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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病人為親人的麥醫生
麥忻華是一位不
怕血但怕小螞蟻的

整形外科醫生，13歲的時候父親說家
中沒有醫生，你不如試試讀醫吧，這
位乖乖女開始全程投入在這方面的追
尋。2002年，麥醫生畢業選擇了整形
外科專科，此舉與母親有關，「是
的，媽咪在我中學期間患上乳癌，她
選擇不做重建，每晚洗澡後，她的眼
睛也紅了，她說因為洗頭水弄至，後
來她坦白每次見到這麼大的疤痕好難
過，所以偷偷地哭了。」
母親病逝，她決定從英國回港在中
大攻讀醫科，「第一年我無心向學，
因為我連媽咪也救不到，讀醫有什麼
用？最終我想通了，雖然我幫不到媽
咪，但世上還有很多乳癌病人，我可
以去幫忙。」
20多年來，麥醫生主力乳房重建的
手術，「切除了乳房就像一個包沒有
了餡，醫生要在病人身體其他部位取
一些組織，做一個樣子和另一邊差不
多的形狀放進去。雖然辛苦做多了一
個手術，但是值得的，對於女性來
說，對稱的乳房是很重要的。」
麥醫生視病人為親人，也去偏遠的
地方幫助兔唇的病人，「大概兩小時
的整形手術見到一個裂開的嘴唇補好
了，BB的樣子不同了，見爸爸媽媽
的喜悅直接打動了我，我告訴自己這
是我要發展的其中一個項目。之後我
跑到鄉間參加了『微笑行動』，我有
見到螞蟻，但腎上腺上升什麼也不怕
了，一次可幫助五六十人。」
麥醫生直言抱起兔唇BB就是對他
一生的承諾，「手術和功能都要好，

以免有任何後患 。裂唇孩子的鼻子
較塌和生長得慢，長大過程中也要不
時執一執，以求樣子更自然。聽到一
句多謝麥醫生，我已滿足。間中有孩
子告知有人取笑自己，我會跟他說即
使有缺陷也不用害怕，對方這樣做只
因為沒有人教育他們，難道去取笑戴
眼鏡的人？不管他們就可以了。」
麥醫生是一位有溫度的醫生，手術
前總會捉着病人的手，「是的，我會
說不用怕，醫生會在這裏陪着你，這
種接觸可使他們的情緒穩定下來。我
更要鼓勵師弟妹無論怎樣辛苦和疲累
都不可忘掉初心，早知當醫生會好
累，好大壓力，但情緒不可以發洩在
病人身上，要硬淨和專業一點，連醫
生都失控制，病人怎會對你有信心？
回想當年母親病重的時候，我每朝跑
到醫院等醫生想知道病情，但每每都
撲空，難道1分鐘也沒有嗎？就是這
樣，我不希望再有任何病人經歷這樣
的痛苦。」
麥醫生愛說的一句話：「就算你以
前遇到不好的醫生，但世間上總會有
好的，所以請繼續堅持醫好你的
病！」願世上有更多麥醫生。

陳卓賢成為本屆
《叱咤樂壇流行榜

頒獎典禮》大贏家，連奪男歌手金
獎、創作人金獎及至尊唱片大獎，
他今年才31歲，前途無限。
致謝詞時，他特意多謝張敬軒，
並透露與張敬軒之間的小秘密：
2022年，張敬軒將自己剛獲得的男
歌手金獎獎座送去他家，將自己的
能量給他，叮囑將其放在寫歌枱
上，自然就會靈感泉湧，並鼓勵
他：定會得獎！
張敬軒傾力助陳卓賢，因在陳卓
賢身上他看到自己昔日的影子，他
覺得在娛樂圈紅要趁早，「授人以
魚，不如授人以漁」，所以他不單
力撐陳卓賢，亦自爆兩年前曾贈名
錶給馮允謙作勉勵，那錶是他2008
年完成首場紅館騷後，送給自己的
第一份名貴禮物，那錶伴他開了很
多場演唱會，逢綵
排他都會戴上，約
定對方紅館見，馮
允謙大為感動，相
信有天馮允謙定會
在適合的場合鳴謝
張敬軒。
在根紅頂白的娛
樂圈，張敬軒不遺

