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6
責任編輯：黃 璇 美術編輯：陳汗誠 2021年8月2日 星期一書海漫遊副刊

以 「內外兼修」 、 「身心並治」
的佛醫，近年成為佛教界與醫學界共
同的關注熱點。由楊曾文倡議，樓宇
烈題箋，忠明法師、范觀瀾主編的
《中國佛教醫者傳》一書，於2021年
4月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發行。該
書主編之一中國宗教學會理事、南京
理工大學泰州科技學院范觀瀾教授對
大公報記者表示，主編這部著作 「是
生活對我的饋贈」 ，他從編撰的佛教
醫者身上得到的鼓舞和汲取濟世愛民
惠生的經驗，成為其生命的滋養。

探知18位當代廚界先行者的料理哲學

美

食

之

旅

大公報記者 陳旻

1987年，海峽兩岸在冰封近40年
後，終於開放探親。9月，剛從揚州地區
黨校幹部培訓班畢業的范觀瀾，奉命從
泰州市人民醫院辦公室副主任調至該市
台辦，擔任泰州市首任台灣同胞接待站
長，3年間，他接待了來泰州尋親探訪與
觀光旅遊的台胞約近千人次。

1988年4月16日，台北善導寺住持
了中法師，相隔40年後的第一次回鄉探
親，便是范觀瀾全程接待。因為與台灣
高僧的交流，此後20餘年，范觀瀾對佛
教文化有所研究。

2018年9月，范觀瀾與釋忠明法師
在江蘇常熟重逢，他倆結伴去看望中國
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著名教授楊
曾文。

佛醫講求「身心並治」
「藥師佛文化和佛醫文化依然是我

們共同熱衷的話題」 ，范觀瀾憶述。

「楊曾文老人家突然指着我說： 『觀
瀾，你不是學醫的嘛，你還當過醫院院
長，這事你應該幹啊！」 「我問 『什麼
事？』 」 范觀瀾說，原來老人家與忠明
法師在廈門商量定下了要做中國佛教名
醫文化的課題， 「哪知此次相聚，竟將
此重任落實於我。」 「 『就這樣吧，觀
瀾你牽頭，與忠明法師共同合作，把這
個事做起來』 。」

范觀瀾憨厚地笑着， 「就這樣，老
人家將此任務交代了給我們，並且提出
完成的時間，就課題又作了具體要
求。」 此後3年，范觀瀾全身心投入其
中，在兩岸眾多名僧佛醫以及諸多學者
的支持下，完成了此書的編纂。

佛醫講求 「內外兼修」 、 「身心並
治」 ，以治心為內在目標，以治身為外
在目標。佛醫理論的精髓為病由心生，
病從心滅。 「佛教普度眾生的偉大情
懷，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醫學手段和方

法來實現。」 對此，范觀瀾有切身體
會。

范觀瀾向大公報記者展開一幅書法
卷，上書 「身病易治，心疾難療。二者
兼治，則為神醫。」 「這是台灣高僧廣
元法師的贈與。」 回憶起自己在生命垂
危之時因為受到這幅書法作品而境隨心
轉的神奇遭遇，范觀瀾感慨不已。

1988年，上海市甲型肝炎流行，計
有29萬人患病。1990年，在泰州醫院任
副院長的范觀瀾在杭州公幹時，吃了被
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後病發，卻因誤診
耽誤加重了病情，確診後又出現藥物性
大出血被搶救，一度生命垂危。

「我祖父42歲去世，我父親也在42
歲那年病故，我當時已接近40歲」 ，極
度悲觀的范觀瀾已經不吃不喝，等待生
命的終結。這時，妻子將剛收到的台灣
寄來的法師書法託人捎進重症病房。打
開卷軸，是台灣高僧廣元法師的書法，

