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尋找生命中的四葉草

傳說每一至十萬株三葉草中，才
能發現一株四葉草；亦有研究透過觀
察500萬株三葉草，發現四葉的實際
出現頻率接近五千比一。不論是傳說
還是科學觀察，都在說明四葉草是十
分稀有，因此有種說法是找到了四葉
草，就找到了幸運。

《尋找四葉草》（香港中文大學
出版社，二○二二年四月）用十七個
罕見病友的生命故事，帶我們走進一
個特殊的世界：患者分別罹患重症肌

無力症、黏多醣症、多發性骨骺發育
不良及脊髓小腦萎縮症、Alstrom綜
合症、平滑肌肉瘤、肌中央軸空病等
罕見病，正因為人數不多，要取得政
府、社會的資源和支持，時常會遇到
困難，再加上並非所有罕見病都有治
療方法，而且往往治療罕見病需要高
昂的費用，所以，讓公眾更深入地了
解和理解罕見病群體，讓更多的人樂
意對罕見病患者伸出援手，正是這本
散文集出版的初衷和目的。

香港中文大學罕見病群體學生義
工服務隊招募十七組合共六十八位來
自醫學院或社會科學院的學生，為每
組配對一位罕見病患者，透過最少三
次、每次約三小時的深度訪談，為病
友撰寫一本自傳式生命故事集。

以青澀文筆寫出生命強大
在《尋找四葉草》這本書中，我

看到了一個又一個溫暖感人的故事，
那些罹患罕見病的人，有的活潑開
朗，有的沉穩內斂，但他們都無一例
外擁有堅強與韌性，那種生命與生俱
來的強大。我最感慨的是其中一個故
事，一名患有平滑肌腫瘤的女孩，她
曾因為這種罕見病而打算放棄生命，
在確診過程中，醫生和護工一個不經
意的微笑打動了她，讓她勇敢地面對
病魔，最終她考取了教師資格，堅強
地站在講台上，成為一名優秀的中學
教師。雖然她依然不時受到疾病困
擾，但她的一句話猶如火炬一樣，燭

照所有讀者的心： 「即便我明天就離
開這個世界，今天也依然要微笑着發
熱發光！」 這是何等的樂觀與豪邁！

書中每個故事在寫作手法上固然
還有很多不足之處，畢竟，它們不是
專業作家之手，而是一個個大學生義
工，將與病患者交流、深度訪談的所
見所聞，一點一滴地記錄下來，然後
再聚集成冊。作者們希望讀者藉着書
中每一個病患者的故事，能設身處地
了解他們的需求，並透過相關的科普
文章，了解罕見病背後的病理，加深
對罕見病的認識，提升對罕見病議題
的關注。從而令當局日後擬定醫療政
策時，能更細緻地關注罕見病群體的
需求。

但是作者們青澀的文筆也不妨礙
我們在閱讀時，收穫感動，收穫精神
上的鼓舞。在這個世界上，如果我們
每個人，都能用愛心關注弱勢群體，
激發他們找到生命中的四葉草，這個
世界該是多麼的溫暖。

四葉草是車軸草族植物的稀有變種，傳說每一至十萬株三葉草

中才有一株四葉草，極難發現，因此又稱為幸運草。《尋找四葉草

──十七位罕見病友的生命故事》是數十名香港中大學學生義工，

透過探訪和深度訪談，為十七名罕見病患者撰寫的一本自傳式生命

故事集，希望幫助大眾認識罕見病患者，理解他們的生命，聚焦其

生命正面之處，讓更多的人樂意對罕見病患者伸出援手。

▲《尋找四葉草》是中大學生義工為
十七名罕見病患者撰寫一本自傳式生
命故事集，希望幫助大眾認識、理解
罕見病患者，讓更多的人樂意對罕見
病患者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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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大師不為人知的世界

《我和父親季羨林》（和平
圖書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五
月），是季羨林的兒子季承著作
的散文集。書中， 「國學大師」
的背影是模糊的，父親的形象是
深刻的──浮華退卻，大師不為
人知的世界，一一展現在讀者面
前：痛苦無奈的包辦婚姻，美好
纏綿的德國戀人，戰火中漂泊的
留學生活，艱難迷惘的中年歲
月，撲朔迷離的父子恩怨，匪夷
所思的文物失竊，故事繁多的北
大學府，和巴利文的一世情
緣……可謂此書一出，大師生前
身後已無事。

正如季承所言：我一直不認
識你們所說的 「國學大師季羨
林」 ，我只知道，在熱熱鬧鬧的
學術追捧中，父親的內心是冷
的，是寂寞的，但是他表現得卻
是淡定從容。畢竟，經過了，也
就尋常了。

這本散文集，最打動我的，
也正是一個不加粉飾的 「季羨
林」 。是二十多年前，我在內地
的一家報紙做副刊編輯，編發了
很多作家寫季羨林的文章，有的
寫拜訪季羨林的經歷，有的寫與
季羨林的忘年之交，還有的寫約

