旅
遊當局參考。

通關推廣宜有連鎖效應

香港全面通關，全城
充滿動力，娛樂圈更馬
上熱鬧起來，紅館大

騷、商場騷浪接浪，外地藝人紛紛來
港會粉絲，娛樂圈一片興旺，藝人豬
籠入水，第一個目標大多是置業，最
近不少藝人都在談論大嶼山的小蠔
灣。小蠔灣位於東涌站和欣澳站之
間，原為港鐵車廠，現已落實發展成
為全新社區。
吸引一眾藝人心儀此區是因其30分
鐘生活圈，由新設的小蠔灣站去赤鱲
角機場、港珠澳大橋或西九龍高鐵
站，不過30分鐘，方便他們出埠或到
內地工作，省時方便，不怕塞車耽誤
行程。很多藝人喜歡搬到將軍澳去就
是取其近電視城，省回不少交通時
間，有更多時間休息。
有位喜歡遠足的年輕藝人已率先實
地視察環境，他大讚小蠔灣環境優
美，背靠大嶼山山脈，前臨南中國
海，遠眺大小磨刀島嶼，對岸是
屯門巿中心，背山面海，假日可
到附近郊野公園遠足，大澳、迪
士尼樂園和大佛近在咫尺，日拍
夜拍後可遠離市區靜靜宅在家休
息，他笑說，如想到市區去坐全
港最貴的車：港鐵便搞掂，不用
煩泊車。他說這麼審慎要及早做
好準備，因為賺的是辛苦血汗
錢，買磚頭一定要有長遠周詳的
計劃，既要適宜自住又可增值，

為未來做好打算，尤其藝人，事業起
伏多變，定要小心理財，所以他做足
功課，搜集了資料，知道區內有大型
商場、社區設施、海濱步道和學校，
他雖然未結婚，但已憧憬將親自送仔
女上學的畫面。
他講得實在太吸引，我也去走了一

圈，果然如他形容。其實早在大嶼山
愉景灣落成時，其寧靜環境、清新空
氣，已甚受一眾明星歡迎去聚居。
那次遠足後，這位年輕藝人為自己

定下置業大計，希望7年後能成為小
蠔灣首批業主。他問我，這個夢想會
不會太侈奢？學周星馳話齋：「做人
如果無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
呀？」他正在上位，受到公司力捧，
爆紅指日可待，鼓勵他努力，或許很
快已可上車，7年後樓換樓，便搬到
小蠔灣，實現夢想。但凡明星藝人來
跟我講理想、目標，定必鼓勵支持，
他們發力追夢，娛樂圈就更蓬勃！

藝人的「磚頭夢」

前幾天，有一個小朋友分享他
的一篇日記。第一眼看上去，感
覺都像一般普通沒特別的日記，

可是多讀幾遍後，卻發現在這真實的紀錄中，
能看到了他對生活的態度。
學會找快樂。從這位小朋友身上，領悟到我

們曾經丟失的東西。其實他寫的事情非常簡
單，就是周末和大人一起去公園，大人們在忙
着吃東西，看手機，可是他卻開啟了「尋找快
樂之旅」，讓他快樂的只是一些我們不放在眼
裏的東西：光滑像寶石的小石子，不一樣的樹
葉，甚至是打碎了的螺殼。這些東西，他卻樂
於去尋找，讓他感覺「很快樂」。是的，平時
哪會有心思去注意這些東西呢，我們看起來很
忙，忙着上班下班，忙着穿衣吃飯睡覺，好像

沒有額外的時間來發現一片樹葉了……像失去
了尋找快樂的能力。
說到生活，大部分人不管過得好還是不

好，心裏都會覺得有很大壓力，彷彿一停止
努力就會被生活拋棄一樣。認識的幾位創業中
的朋友，他們就是這樣，每次交談似乎都是顯
得過於着急，好像凡事都要出於某種目的，就
連聊天也是想着能夠獲取一些什麼成功秘訣，
而不會是白白浪費時間去閒聊，他們的時間似
乎被安排得滿滿，在我看來那真是失去了時
間，就像是一根琴弦，繃得太緊總會斷，時間
如果安排得太滿，其實也是失去了時間，生活
得有一些韌性，這些韌性從何而來？那就是
應該學會找快樂。
快樂真的是一種很神奇的能量。當心情愉悅