餘力提攜後進這份胸襟，是基於對
自己有百分百的自信，不怕後浪推
前浪，更是看透了人才輩出，百花齊
放，整個行業才會興旺。在職場，如
果上司懂得知才善任，而非忌才，不
單會贏得尊重，培養出得力下屬，而
且對自己的事業更有大幫助。
為此有感而發，是回想剛出道做
娛樂周刊記者時，努力加上運氣，
幾乎每周都有獨家消息做封面特
寫，周刊銷量節節上升，當時的總
編覺得地位受到威脅，於是多番打
壓及杯葛我，為此我離開了編採
部，周刊銷量隨之持續下跌，結果
沒幾個月老闆把她辭退。她輸給了
自己的氣量。
說回叱咤當晚，張敬軒沒得任何
獎項，全晚齋坐，卻非常投入，全
晚笑容滿面，他出席不為爭獎，是
希望在現場給予後輩鼓勵，很有前

輩風範，顛覆了無獎
便不出席的潛規則，
亦給後進樹好榜樣，
試想天王天后都不出席
頒獎禮，外界會覺得作
為歌手也不支持頒獎
禮，降低頒獎禮含金
量和認受性，亦間接
減弱樂壇的魅力。

張敬軒與陳卓賢

有不少攝影愛好者喜愛街頭拍攝，因為
門檻不高，只需一部較專業相機甚至內置

修圖功能的手機都可玩玩。但其實要拍到出色作品，是很
講究攝影者的觀察力、快速構圖能力，以至感情觸覺與想
像力，一點也不簡單。
最近有11位業餘但資深的攝影愛好者，在牛棚藝術村12號

館舉辦了一個名為「港．街．攝」的街拍影展，展期由現時至
1月12日，早上11時至下午6時，免費參觀。其中一位參展者
Jimi，為文公子好友，展場又近居所，當然要往捧場。進場所
見，作品以黑白為主，風格各異，但均能用鏡頭展現出香港街
頭的不同風貌，當中頗見時代精神，並能回應「區區有旅遊」
之議。牛棚藝術村前身是馬頭角牲畜檢疫站，建於1908年，
落成91年來一直為牛畜檢疫站兼屠房，直至1999年8月全
港屠房集中遷往上水時停運。其後，原址被改建並分拆為多
個單位，租予本地藝術創作者為工作室，遂演變成牛棚藝術
村。
牛棚與文公子頗具淵源。文公子先父為牛房買手，專幫街市

的肉食公司老闆代購生牛，入職數十年，絕大部分時間都在馬
頭角牛房工作，即現時牛棚所在。因此，由文公子入讀幼稚園
開始．就已住在當區，方便上班。記憶中，父親的工作並不
「困身」，每朝在茶樓一盅兩件後就回到牛房，經過一輪購牛
投標工作，就可再往品茗，然後回家午膳順便午睡片刻，醒後
返牛房察看剛運抵的牛隻，再巡視一下就可收工。收工後，往
往與其他牛房同業，在近門口的一間平房內玩牌。由於輸贏上
落，容易沉迷，父親經常玩到不知時間，所以先母就會命文公
子步行20多分鐘，前赴牛房催促父親回家晚飯。
先母為中山人，有一手家傳粵菜工夫，由於先父工作關
係，先母認識不少肉食公司老闆，往購牛肉多有優惠，因此
家中飯桌從不缺牛肉菜式。而先父身為買手，對肉食質素甚
有要求，因此生活雖不富裕，但一定不用味精入饌，而且只
選鮮肉而謝絕凍肉，連煎牛排也只會用新鮮牛柳，與快餐店
鐵板餐味道確有分別。由於父母慣飲早茶，且只喝普洱，也
影響到文公子喜到酒樓飲早茶食午飯的習慣至今。
甫進牛棚，望見昔日尋父平房，童年回憶油然而生。參觀
完影展．與Jimi在牛棚對面選購當區馳名之潮州鹵水，暖冬
陽光下佐以冰凍啤酒，談天說地，真有不知人間何世之感。

牛棚賞港街攝

已是深冬，雪把自己堆
得到處都是：山林間，河

床上，曲曲折折的道路兩旁，城市的綠化帶
內，小區的陰暗角落……再也沒有清脆的聲
音對着天空驚喜地高喊「下雪啦！」再也沒
有小樹因為下雪歡喜到戰慄，抖落枝上捧着
的這個冬天的潔白初雪。
小區的角落，一個多月前的雪和一周之前
的雪混雜在一起，少女變成悍婦，曾經纖巧
純潔的雪花早已破敗成雪的砂礫，在冰凍和
融化的交替折磨中凝結成堅不可摧的冰雪混
合物，跟塵埃污穢攪纏得不清不楚，黑一塊
灰一塊——雪老了，再也沒有當初從天而降
的白與軟。已是深冬，春天即將來臨，依然
會有雪花亂舞。雪花是跟着風來的，風把它
們吹得七零八落，一忽兒衝向這頭，一忽兒
又踅身而返，因為缺乏信心不被人喜愛益發
暴戾地與人衝撞。行人豎起衣領拒絕這雪，
戴上帽子口罩咒罵這雪。雪終究還是脫離了

