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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宜發余宜發

醫者父母心
上星期說到我的皮膚在冬季的時候經常非
常痕癢，總覺得自己好像身體出現問題，而
且我已經是一個懂得少少保養皮膚的人，當
洗澡後也會全身塗上潤膚液，但原來都沒有

特別改善，甚至我對沐浴露的要求也高起來，因為怕用
錯某些品牌的沐浴露，令到身體的皮膚變得敏感又搔癢
起來，所以大大話話我的浴室裏面，也有十種八種不同
品牌的沐浴露，原因是我要嘗試哪一種才不會出現皮膚
痕癢，但還是解決不到我這個問題。
這種情況最近仍然存在。之後我便記起在兩個月前，
曾經在電台節目邀請過林永和醫生接受訪問，可能讀者
也覺得這個名字很熟悉，沒錯，在疫情期間，他經常出
來跟大家解釋打疫苗的好處及教導大家如何保持個人衞
生免被感染疫情。
當時我邀請他跟聽眾分享是三高的問題，而且分開3個
星期，重點逐一分析如何面對及治療。當時他也跟我
說：「如果你有任何身體上的問題，也可以隨時留言給
我。」我就記着這句說話，所以我痕癢這個問題，前兩
天便詢問他。而他便告訴我到藥房買某個牌子的敏感藥
嘗試吃一下，看看有沒有好轉。我當然非常聽話，而且
吃了兩天，感覺真的好了很多。
但其實我希望盡量不要吃太多藥物，害怕會有副作
用。所以之後也沒有再吃，但情況過了兩三天之後又再
出現，導致我又再吃了一次，身體狀況又好起來。於是
我又再麻煩林永和醫生，問他：「其實是不是如果我不
再吃這種藥，身體痕癢又再出來。」他真的醫者父母
心，非常細心跟我分析，我把他留言給我的文字在這裏
跟你們分享，我也得到他的同意在這裏寫出來。他說：
「可以每天服一次，兩個星期才停。因為情況就好像有
賊來呢一區做世界，每次他出來打劫先至派人去拘捕
他，結果他還會再來。但你每天也派警員在這裏巡邏，
兩個星期之後，個賊人就知道這個區不好下手，以後也
不來了。」
我覺得他分析得非常清楚。你想想，其實他不是我的
家庭醫生，只是以一個朋友角度去回答我這個問題，所
以非常感謝林永和醫生對我的好。在往後日子，我會把
他提醒讀者三高問題的重點給你們分享，記得留意喔。

《城中之城》
近期幾個本地電視台
都在黃金時段播國劇，
但我對央視的《城中之

城》卻情有獨鍾。
《城中之城》演員陣容包括白宇
帆（見圖）、于和偉、夏夢、隆
妮、王驍、馮嘉怡，還有楊子姍、
王勁松、陳瑾、涂松岩、章申等特
邀主演的現實主義題材劇。故事根
據魯迅文學獎得主滕肖瀾同名小說
改編，講述了分別以陶無忌（白宇
帆飾）和趙輝（于和偉飾）為代
表，經歷了金融業界的風雲變幻，
在事業、家庭、愛情等多方壓力的
取捨抉擇中追尋職業初心的故事。
于和偉好戲，相信沒有人會有異
議，這次他不演歷史人物，轉演一個
兢兢業業、殫精竭
慮、不圖名不圖利，
只為對得起自己職責
的銀行家。不過天意
弄人，他不單遭逢愛
妻早逝，又遇到最賞
識自己的上司戴行意
外死去，接着是女兒
被證實要花200萬美

元去醫眼疾，當然還有銀行空降了行
長，打壓了他升職的機會，面對種種
困難，故事就訴說他如何逆境求生。
劇中他與隆妮（貌似于的愛妻）有不
少對手戲，雙方「演」出感情。
宣傳這套劇時，給人印象男一是
白宇帆，當然他與于和偉在不同年
齡背景的角色下，沒有相爭，反是
互補。白宇帆無論在樣貌或是演戲
方法，都有點像張譯，他和夏夢演
一對小情侶，演活了當下上海年輕
人勤奮打拚，向上游的心態。
白宇帆，中國內地影視男演員，畢
業於南京藝術學院。2021年，他憑藉
主演電視劇《山海情》冒出頭，該劇
獲提名第13屆澳門國際電視節「最
佳男配角」、第32屆華鼎獎「中國