時，遇到什麼問題都能夠想得開並且找到妥善
的處理方式去解決，而當整天悶悶不樂，一點
雞毛蒜皮的事情也會讓我們爆炸起來。所以想
想，當失去了快樂，那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
情，快樂是生活的調料也是調節工作與生活的
潤滑劑，雖然我們應該做的事情確實很多，但
為了更高質，高效的完成事情以及過好我們的
生活，還是應該留出一些時間去尋找快樂。
這些快樂怎麼尋找？我們得向那位小朋友學

習，到大自然中汲取智慧，或把心靜下來看看最
平常的樹葉，最平常的日出日落，放鬆心情，快
樂自然而然的就會來臨。尤其是在創業中頂着巨
大壓力的朋友們，更應該合理安排工作與生
活，留出一些空餘時間去尋找快樂，如果你能
做到這一點，事業也一定會更加得心應手。

學會找快樂

飄雨的日子
近些天煙雨濛濛，朦朧中的小城

像是一幅被水墨暈染過的國畫。
河畔上的洋紫荊開得正鬧，一樹

樹紫紅色的花連成片。有人說，細
雨濛濛的天很美，撐一把古色古香
的油紙傘，在雨中輕盈漫步，詩意

滿滿。而我卻不想去沾染那份濕氣，雨天
我希望能宅在家，與家人一起追追劇，做
做美食，讓雨獨自在窗外飄。
今晨，一陣輕緩的音樂把我從睡夢中喚

醒，快速關掉鬧鈴，隨即翻身起床，我怕
慢了半拍又會睡了回去。輕輕地打開房門，
迷糊地朝廚房走去。「叭」打開廚房的燈，
亮得刺眼！閉上眼摸索前行，待適應後再慢
慢睜開眼睛。洗鍋、燒水、準備早餐。「咕
嚕嚕……」早餐在鍋裏煮着，在等待的空檔
來到陽台感受一下氣溫。此時天還未亮，對
面菜田卻有忙碌的身影，菜農們頭戴礦燈採
摘着蔬菜。田間晃動的燈光像一隻隻飛舞的
螢火蟲。偶爾傳來幾聲公雞的打鳴聲，此一
聲彼一聲的。這個看似寧靜卻又熱鬧的清
晨。早餐端上桌後進房間叫先生起床。「下
雨了，多穿點衣服。」先生像聽話的孩子，
起床、穿衣、洗漱、吃飯，雖然睡眼惺忪卻
也不敢怠慢。
一個藥盒、一個保溫杯、一把雨傘、一個
背包，這就是先生的行囊。我是先生的御用
車伕，他每周3次的出行都由我親自送去車
站。若時間寬裕時，我們悠悠而行。空曠的
路上行人無幾。那時，路是我們的，晨風是
我們的，沿途的風景也是我們的。我們看山
說山、看水說水，一路閒聊。到了車站門
口，他下車，我回家，偶爾會各自回頭目送
一下對方。從家到車站的那一段路，我們走
過了一季又一季。春天雨水纏綿，冬天寒風
刺骨，唯有夏、秋兩季最為舒適，有溫柔的
晨曦及習習的涼風。
這個雨天，我和往常一樣為先生做好早

餐，送他去車站，回來時順道接山泉水和

買好一天的菜。掐好點為兒子做早餐，待
兒子上班後，家裏就剩下我一個人。一個
人的時光是閒散的，我或是打掃下衞生，
或是包些餃子存放冰箱，又或者啥也不
做，窩在沙發上看手機。好多時候也會呆
在陽台，給花兒澆澆水，拍拍照，修修剪
剪，或者坐在搖椅上，靜靜地看花兒在風
中搖擺的樣子，欣賞那一抹抹令人愉悅的
色彩。休假的日子平常簡單，卻也自由歡
暢。雨天是安靜的，彷彿只有雨的聲音。
這樣的獨處時光很適合回憶。我翻閱自己
近幾年的小日記，透過一張張照片，一行
行小字，回憶起往日的點點滴滴。
2020年1月27日︰新聞網頁不斷刷新飆

