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腫瘤醫院接收的多數是
該省各地的中晚期癌症患

者，他們大多體質虛弱、食慾不
振，需要注重飲食調理。然而，
進口抗癌藥的「天價」，導致了
許多家庭「因病致窮」，甚至可
能摧毀一個底層家庭。因此，病
患及家屬們都恨不得「一分錢掰
成兩半花」，飲食調理方面的支
出有心無力。

「這裏就是一個短期的家」
然而，在「抗癌廚房」，他們

收到了老萬夫婦發自內心的加油
和尊重，還能互相交流安慰，吃
上家的味道。在離開之前，他們
將廚具寄存或者贈送至「抗癌廚
房」，他們手寫的感謝信已經布
滿油煙熏黃的牆面及兩大本本
子。
萬佐成、熊庚香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吃是天
大的事，有（住家）飯吃的地方
就是家。大家來到我們這裏，就
是來到一個家，一個短期的
家。」

昔擺攤賣早餐
「借爐火」屬偶然
上世紀90年代初，老萬夫婦在

江西省腫瘤醫院附近開飯館，後
在小巷裏租房炸油條賣早餐。
2003年的一天，一對年輕夫妻帶着患骨癌的孩子走到攤前，
支支吾吾良久，才小心翼翼地請求借爐灶給孩子做頓飯。當
老萬夫婦得知，這個家庭因治病已陷入貧困的漩渦，周圍餐
廳的飯菜吃不起，此前已向好多家店舖求助均被拒，他們就
異口同聲地同意，「別說一頓，天天過來都行，不收錢」。
從此，小巷早餐舖可以炒菜的消息不脛而走。最初，每天有十

幾人來借爐火；隨着人數與日俱增，有的醫生也會推薦家境窘迫
的病人來此求助。不知不覺間，一家人的早餐舖變得門庭若市，
成為千百個家的廚房，被大家親切地稱為「抗癌廚房」。

每天早起生火 只為節省開支
在「抗癌廚房」，老萬夫婦自費添置了多套廚具、煤球

爐，用賣早餐的錢補貼每天消耗100多個蜂窩煤、4包鹽、5
瓶醬油的費用。常去做飯的人實在不好意思，找到老萬夫婦
說要付錢，哪怕是一點煤炭、調料費。萬佐成就定下炒一個
菜收5角，伴隨煤球等各項費用上漲，收費直至2016年才有
所調整。
大家只需自帶菜和油，炒一道素菜交1元、一道葷菜交2

元、一鍋燉湯交2.5元、一盒米飯交1元。每年大年二十八到
正月初八，炒菜燉湯全免費。熊庚香還會在一旁熱心地教
「廚盲」做菜。碰到經濟特別困難的人，老萬夫婦就不收
錢，還會免費送上粥飯。
2019年下半年，老萬夫婦關掉了早餐舖，全身心操持「抗

癌廚房」。一年四季，他們從早上4時就要起床、生火、收拾
廚房，6時至7時左右迎來做早飯的人們，忙到晚上至少8時
至9時才能吃飯。寒冬凌晨，他們身着羽絨服，頭戴帽子，默
默守候。
萬佐成說：「使用天然氣，就不用早起生火，但價格貴

點，我們為了節省開支，就一直用蜂窩煤。政府補貼房租、
愛心人士捐助，『抗癌廚房』基本做到收支平衡。」
當選「感動中國2020年度人物」後，年近七旬的老萬夫婦

依然忙碌，偶爾，遇到街坊四鄰，還會被拍拍肩膀，「感動
中國呀！不得了！」談及以後，老萬夫婦說：「病人在這
裏，我們堅持一天算一天，直到幹不動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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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弱的燈，照亮寒夜的路人；火紅的灶，氤氳出親情的味道。
這陋巷中的廚房，烹煮焦慮和苦澀，端出溫暖和芬芳，慣看了悲歡
離合，你們總是默默準備好炭火。」這段央視「感動中國2020年度
人物」的頒獎詞，是對江西省南昌「抗癌廚房」創辦人萬佐成、熊
庚香夫婦的真實寫照。

「抗癌廚房」位於與江西省腫瘤醫院一牆之隔的一條狹仄小巷裏。18年，它24小時
不打烊，每天有約200個病患家屬或病患借用這裏煮飯，而費用只需1元（人民幣，
下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

因為春節期間仍要堅守「抗癌廚房」，老萬夫婦今年沒有去北京
參加感動中國人物頒獎盛典，也已經很多年沒和子女們吃過大年三
十的團圓飯。為此，每逢正月初一，兒女及孫輩們特意聚在一起，
等着老萬夫婦回家團聚。
熊庚香笑言，「剛開始，子女們不理解我們，後來就慢慢接受