百強電視劇最佳新銳演員」
等獎項。
《城中之城》劇情描述內

地銀行業界的人和事，能安
排在CCTV 1播出，劇中提
到的銀行、信託公司等營運
單位的情況，相信內容真實
性高，觀眾可以一半作娛
樂，一半也在增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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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將到，有些
人會給母親買禮物，
我提議送一個乳房和

婦科檢查給母親。
母親的子宮是孕育我們的堡壘，
令我們在裏面由兩粒小細胞成長成
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和母親血脈相
通有溫暖和愛。
母親的乳房哺育了我們，試想想
一個嬰孩在母親的懷抱裏是多麼的
幸福。當年母親抱着我們，她的手
和腰骨承受着很大重量，於今有沒
有變彎呢？
今天我們長大了，當年我們住過
的「房子」和享用過的「餐廳」是
否安好呢？她們的骨架會不會因為
年紀增長承受壓力變脆了？如果我
們能夠為她們做一次全面的檢查可
以知道她們的健康狀況。
乳房檢查可以通過自我檢查、醫
生檢查、超聲波、乳房X光造影而
找出病變，例如乳房的水瘤、纖維
瘤、惡性腫瘤、不正常的鈣化點、
乳腺組織扭曲等等，如果有懷疑的
地方可能要進行抽取組織化驗來證
實是良性還是惡性。
婦科檢查可以通過醫生的臨床檢
查看子宮卵巢有沒有增大，子宮頸

細胞、盆腔超聲波看子宮和卵巢的
大小，可發現子宮頸細胞變化、子宮
纖維瘤、子宮線肌病、子宮內膜瘜
肉、腫瘤、卵巢水瘤、朱古力瘤、癌
症等等。
骨質疏鬆，可以用雙能量X光測
試，這是一個完全沒有症狀的病而發
生率非常之高，60歲以上的女士有一
半人有不同程度的骨質疏鬆，如果不
正視這個問題，特別是下雨天天雨路
滑，很容易滑倒而骨折。如能夠及早
發現可以用一些預防措施減少惡化，
避免骨折。另外就是一些常見的都市
病，例如高血壓、糖尿、高膽固醇，
有很多人並不太重視，覺得同自己沒有
關係，如果為她們抽少少血去化驗，居
然可以發現很多意想不到的問題。
老人家就是這樣，好似小朋友一樣
要年輕人去督促他們才會去正視，很
多時候看見那些兒女帶父母來檢查將
身份對調，兒女反而好似父母當年那
樣要老人家戒口、做運動，有時我會
發出會心微笑，因為在家裏我兒子也
會叫我少吃飯、蛋糕、澱粉質和糖分
的東西，我女兒會叫我洗完頭用風筒
吹乾，免得頭髮濕去睡覺，在家裏我
不是醫生也不是母親，是他們的小朋
友，我感到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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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生日是4月中，家
人之外，好朋友多，為免
分身不暇過去都會選擇一
間餐廳宴請數十好友不純

為慶生，既然大家有心有意共聚一堂吃
喝聯誼一樂也。
疫情影響，連續數個生日分開餐聚，

最誇張的一次是疫情限聚令每桌最多只
能共坐4人，跟某餐廳共識，擺15桌，
60人同吃，既合法規又可聚首。那年從
3月底吃到6月初，清楚記得，總共吃
了39餐，從此以後本來腹部隱約可見的
六塊腹肌，竟然變作一大塊肥腩，不知
何年何月才可退減。
這之後不同朋友，聚成多個派對，在

不同餐廳分別舉行餐聚，排期也是一回
事，正常情況是從3月底至到5月中，
今年三四月間去了日本及韓國追櫻花，
那是超過20年沒做的事情，5月初至5
月中又飛峇里島，所以生日餐聚一直排
到6月中；朋友們都笑說人家生日頂多
生日期間一整個月慶祝，名為生日月。
閣下從生日到生日
月，再而生日季，未
免太誇張！
不斷被放上社交平

台鋪文，切蛋糕的照
片或錄影才誇張，不
熟悉的人不斷發問：
到底閣下哪天才是生
日正日？怎可能切完
一個蛋糕，又一個蛋
糕？只能回答：感恩
親朋戚友待我好，盛
情難卻，藉着生日，
大家歡聚有何不可？
面對和平日子過久