讚美詩，它們鬱鬱寡歡，變成怨婦，向每一
個路過的人哭訴，到處投懷送抱。
臘月剛到，冬已老殘。彷彿連天空也變老
了，孕育不出一場鋪天蓋地的大雪，孕育不
出燕山雪花大如席。雪還是一場接一場地下
着，每一場雪都躲躲閃閃，不敢直面人間。
稍大一點的雪會在夜裏悄悄降臨，在那些被
鼾聲和沉醉聲擁躉的夜晚，雪花肆無忌憚地
在窗前亂舞，爭着搶着跳到窗台上，透過厚
厚的窗簾窺視人間溫暖。
時光的巨手，也拼接不出一朵完整的雪
花。沒有雪白裙裾的姑娘輕盈地飄落，沒有
從天而降的華袞為大地披上聖潔的婚紗，沒
有足夠的雪花可以手牽着手從從容容接踵而
至，沒有紛紛揚揚的雪花前赴後繼地趕赴、
鋪墊……有時是凌晨、有時在黃昏，天空昏
暗了一整夜或是一整天，一直在醞釀，連天
氣預報也認定會有一場大雪把老去的雪花和
過往的歲月一同掩埋。等到雪花來臨，那些

從天而降的細小的粉末，哪裏還看得見一朵
完整的六角形的花瓣？所謂下雪，只是從天
上撒下一些雪的碎屑而已。
雪花亂舞，水瘦山寒。塵世間的雪如此不

堪，只有躲進山林之間，雪才能勉強保存些
晶瑩與潔白。只有在山林之間，雪才不會被
半路切碎，它們依然二八芳齡，依然花開六
角，蝶舞林間。有時候，一朵淘氣的雪花就
藏在漆黑的樹幹後面，風一吹，雪花就露出
了細小的腳爪，忽然撲到我們面前來，抓住
它，把它放到手心裏，讓它在愛和溫暖中慢
慢融化。化成一滴水，就有機會與另外的水
匯合。臘月裏，水瘦山寒，一部分水躋身冰
下，從未停止奔跑的腳步；一部分水升到天
上，化作雪花蕩滌蟲豸與污濁，不惜跟蟲豸
與污濁同歸於盡。
雪花亂舞，穿林海跨雪原，山川和原野背

負重生的使命——冬天已到了末路，春天就
要回到冰冷的人世間。

雪花亂舞

對故鄉有種獨特的情懷
記得4歲的時候，第一次跟父母回到
家鄉探望爺爺嫲嫲，那種殷切的期待，
至今還是深刻難忘，可能是受鄰家小孩
們的影響，聽慣了他們誇讚爺嫲的愛
錫，到底自己的爺爺嫲嫲又會是怎麼的
模樣呢？
我的祖籍在佛山順德，於我而言順德
是個魚米之鄉，在那裏像是有吃不完的美
食。雖然香港早已成為我的第二故鄉，但
作為一個順德人，對故鄉還是有一種很
獨特的情懷。我多次到歐美學術交流，也
曾想過到外國生活，但始終認為在外國人
的世界裏，月亮沒有特別圓，反而有種寄
人籬下的感覺。我常反思，無論英語說得
如何流利，這也不是自己的地方，我曾有
一個親身經歷，在一間著名食店排隊，
明明已輪到自己的籌號，但眼巴巴地看
着接待人員把我辛苦排來的位置讓給了
遲來的一位白人，我這個黃皮膚，儘管
在外國人的地方工作，晉升到有點社會
地位又如何？最後還是應該選擇在自己
地方，做個中國香港人。
國家的強大，城鄉的發展，順德給我的

印象，已從鄉下地方轉變到令我經常想起
要帶學生回去考察的地方。順德區目前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佛山市下轄的市轄
區，我孩童時應該還是叫順德市，更早以
前稱為縣。區的東北面和西面是佛山市南
海區，北面是佛山市禪城區，西南面是江
門市蓬江區，南面是中山市，東面是廣州
市番禺區與廣州市南沙區。順德也被稱為
「廣東四小虎」之一，區人民政府坐落於
大良街道德勝新城行政中心。順德區2024
年 常住人口 323.78 萬 ，戶籍人口
166.3769萬，806km2管轄面積。
根據2023年順德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