季羨林寫稿件的相處點滴。當
時，我有一些疑惑：那些文字中
的季羨林，究竟有多少成分是因
為寫作者的 「學術景仰」 和膜
拜，而產生的觀察錯位？所以，
季承筆下的季羨林，是一個煙火
氣之中的父親，是一個孤獨、寂
寞甚至有些壓抑、吝嗇的文人。
但同時，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真
實的人的形象，絲毫不影響他在
人們心中的 「大師」 地位。我認
為，也正是因為有了《我和父親
季羨林》這本書，才使得我們能
走近大師，走近真實的生活。

我尤其喜歡書中《父親的家
庭情結》的文字： 「父親在德國
的十多年裏，孤身一人，思鄉之
情十分嚴重，特別是在他結束學
業不能回國的時候，尤其如此。
每逢過年過節，他的思鄉之情劇
烈湧動，除了要寫點什麼，不免
要大哭一場。」

在季羨林生前，很多媒體採
訪他時，都會請季羨林講一講德
國的留學經歷。但在見諸報端的
文字之中，季老從沒有過 「大哭
一場」 這類的表述。對比起來
看，我愈發地欽佩季羨林先生內
斂的個性。

筆者不禁想起一位重要人物
曾五次看望季羨林，他曾說：
「您最大的特點就是一生筆耕不
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寫
的作品，如行雲流水，敘事真
實，傳承精神，非常耐讀。」
「您寫的幾本書，不僅是個人一
生的寫照，也是近百年來中國知
識分子歷程的反映。」 「您一生
坎坷，敢說真話，直抒己見，這
是值得人們學習的。」

我想，《我和父親季羨林》
這本書，會讓我們更加理解這些
評價，是多麼的貼切。

溫良力量建設美好香江

從現實角度了解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一直是經濟學家和
政治學家思考的焦點。作為一種
生產經營組織，國有企業的形式
同時具有營利法人和公益法人的
特點：其營利性體現為追求國有
資產的保值和增值；其公益性體
現為國有企業的設立通常是為了
實現國家調節經濟的目標，起着
調和國民經濟各個方面發展的作
用。

當下，香港青少年要深入了
解國情，國有企業是一個非常重
要的部分。然而除了經濟類的書
目通過數據分析、分類比較等方
式進行普及之外，有沒有帶着溫
度的描述可以讓香港青少年更加
直觀地感同身受？我推薦內地作
家曲靜的散文集《大廠流年》
（時代文藝出版社，二○一四年
十月），她筆下的 「大廠」 ，就
正是中國國有企業的典型代表：
一方面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作出了
犧牲，另一方面為市場經濟的深
化開闢了道路；一方面為舊有的
產業工人帶來了就業的衝擊甚至
是痛楚，另一方面為新技術、新
的工作方式、新的人文精神提供

了歷史機遇。
《大廠流年》講述了二十世

紀中葉，中國東北的黑土地上，
一個生產軍工物資的大型工廠。
在這所工廠裏，猶如一個功能齊
全的小型社會──除了從事生產
的車間，幼兒園、學校、公安保
衛部門等等，應有盡有。那座
「大廠」 ，是作者長大的地方。

作為大廠的家屬，她從小親眼目
睹了國有企業的巨大優勢──時
常上演豐富節目、定期播放電影
的工人文化宮，精心鋪就的高質
量足球場，物美價廉的職工食
堂，還有看病免費的職工醫院。

對於政府而言， 「大廠」 意
味着稅收，工業的大面積發展，
大型項目的落地，日夜不停的生
產，穿入雲端的塔吊和煙囱，還
有一輛輛運輸專列。這背後，是
國家發展的無限生機。透過這些
文字，我們很自然地會思索：新
中國成立之後，一路發展，在特
定的歷史階段，有着舉國辦大事
的巨大制度優勢，這是國有企業
的實用性和優越性的具體體現。

《大廠流年》用細膩的筆觸

描寫了身為工人的父親，因為有
幸進入大廠工作，給全家人帶來
的幸福生活。這些溫馨的敘述，
也為香港讀者了解和理解內地人
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模式打開了一
扇窗。《大廠流年》中也寫到了
國有企業的改革之下的陣痛和轉
型，以及帶給身處其中的人們生
活的巨大影響，這是內地國有企
業發展的縮影。進入新時代，國
有企業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
路上承擔着更加重大的責任，希
望我們可以從這本書中得到更多
的思索。

再過幾天，就是二十四節氣的小寒了。這也
是二○二三年迎來的第一個傳統節氣。中國古代
將小寒分為三候： 「一候雁北鄉，二候鵲始巢，
三候雉始鴝」 。古人認為候鳥中大雁是順着陽氣
而遷移，一候時北方陽氣已動，所以大雁開始向
北遷移；二候時，北方到處可見到喜鵲，並且感
覺到陽氣而開始築巢；第三候 「雉鴝」 的 「鴝」
是鳴叫的意思，雉在接近四九時會感陽氣的生長
而鳴叫。