了，今時今日天災人禍世界紛亂，人生
得意須盡歡；老同學老友記聚首，免不
了都會說句：得閒無事常相見。
這句話並非無因，數月下來不同歲數
的朋友，70的、60的、50的，甚至40
的、30的，因壽終正寢、因重病、因情
緒而自我決定離世的消息接二連三傳
來，都快要被習慣得幾乎有以下的反
應：啊，原來你也在這裏！
聽來刺耳兼涼薄，事不離實，眼淚亦
有限，慢慢漸乾枯；那天是我生日的正
日，中午收到前輩好友剛剛離世的消
息，站在中環人來人往趕路天橋的拐
角，心情苦澀得不得了，眼角若隱若現
滴下的眼淚未及用紙巾抹乾，已經消失
無蹤，呆站中環那條熟悉的天橋上，我
們曾經一起趕往展覽、活動、派對……
無數次，那一刻忽爾獨自一人落單，多
少重疊的懷念都不能將老友呼喚再站起
來，跟我趕路並肩前行。
前輩遺願：她的喪禮，保持在小規模
家人圍繞，安靜地舉行。

塵歸塵、土歸土之
後，在教堂舉行的追思
會，歡迎各路朋友參
加，條件之一：慶祝曾
經豐盛地度過的生命，
呼籲與會者，身穿色彩
繽紛衣服，放下悲傷停
下眼淚，只記掛她的歡
笑聲，她曾抱擁過的花
樣年華。
面對離世如此態度，
仍然在世的我們，當然
要過得充滿色彩，未必
莫使金樽空對月，必也
人生得意須盡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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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日是國
際勞動節，勞
動者的節日，
工 人 英 語 La-

borer，又譯勞動者、勞動，是
指包括所有人類在自然界和社
會用以維持生活的手段。我是
作家知識分子但我也是勞動
者，我的工具是一支筆一台電
腦，因之而產生的產品，是我
維持生活的手段，拍電影勞心
勞力，更是勞動者。
五一勞動節，被關注的一部
港片《九龍城寨之圍城》，內
地香港同時上演，這樣一部戲
選在五一節上映很有意思，這
是一部典型的港產動作片，雖
然仍是黑幫包裝，講述江湖往
事和兄弟情義，廣意一點來
說，描繪的生活基本都是下層勞
動者。內地香港均有特別好的票
房，內地一天就過億，香港大標
題「九龍城寨大門開」，吸引很
多人入場，我還沒有來得及去
看，因為場場都滿座。
不久前，香港電影人在香港
文聯聚集，明星、導演、製作
人、電影公司老闆，北京電影
局副局長領隊來港，互相交流
座談。說起香港電影，有的說
看不到希望，題材貧乏，明星
老化，缺少新意，近年香港片
在內地市場也在減少，大明星
上陣也無濟於事。我是屬於覺
得有希望的一派，剛剛得到香
港金像獎的《毒舌大狀》、
《周處除三害》，兩部片都是

香港導演，而且都是年青導
演，前些天遇到陳嘉上導演，
興奮地和我說，兩部又賣座又
受好評的電影，導演都是他的
學生，我真為他高興，為香港
電影一代代的傳承，新舊的交
替高興，這不就是希望嗎！
香港曾經是「東方荷里活」，
可惜電影缺乏統籌，題材面狹
窄。香港有很多題材可以拍出好
片。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爆
發，日軍轟炸香港，香港淪
陷。中共地下黨組織準備把左
翼作家撤離到內地，駱賓基也
準備跟隨茅盾等人一起撤退。
撤退前，得知朋友蕭紅病重，便
去探望。不料蕭紅的親屬都不辭
而別，只留下蕭紅一個人。沒有
任何思想準備的駱賓基，完全是
出於一種朋友之誼，在日軍搜尋
進步文人的白色恐怖下，承擔起
照顧孤獨病重的蕭紅的義務，陪
伴了她在人世的最後44天。1946
年，為紀念蕭紅，駱賓基發表了
《蕭紅小傳》，詳細記錄了當時
情景。這也是許鞍華的《黃金時
代》結尾展示的情節，黃軒飾演
的駱賓基，戲不多但給人留下深
刻印象，看過電影，當年那些人
和事，那個時期的香港霍然重
現。我的作家朋友李輝有一篇回
憶駱賓基的文章，提到端木蕻良
1985年送給他新婚的題詞，題
寫的恰恰就是「黃金時代」4個
大字。
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應會再
次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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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到新加坡告別朋友的大宅
的數天，我順道逛逛獅城。我曾
經很熟悉新加坡，近年卻較少