短短的16個
字將范觀瀾心中的
鬱積一掃而光： 「身病易治，心
疾難療。二者兼治，則為神醫。」

范觀瀾一遍遍覆述着，這16個字猶
如一束光治愈了他的心疾，使他前所未
有地感受到力量。

視傳承責無旁貸
泰州被佛教界譽為 「名僧的搖

籃」 ，歷史上高僧輩出。近現代出現了
玉成、守培、常惺、智光、南亭、藹
亭、東初等一大批頗具影響的名僧。
「願意擔當《中國佛教醫者傳》一書的
編撰，還因為受教於台灣佛醫成一長
老。」 范觀瀾把和台灣成一長老20餘年
的情誼，視作其極為重要的人生財富。

1988年秋，祖籍江蘇泰州的台灣高
僧成一法師回到闊別40年的祖庭泰州光
孝寺，擔任接待的范觀瀾便與長老結

緣。從1988
年後起初幾年間，成一法師

為了完成其先師公南亭老和尚的遺願，
修復光孝寺祖庭，幾乎每年回大陸，每
次都由范觀瀾陪同並幫助安排其在大陸
的行程。范觀瀾與成一長老成為忘年
交，為長老記錄立傳出版，並陪伴長老
的最後歲月。

「成一法師不但是一位宗教界德高
望重的領袖，同時他又是一位學養淵博
的中醫師，早年受過正規的高等醫學教
育，是醫藥界難得的一位學人領袖。」
范觀瀾感慨道，成一長老終身為人義
診，他從不自誇醫術高明，但卻度人救
人 「活人無數」 。

「從成一長老的身上，我看到了佛
醫身病與心疾兼治的獨特價值，更覺得
自己應擔當起編撰佛醫書籍、傳承與弘
揚佛醫文化的重任。」

食物真味，亦是人生百味。10年
間，謝嫣薇足跡遍及法、意、俄、日、
中，訪問近百位名廚名師，從法餐、意
餐、日本料理談到中菜美味；從新派料
理講到實驗性菜品，再到回歸自然的蔬
菜酒之道。專訪當日，她告訴大公報記
者： 「書中是我過往專訪的集結，一共
有18篇與當代廚界先行者的訪談，之所
以選擇他們的故事，因為他們不僅僅可
以做出美味的食物，更重要的是他們的
料理哲學和思想，可以改變世人對烹飪
的看法，重塑美食世界。」

吃掉家裏的「半壁江山」
謝嫣薇走上尋味美食之旅，她認為

自己的原生家庭就是一個熱愛美食之
家， 「家人對於美食的熱愛令我們吃掉
了家裏的 『半壁江山』 。」 謝嫣薇笑
稱，不過，她的家鄉馬來西亞的一部分
廚師尚停留在以烹飪謀生的階段，而常
年的香港經歷，為她開啟了美食之窗。

2011年在香港四季酒店Caprice法
國餐廳的一次採訪經歷，令她萌生做專
業飲食作者的想法： 「時任主廚
Thierry Vincent講解耐心，可我卻聽不
明白當中的廚房專業名詞。雖然我也可
以請他在採訪本上寫下這些詞彙，但我
的無知彷彿在羞辱他們幾經磨練才取得
的成就。那個時候，我就下定決心不可
以重蹈覆轍，我要做一個專業的飲食作
者。」

隨後，謝嫣薇買書自學豐富詞彙，
再與廚師對談時，對方感到她亦懂行，
樂意分享更多，甚至因為如此良好的互
動，慢慢建立了彼此的友情。 「法國醬
汁之神」 Yannick Alléno等人，皆對她
提出的訪問問題產生共鳴，認為既深入
又敏銳。

她最大的訪談感受是， 「我會去閱
讀大量被訪者的資料和書籍，選擇最能
打動我的地方去設計發問問題。」 談及
最讓她有感觸的一餐來自俄羅斯雙胞胎
兄弟Ivan和Sergey Berezutsky開辦的
餐廳， 「他們以蔬菜釀酒的理念十分有
前瞻性，如同站在未來的街頭等待今日
的食客。聽他們天馬行空地發掘更多蔬
菜的潛能，我感到內心澎湃。」