升的疫情數據，並呼籲全民宅家抗疫。先
生看着新聞隨之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
「唉……我也好想宅家！」這嘆息聲裏滿
含着心酸與無奈。在我們身邊一群特殊的
人群——尿毒症患者，他們的求生之路非
常艱辛，需要靠每周3次的規律透析來維
持生命。我家先生是其中一位，他已頑強
地和病痛抗爭了20多年。疫情氾濫時，他
也成了不得已的逆行者。
2020年4月11日︰今天和兒子在家煮扁

肉吃，吃了兩個感覺味道不錯，於是把我
的那份留給了先生，自己重煮一碗麵。先
生的電話如期而至，往常這通電話是讓我
去車站接他的。可這次聽到卻是他住院的
消息。雖然這20多年間住院已成家常便
飯，可每次聽到「住院」兩字心情便瞬間
跌入谷底。先生說做透析時心臟出現房
顫，為安全起見，醫生建議住院觀察。突
然間，我感覺自己的心臟也不好了。收拾
好先生的日常用品便急匆匆往車站趕。途
中看見先生平日裏乘坐的那路車正緩緩歸
來，可車上卻沒有我等的那個人……
2020年4月14日︰今日休假，起了個早

去醫院看望先生。疫情期間，不能隨便進出
醫院，每個入口都層層把關。量體溫、登

記、看陪護證。先生這次住院不用打針吃
藥，只是定時量血壓，測心率。新冠病毒
像幽靈般四處遊蕩，先生覺得在外面多呆
一刻都不安全，他催促我回家並執意要送我
去坐車。到了公交站點後先生說︰「你在這
等車，我去藥店買藥。」「我陪你去！」
「一會兒車過了。」「過了就等下一趟。」我
不想他返回時看到站台上空空的。我們走上天
橋，看到前兩年求醫時租住過的房子，便聊起
了那段時光。東西買好後先生想陪我等車，
而我卻想看着他回醫院。天空似乎看懂了我
的心情，正醞釀着一場雨。「要下雨了，趕
緊回吧！公交車很快就來了。」看着他孤單
的背影漸漸遠去，想着他所經歷的苦難，心
一陣一陣地疼。到拐彎處時他回頭看了下
我，那一刻我的眼眶濕潤了。一生中有許多
無奈的離別，有時離別是為了更好的相聚。
2020年12月20日，午飯時先生笑瞇瞇地
對我說：「飯和湯煲好了，我站在陽台盯着
路口，看到你的身影後我立馬開火炒菜，你
一回來便可開飯！」他頓了頓接着說：「前
天晚上，我還打開可視門禁等你下班，結果
等來一位老阿婆。看她開了幾次門都沒成
功，於是我幫她開了，哈哈……」這個冬天
很冷，但我的世界卻已春暖花開。
翻閱往昔，有歡笑，也有淚水。這一天，

我在家悠閒自在，而先生不僅要在來回的車
上顛簸3個小時左右，還要躺在病床上做4個
小時的血液透析，午餐只能躺着啃饅頭充
飢……盼歸的人在窗前徘徊，灶上那鍋湯依
舊滾燙，唯願那熱乎的食物能抵禦人生裏的
雨雪風霜。這些年，我的鬧鐘在每個周二、
周四、周六的凌晨5時28分準時響起。我們
一如既往，各就各位，各盡其職，周而復
始。這樣的日子雖然單調，卻也因愛的牽絆
而溫暖，因煙火的熱度而豐盈。「閒時與你
立黃昏，灶前笑問粥可溫。」我覺得這應該是
愛情最美的模樣了。雨還在窗外無休無止地下
着，不管風雨再大也阻擋不了回家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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