去，上一次到當地已是4年前的農曆新年。
對，就是新冠爆發的時候。我們飛去時已經
戴上口罩，抵埠後買了一盒口罩，比平時貴
了不少；7天後想再多買一盒卻已沒貨。自
那時起，口罩便成為我外出必備之物。
當地朋友和妻子都是老饕，每天帶我們吃
遍新加坡美食。有較貴價的潮州凍蟹、蟹米
線和娘惹菜，也有不同熟食中心的平民地道
食物。當中很多食物我都只管一饗口腹之
樂，吃後卻忘記它們的名字。令我印象深刻
的還有一間專門出售鰻魚飯的食肆，其質素
之高大概只有東京川豐鰻魚老店可以匹敵。
這次我們也當了遊客，例如參觀聖淘沙島
的戰事博物館，了解新加坡在抗日期間的情
況。博物館有多個小館遍布山上，並置放不
同類型的炮台，是名副其實的炮台山。有趣

的是，在館內模仿當年日本人居所的小角落
中，竟然放着女星李美鳳的照片。難道李美
鳳真的是凍齡女神？現時已經有 80多歲
咩？
這次我在海岸遠眺「榴槤劇院」——濱海

藝術中心，想起了4年前我曾在該處參觀的
情景。當時，我的好朋友雷思蘭到這座劇院
演出舞台劇。我把我與她的海報的合照發給
她，她也回給我一張照片。照片中的她穿着
我送給她的外衣，站在劇院大堂精神奕奕地
留影。沒想到一年後她確疹患癌，6個月後
離世。她該次演出的舞台劇在她離世後為她
帶來「最佳女主角」的榮譽，可惜我再也見
不到這位好朋友了。
我不知曾到過牛車水多少次，這次再去是
為了購買手信和受人所託購買藥油。我在牛
車水時是有點驚愕的，因為它是獅城名勝，
我們去的時候又是星期六下午，而新加坡近
年在經濟發展上給人的感覺好像突飛猛進，

所以當我看到很多店舖和攤檔都沒有營業，
遊客亦甚少的景象時，與我的想像實在有很
大的落差。
那間客人每年在農曆新年需要排隊3小時
的牛車水肉乾店竟然完全沒有客人，我們可
以慢慢地挑選十多包不同類型的肉乾而獲得
不錯的服務。我在阿拉伯區購買物品的所有
店舖都只有我一名顧客，其中一間手信店的
價格更比牛車水便宜。店主說生意很差，競
爭卻大。是次購物經驗都令我對新加坡的經
濟發展有另一種看法。
娘惹糉子是我的至愛，我買了30多隻返