書中詳細講述了兩兄弟製作南瓜
酒，以及在自家製的密封櫃裏培植菇
菌，旁邊設計的空氣噴霧，噴出的是蟹
殼熬製的高湯蒸汽；另一道菜是 「陽光
與時間」 ，一些創意加自然之力，也着
實奇妙。謝嫣薇於書中的文字輕鬆耐
讀，且賦予了美食恰到好處的解讀。

品了太多美味，謝嫣薇亦有品不懂
之時，台灣的陳嵐舒就曾給予她如此

感受， 「她的菜融合本地的地道食材，
令法國料理在地化，縱使當地食材不夠
完美，也盡量使用，頗給人啟發。」 譬
如肥鵝肝配菜脯油、花生醬汁配台灣白
蘆荀， 「驚喜又合情合理，故而讓人追
着吃、還想再吃，但搞不懂為什麼。」

寫一眾廚師的成長經歷
香港人識飲愛食，書中亦不乏本地

故事，所記載大班樓即是其中一例，
「我寫了大班樓創辦人之一葉一南的故
事，其創業經歷足以啟發如今的年輕
一代，那便是堅持自己的路，
敢於突破傳統菜式框

架。」 謝嫣薇曾在專訪日本料理廚師小
山裕久時聽到 「中菜是通過控制油膩控
制味道，她認為大班樓正是體現了這一
點，摒棄了傳統中菜館的那鍋上湯，而
是通過煉製不同的油去入饌。

他人寫美食，往往會聚焦於美食本
身。書中，謝嫣薇還寫一眾廚師的成長
經歷，剖析他們如何從生活獲取創意靈
感，甚至還呈現他們充滿哲學思辨的一
面，譬如在《多重感官餐飲體驗先鋒
Heston Blumenthal》一節，Heston
Blumenthal如此解讀生死： 「我們體會
的失去讓我們悲傷，那是因為我們意識
尚未開發到另一個層面去體會這件
事。」 ──這也是謝嫣薇想讓讀者從閱
讀該書時獲得的收穫， 「我希望讀者閱
讀後不止是看了想吃，而是令他們的想
法和視野都能得到啟發。」

（部分圖片為書中插圖）

《中國佛教醫者傳》出版

▲2005年，范觀瀾（左）陪
同回大陸的台灣成一長老
在鎮江焦山定慧寺留影。

受訪者供圖

▲范觀瀾向大公報記者展示廣元法師的書法贈言。 大公報記者陳旻攝

該書共30萬字，搜集佛醫達868位，在時間上，含括東漢至2019年約
二千年的佛醫。在空間上，以漢傳佛教流傳或主要影響地域為中心，凡在
漢傳佛教流傳地域的佛醫以及來漢地傳播佛法且通曉醫術或參與翻譯涉及
醫藥內容佛典的佛醫均在編撰之列。在編目上，按朝代前後次序，分為八
章節，即東漢三國佛醫、兩晉南北朝佛醫、隋唐五代佛醫、兩宋佛醫、遼
金元佛醫、明清佛醫、近代以來佛醫等，每個時期之下又分為 「出家涉醫
僧者」 和 「居家涉佛醫者」 兩大類；並在最後附 「時期不詳佛醫」 一

章。在題材上， 「醫者傳」 包括人名、生卒、籍貫、時代、生平、
佛學成就、醫學貢獻等七部分基本信息。

《中國佛教醫者傳》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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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忠明、范觀瀾
主編《中國佛教醫
者傳》，宗教文化
出版社。

▲謝嫣薇這10年間訪問過逾百位大廚和餐飲
人。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俄羅斯雙胞胎兄弟自家製密封櫃
的培植菇菌。

▲陳嵐舒湯煮肥鵝肝配搭菜脯油。

▲謝嫣薇著《改變世界的味
道》，三聯書店（香港）。

如何成為一個好的飲食作者？有的人注重色香味
的解讀，有的人擅於分析大廚的手藝技法……相比
之下，謝嫣薇則注重向讀者分享各路 「廚神」
的概念和思維。她於今年出版新書《改變
世界的味道》，捕捉可以引領時
尚，拓展食客視野的味道。

大公報記者 劉毅

▲香港大班樓匿藏在中環九如坊
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