我始終感到，中華傳統文化之中，處處皆詩
意。對於一個節氣的描述，都如此生動。

案頭上的《風吹草木動》（北京大學出版
社，二○一八年九月）讓我看到了更加詩意的小
寒。作者莫非用玉蘭樹 「敲開」 了
小寒之門： 「小寒遇到玉蘭，就像
你遇見不早不晚的那個人，未蔔先
知，花開未開。冬芽雖小，不憂不
懼。經過隱忍的一冬，滿樹的冬芽
就是滿枝的杯盞。」

作者對玉蘭的冬芽以及其脫落
的鱗片，進行了特寫。那些圖片，
讓人透過冬芽的暖意，看到了大自
然在小寒這個節氣背後的勃勃生
機。值得關注的是，圖片的選取，
並非科普式的，而是用了藝術的光
暈進行了簡易的處理，既不失真，
又提高了藝術美感，這就使得人們

對節氣的認知，上升到美學層面。
在玉蘭樹之後，作者引領讀者來到 「酸漿」

的世界。他親切地稱酸漿為 「冬天的紅姑娘」 ：
「酸漿的果實散落在小樹林裏，經過雨水的洗練
和雪的母語，不是攝影師遇見她們，而是她們借
着光看見一個人的茫然和耐心。」

我很喜歡這本書中，作者詩意的語言，即便
是科普的文字，也處處洋溢着詩情畫意，比如寫
到酸漿的用途： 「酸漿有野生，也有栽培，可生
食做果醬，可藥用。小小酸漿，於平常之中生出
不凡之處，救人所困，醫人所病，於是念念不
忘，每每遇見。」 一絲詩意，一份哲思，為閱讀
體驗增添了空靈的元素。

《風吹草木動》對小寒的描
寫，還拓展到了中華大地的南北
比較，有天目瓊花的漿果，麥冬
的返青，有泡桐的冬蕾、臭椿的
翅果，有雪柳冬日的收成，也有
白蠟樹越冬的果實，中華大地，
由北向南，我們透過一幁幁圖
片，看到的是地大物博的千姿百
態，一種由衷的自豪感油然而
生。

《風吹草木動》全書圖文並
茂地介紹了二十四節氣，而且每
個節氣都配了現代詩，解讀了節
氣本身的文化內蘊。

草木讓小寒增添詩意
荃灣社區青年 李梓軒 香港華菁會成員 童丏智

柴灣社區青年 關曉亮 立法會議員 嚴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香江自在》（知識出版社，二○二二年十
二月）是香港青年作家趙陽繼《香江記趣》《香
江四季》之後，創作的第三本以 「香港生活」 為
題材的散文集。這個在香港工作生活已逾七載的
年輕人，又一次將他對香港社會發展變化的觀
察、城市人文精神的體悟，以及對生活的思考與
生命的熱愛，訴諸筆端、結集成冊，這既為香港
文學創作帶來豐富的色彩、年輕的活力，也讓更
多的香港青年可以從同齡人的文學作品中找到共
同的奮鬥經歷、熟悉的城市記憶。

關注城市發展熱點問題
《香江自在》收錄了趙陽創作於二○二二年

的七十篇散文，不論是題材、內容還是敘事方
式，都令人強烈感受到細膩的文筆所傳遞的溫良
的力量：疫境之下，旺角路邊的
小乞丐激發了作者深深的憐憫，
他不但道出了這個城市底層人物
不幸遭遇背後的坎坷人生，更對
人性的種種進行了含蓄而深刻的
反思，發人深省；般咸道上的無
花果樹、德輔道上的滄海桑田，
他不但敏銳地捕捉、有心地牢
記，更對背後的人文精神和城市
溫度進行了生動展現，並藉此道
出 「香港明天會更好」 的熱切期
待，自然溫和、耐人尋味。

城市裏的人和事，在他的筆
下，立體、生動，個個眉清目

秀、又充滿善良的溫情，這些文字，是對大家在
時代滾滾向前的發展洪流中，務實打拚、攜手前
行的見證和記錄。這背後，體現了一個作家悲天
憫人的良心和情懷，難能可貴。

此外，《香江自在》對城市發展、時代變遷
中的熱點問題，進行了人文層面的思考，比如
《追》《求婚記》《戒指與雞髀》等關注了新世
代婚戀的新觀念，比如《團購記》等關注了香港
社會 「數字生活」 方面的不足，從這些文字當
中，可以看到作者對香港的愛那麼深沉、懇切，
這可以看成是推動社會不斷進步的另一種 「溫良
的力量」 。香港的發展，建設美好的香江，不正
是應該多一些這樣的真性情嗎？

我始終相信，優秀的文藝作品，一定要有時
代、有家國，一定要見天地、見眾生。從這個意

義上來說，《香江自在》同《香
江記趣》《香江四季》共同形成
的 「香江系列」 散文集，正是講
好新時代香港故事的優秀代表，
能興觀群怨，療治世道人心。趙
陽用手中之筆，以真善美賦予這
座城市活力與希望。我認為，這
是一個熱愛香港、融入香港的年
輕人，為推動人心回歸、再造香
港精神所做的努力和貢獻。

希望香港的每一名年輕人，
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為這座城
市的美好未來，貢獻閃耀着人性
底蘊和光輝的溫良的力量。

黃大仙社區青年 張嘉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