港。我們上次到新加坡7天，其中4天在一
間以㗎地馳名的食店吃早餐，因為弟弟非常
喜歡，這次我也買了8瓶㗎地當手信。
我們在新加坡機場過海關時，關員截着我

的手提行李，細心地觀看電腦熒幕後好奇地
問我︰「你為什麼購買那麼多肉乾和糉
子？」哈！我還以為他發現了違禁品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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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種子
母親來到了豇豆棚那裏，站穩後，
望了一眼豇豆棚。一會兒，右手輕捏
豇豆根尖兒，左手伸向豇豆梢尾，然
後雙手將豇豆托起，面對着太陽，與
陽光形成45度的斜角，再用手心掂了
掂分量，用鼻子嗅了嗅味道，放到了
手裏，開始瞇了一下眼睛，看顏色深
淺，看豆粒大小，看長短多少，然後
放下豇豆，讓豇豆垂落棚架。而後眼
睛上移，踮起腳尖，看豇豆的藤蔓粗
細，看幹莖直曲，看葉片老嫩，後蹲
身，去看豇豆的根了，看了幾秒，慢
慢起身，微微含笑，耳語似地說，你
拿紅繩繫上去吧。
啊，我知道了，這豇豆長得好，長
得好的豇豆就留種。留種，這是母親
對蔬菜的最好獎賞。
我想起了過往，我想起的卻是稻穀
的留種故事。每年的7月份，村上隊長
就來我們家，對我爺爺說，你能幫我
們去看一下種糧吧。爺爺一聽，拔腳
就走。我跟在爺爺的屁股後面，七轉
八彎，來到了一塊稻田。稻田的邊口
在很遠的南面，眼下的稻穀隨風起
伏，發出了一道道金黃的亮光，猶如
某一種的神諭。爺爺雙手輕輕撥開稻
穀，雙腳慢慢跨入田間。繼而俯下身
子，將臉面貼到了稻穗上，閉眼，呼
吸，吐納，張眼。然後再向前跨進一
步，輕挽開一片稻穀，彎腰看稻穗，
稻穗是飽滿的，是噴香的；再看稻
葉、稻幹，最後是蹲身看稻根，五六

分鐘時間過後，爺爺直起腰板，笑瞇
瞇地表揚隊長說，你看對了，應該留
作種子。隊長擼下又圓又亮的汗珠，
對爺爺說，定了？
定了。爺爺點頭，堅定地回答道。
爺爺看種子的本領村上人都知道，

奇怪的是我母親也有點兒小本事，但
我知道那是母親常年辛苦鑽研出來
的。我一直沒有忘記，幹活回來了，
已經日落西山，甚至夜晚來臨，母親
還是去菜園走一圈的，從來不間斷
的。我有時看見，母親在落蘇樹的旁
邊走來走去，還翻轉落蘇的葉子，有
時還會找根木條插在落蘇根旁泥土
裏。我就判斷，母親是在觀察，也在
思考，哪一根落蘇樹值得留作種子。
母親要說服父親的，也要讓我們相信
的。母親最起碼要說得出一二三的理
由，但理由的獲得需要親身實踐，比
如天天要查看落蘇的生長情況。
家裏最常見的留作種子的還有土

豆。土豆挖了出來，半個月的時間，
我們幾乎天天要吃的，白燒紅燒，切
塊切絲，都跟配菜有關係。燒土豆先
要刮土豆皮，母親走了過來，在一地
的土豆面前，母親的手正確地伸到某
一隻土豆那裏，隨即將土豆丟進另一
隻籃子裏。我看見，母親丟的土豆大
小與雞蛋差不多，就是稍微偏長些，
但幾乎所有丟進籃子的土豆，都是凸
出凹進的。為什麼不留下那些光滑平
整的土豆呢？我問了母親，母親說，

凸出凹進的地方，來年長得出芽來。
我不懂其中的理由，但我每年看見，
每年拿出來種植的土豆，那些尖尖的
芽兒，確實都是凹凸處長出來的。我
想說這真是經驗，我又想說，原來凸
凹處是裂口，裂口是新生命誕生的地
方。
我最想說的是青菜，青菜的留種轟

轟烈烈。母親種了無數種青菜，每一
種青菜長大後，我們全家人都是會去看
看長相的，同時也要預估產量的，產量
看青菜個頭判定，這些其實是次要
的，當青菜長大好吃時，吃了後，我們
要眾議口感的，席上都要發表看法
的，這是第二步，這些議程結束後，
母親才去菜園，確定哪一棵留下，然後
一起等待，等待青菜起蕻，等待青菜開
花，當花朵開得最熱烈的時候，母親會
用一根繩索，將花朵兒團弄在一起，花
謝後，連根拔起，放到簸箕裏讓太陽
曬，曬到種子粒粒發亮為止。
夏日裏，大自然催生的蔬菜，更迭

神速、完美。豇豆還沒有吃完，扁豆
就粒粒飽滿了；絲瓜還在長大，冬瓜
也上場了；還有秋葵，挺着身子，昭
示着健康的信號，告訴我們隨時可以
採摘。想一想，看一看，近一畝自留
地的菜園裏，到處都是綠色的律動，
我有時看着那些蔬菜，會讚美土地，
也感恩太陽，但也在這個時候，我才
會問自己：當下的蔬菜豐收，去年的
留種是不是起了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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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生日月，生日季；
好友餐聚此起彼落，杯莫
停！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