大概是4,317.01億元，三個產業結構比例
為 1.7：60.8：37.5。順德堅持工業立
區、堅守實體經濟，是全國最大的空調
器、電冰箱、熱水器、消毒碗櫃生產基
地之一，是全球最大的電飯煲、微波爐
供應基地，擁有28個國家級品牌。2023
年11月，順德區入選中國中小城市發展
指數「2023 年度全國綜合實力百強
區」，排名第一。2024年2月佛山市順
德區兩會召開，透露作為全國首個工業
總產值突破萬億元的市轄區，順德2023
年工業發展仍然穩健，規上工業增加值
增長6.8%，增速高於全市、全國水平，
成為了順德經濟的最大支撐。
我作為一個在大學從事教育及研究的學

者，面對不少來自四方八面的行業，近年
也有不少大灣區以至內地不同省市的學
生，不乏一些大企業的領導人，從教學雙
長這角度，我除了提供一些市場學、西方
經濟學上的理論與知識與學生們分享之
外，實在也在學生的身上得到了不少最新的
產業發展趨勢。我在香港擔任的公職，其
中不少與香港漁農業界相關，2025年剛舉
行的《本地漁農美食嘉年華》，正是我很
榮幸地擔當活動籌備委員會主席的項目，
這個崗位一做已經很多年，而這個活動是
漁農界的盛事，每年都會有數以十萬計的
香港市民進場支持。
累積了在香港教育界及參與特區政府

公職的經驗，一直希望能夠有更多
機會回饋故鄉，把我在市場上學習
到的，帶返故鄉。我會形容自己扮
演的是一個中間人角色，因為我在
順德有親友，在香港有人脈，如果
能夠發揮這種接軌與聯繫的功能，
就可以發揮協同效應。佛山有人

才，香港有機遇，中間人把不同優勢融
合。近年我留意到佛山政府投放在科研上的
資源很多，不過在本土原有產業轉型上，仍
然有很寬闊的完善空間，也許我這種在外國
讀書、在香港做教育的，就是這種轉型的導
引者。多年來在大學任教，透過畢業後在商
界獨當一面的學生，在創業融資方面，我
大可把有可能的投資計劃，透過不同年
代、不同行業的學生，推介到順德，而我
本人也憑金融中間人的位置，從事篩選、
包裝計劃書等融資方案的工作。就是我常
說的雙方融合交流，試互補不足。
提到故鄉美食，我會推薦大家品嘗「大
良炒鮮奶」，這味順德第一名菜，讓我吃
出家鄉的滋味。這款名菜的出處，聽說是
百年前，一位順德大良廚師回家見妻子將
燉水牛奶以固體儲存，就嘗試炒鮮奶這種
新奇又美味的菜式。現時炒鮮奶一般是用
水牛奶，但香港很難找，因大多數是用全
脂牛奶代替，所以若是要吃正宗的「大良炒
鮮奶」，就必須返故鄉吃了。而另一個對
故鄉的童年印象，是萬壽菊，這來自墨西
哥的品種，在中國不少地區也會栽種，當
年跟父輩到祠堂看到這種花，覺得很美就
問了爸媽一句這是什麼，原來就是萬壽
菊。提起花，順德的陳村號稱是中國第一
花卉鎮，每年春節時分，這裏都會有各式
各樣的嶺南花卉綻放，大家不妨有空來我
的故鄉遊覽一下賞賞花。

袁
星

緬懷董枝明教授
昨天，我應雲
南省祿豐市自然

資源局王濤之請，為董枝明故居
題字，那故居曾是我到過的董枝
明教授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
董枝明教授是中國科學院古人類
與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員，他被譽
為「中國恐龍王」。董枝明教授這
個稱號並非浪得虛名，因為中國近
半數的恐龍都是由他命名的。他的
工作為我們揭開了遠古生物的神秘
面紗，讓那些曾經稱霸地球的巨獸
重新走進人們的視野。
1999年，我在北京認識這位蜚聲