了。我們幾乎沒有怎麼帶過孫子、孫女，他們都是被外婆帶大的。
如今，孫子已經結婚了，孫女也長得漂漂亮亮的，他們周末沒事的
時候，就會過來幫忙。老頭（萬佐成）不抽煙，也不喝酒，一餐一
兩個菜就行。和那些家有癌症患者的家庭相比，我們身體健康，無
病無痛，算是很幸運的了。以前，我們個人一直幫助大家（癌患家
庭）；現在，全社會都來幫助大家，這是很有意義的事。」

春節仍無休
家人也幫手

病患家屬：
來這裏的次數比回家都多

十八載寒暑更迭，那些寄存廚具的人，那些手寫感謝信的人，
有的出院短暫後又回來，有的再也沒有回來。老萬夫婦慣看了悲
歡離合，不忌諱談生死，對癌症家庭的舉步維艱感同身受。
「一旦患癌，多少錢都不夠花的。很多農村家庭，一輩子

辛辛苦苦攢了十來萬（人民幣，下同），還不夠倆月的花
費。100萬（元）有時只能買上10個月的命，到最後人財兩
空了。加上病患的病情反反覆覆，又需要長年累月的全職照
顧，這太折磨人了。病患被遺棄的事情也時常發生。病患在
人生最後的一刻，要是有人能牽一把，給他一點光，給他一
點熱，就會感到比較快樂。所以，這些人離不開我們，我們
也離不開（心繫）他們。」
至今，有兩件事令萬佐成記憶猶新。「曾經有個閨女（年

輕女子）來看望生病的親戚，路過我這兒就哭起來，說還有
這麼好的地方。她曾經帶着媽媽去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看
病，熬了好幾年，還是沒有救治好。她覺得，她到最後都沒
有盡到孝心，一輩子都有遺憾。遺憾什麼？遺憾找不到這個

廚房，可以像在家一樣，給媽媽做吃的。還有一個
50多歲的男人，治了好幾年，最後用啥藥也沒見
好，只好出院回家等死。他被家人抬到我這兒，想
在臨走之前，看看我們。他對我說：『老哥，謝謝
你的關心幫助，我現在要回家了，這是咱們最後一
面了』。」

不忌諱談生死
看重雪中送炭

今年元宵節，尚未正午，
細雨霏霏，碩大的雨篷撐開
一圈溫暖的氣氛。20多口炒
菜鍋、30多個煤爐，一直沒
有停歇；寒暄問候、高壓鍋
燉菜、水壺煮水、浣洗剁
菜，聲聲入耳。志願者們上
陣當大廚，用大火收汁紅燒
肉，肉的色澤愈發紅亮；至
於芝麻湯圓下水後，則脹得
胖乎乎的。
熊庚香在忙着給病患及家

屬們往飯盒裏盛飯，將飯壓
緊後，再添一勺才作罷。她
對大家爽朗地笑着說：「今
天元宵節，全免費。還有紅
燒肉和湯圓，大家要吃到
飽！」萬佐成照看爐火，看到一大鍋湯圓被分發完，又小跑至二
樓，拎着幾袋湯圓遞給大廚。
老萬夫婦佩服一直不放棄病患的家屬們，對他們格外關注，逢人

就誇他們。來自九江的冷公義已經陪妻子兩年多了，此前一直在廣
東打工。或是天性使然，或是妻子治癒的可能性比較大，他一直笑
呵呵的。他說：「我打工這麼多年，從來沒有自己做過飯。第一次
做飯，是老闆娘（熊庚香）手把手教的。我現在什麼都會做一點，
老婆才能吃得開心點。只要天氣好，我就會帶老婆來逛逛。」
在一旁默默剁肉的高安人葛大哥，準備做肉餅湯和炒椰菜，這是

他妻子的中餐和晚餐。他說：「我老婆得了中晚期腸癌，已經擴散
轉移到其他部位，估計治不好了。家裏沒什麼收入，也欠了很多
錢，兩個小孩這兩年多一直跟着外婆生活。夫妻一場，我盡力做好
吧。她吃膩了食堂的飯菜，在其他病人家屬的介紹下，我就來到了

這裏做飯。」他佩戴了口罩的臉上雙眼
含淚。「幸虧有這個廚房，給我們提供
了很大的方便，我來這裏的次數比回家
都多，也沒有那麼孤單。真的要感謝老
闆（萬佐成）和老闆娘（熊庚
香），他們真的是大好人，沒有架
子，也不用大家去討好他們。媒體
應該多宣傳他們。」

●●夫婦二人一起清理夫婦二人一起清理
高壓鍋高壓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熊庚香熊庚香（（左左））陪一名患者家屬去看陪一名患者家屬去看
望她的母親望她的母親。。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萬佐成萬佐成（（左左））、、
熊庚香夫婦在熊庚香夫婦在
「「抗癌廚房抗癌廚房」」合合
影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冷公義在為患病的妻子煮飯冷公義在為患病的妻子煮飯。。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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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約有每天約有200200人在人在「「抗癌廚房抗癌廚房」」煮飯煮飯。。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