國際的中國恐龍專家。2000年，我
受命為一家自然博物館做展示設
計，當中的恐龍廳是全館展示重頭
戲，展示設計自然不可掉以輕心，
需要非常豐富的材料，所以，我能
認識董教授何其有幸。在董教授的
引領下，我從廣東河源恐龍化石場
到遼西羽毛恐龍化石埋藏點，走遍
中國的大江南北，考察各省各地埋
藏恐龍的化石坑。
有一年，董教授帶我到內蒙古二
連浩特戈壁灘，我在一化石坑撿起
一小塊化石問董教授，這是什麼化
石？董教授端詳一番後說，這是
一類劍龍前肢的指骨。我感到非
常驚訝！他居然憑着豐富的知識
和敏銳的洞察力，解讀着每一塊
化石背後的故事。
他在雲南祿豐縣發現一處恐龍
化石埋藏點，帶我和一投資者去
考察，希望開發一個恐龍公園，
後來那裏建成著名的世界恐龍

谷，出土完整祿豐龍化石60多具。
2013年我在香港與科學館合作舉辦
恐龍展，時任民政事務局局長的何
志平希望內地能贈送一具恐龍化石
給香港，我接到這個幾乎不可能完
成的任務時，並無把握，但經董教
授幾番努力，一具完整的祿豐龍化
石居然由雲南世界恐龍谷運抵香
港，董教授來港親自動手安裝，
這具國寶級恐龍化石至今陳列在香
港科學館。這一舉措不僅豐富了香
港的科學文化資源，也促進了兩地
的文化交流合作。而他所開發的雲
南世界恐龍谷，更是成為了一個集
科普、旅遊、研究為一體的重要基
地。恐龍谷的建立，讓更多的人有
機會近距離接觸恐龍化石，感受遠
古生物的魅力，也為當地的經濟發
展和文化傳承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雖然董枝明先生已經離開了我
們，但他的精神和貢獻永遠銘刻
在古生物學的歷史長河中。他的
執着、勤奮和對科學的熱愛，將
激勵着一代又一代的古生物學者
不斷前行。讓我們永遠緬懷董枝
明先生，銘記他為中國古生物學
事業所作出的卓越貢獻。

嗇色園活化的二
級歷史建築「何東

夫人醫局．生態研習中心」，其前身
「何東夫人醫局」，是因應當年設於
上水古洞的「東英學圃」配備而生。
現今政府倡議建設的北都區，聯同
大灣區一起發展，就是學圃和醫局的
所在地，以及附近一帶。
當年古洞荒蕪偏僻，但是，何東
夫人獨具慧眼，在1910年購入古洞
大批土地——這裏地勢平坦、土地
肥沃，且日照充足。基於這些優
勢，她在1912年建立了農業試驗場
「東英學圃」。
「東英學圃」的名字，起自於何東
爵士及夫人麥秀英女士的名字，各取
一字而命名，學圃又名「上水何東花
園」，就在青山公路（古
洞段）與金坑路之間，毗
鄰金錢村。當年新界大部
分地區沒有電力供應，麥
秀英女士特別安裝了發電
機，還建立工作室、廚
房、宿舍等設施，確保農
場內有電燈、電風扇和電
爐等配備，讓員工們安心
樂意地工作。
「東英學圃」盛產蔬
果，實驗農場內種植花

生、甘蔗、荔枝等農作物，更有種桑
養蠶，最著名的就是絲綢工廠，女工
需要小心翼翼用筷子將蠶繭浸泡在熱
水中，將其軟化，再用手抽絲，一顆
蠶繭大概可以抽取800至1,000米的
蠶絲，再經織造和染色，就變成絲
綢了——這些過程，現今保存在生態
研習中心長廊外的一幅又一幅歷史圖
片裏，見證「抽絲剝繭」的由來。
1924年，麥秀英女士代表香港參
與在英國舉行的溫布萊展覽會，向
各國參觀者展示中國種桑養蠶、抽
絲剝繭的先進技術，備受廣泛關
注。1928年開始，學圃為新界農民
引入現代農耕技術，推動農業發
展。「東英學圃」的產生，不但振
興了古洞一帶的經濟，由於絲綢工

廠需要大量女工，為方
便她們（有些孕婦）生
產後順利工作，「何東
夫人醫局」應運而生，
早期的醫局以產房設計
為主，附近不少居民都
是在這裏誕生。
1942年，英國王室向

麥秀英女士頒授「大英帝
國官佐勳章」（OBE），
表揚她對新界農業與蠶
業的偉大貢獻。

「抽絲剝繭」走進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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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八為董枝明教授。 作者供圖
●麥忻華是一位不怕血但怕小螞蟻
的整形外科醫生。 作者供圖

●張敬軒在初出道的陳卓
賢身上，看到自己當年的
影子。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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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堅偉博士（香港都會大學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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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東夫人麥秀英
女士(左)對早期新
界農業發展貢獻巨
大。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