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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生活的那段日子（四）

緬懷摯友狄超英
我和狄超英相識於

上世紀八十年代，他
喜集郵，我好書畫，

雖無共同愛好，但性情相近，遂成
好友。我比超英年長5歲，他視我
為兄長。早年我住廣州，他住北
京，雖相隔千里，但來往不斷，幾
十年如一日。
超英的京片子，說起來不太容易

聽明白，但我還是愛聽，有時交
談，我會故意吐出幾句廣東方言逗
逗他，讓他聽出耳油。他喜歡吃廣
東的燒鵝，每次來廣州，我定會讓
他大快朵頤。
記得十多年前，我去北京看他，

發現他脖子上有一腫塊，便堅持要
他去醫院檢查，後來證實是早期淋
巴癌。從那時起，他便開始與病魔
進行長達十幾二十年的搏鬥！他在
化療期間腦梗，這雙重病痛打擊，
恐怕大多數人都扛不住了，他卻能
奇跡般戰勝死神。他身體稍好轉，
便組織住院的病人搞些
文娛活動，鼓勵大家積
極治療，爭取早日康
復，醫生護士都視他為
模範病人。
他病休後，並非無所

事事，而是將全部精力
投入編寫新中國郵票目
錄上。他是郵界頂尖高
手，集郵界幾乎無人不
知狄超英。說起集郵，

有件事令我感慨萬分。我女兒小時候
喜集郵，他知道後，每年都把中國全
年發行的新郵票集齊一本送給我女
兒，年復一年，從無「甩拖」，這樣
認真和有心的朋友實屬少見。
超英編寫郵票目錄並不容易，他

每天起早貪黑，風雨不改到郵電出
版社上「無薪班」，還經常要自費
全國到處跑，出入檔案館或拜會各
地集郵專家，收集資料。有時我們也
相約一起去旅行，他每次出行都隨身
帶着筆記本電腦和一大堆資料，不論
到哪裏，一有空便「開工」，我們都
說：「出來玩，還寫什麼書？」他只
當耳邊風，「執迷不悟」。
狄超英出版過好些著作，每次出版

新書，他都要我幫他題寫書名。今
年11月8日，他用微信急急告知我，
說郵電出版社因我為他題的《新中
國郵資封片簡目錄》有兩個是繁體字
不能用，讓我用簡體字重寫，我重
寫後，他立馬把書的封面設計稿發

給我看，徵求我的意見。誰
料一個月後噩耗傳來，說他
病逝了。
嗚呼！汝病入膏肓吾不知

情，汝撒手人寰吾不知日！
從此汝在天涯，吾在地角，
永無相見之日，痛哉！幸汝
臨終前，吾不辱使命，為汝
書題名。嗚呼！言有窮而情
不可終，汝其知也邪？
超英，一路好走！

行醫接近60年、曾任議
員12年，前醫管局主席
（金刀梁）梁智鴻醫生曾
經在1969年1月8日與余

宇康教授及團隊為香港醫學史寫下了輝
煌的一頁，他們成功進行了香港第一宗
器官移植手術！
回想52年前過程非常低調，梁醫生解

釋，「是的，因為當年部門主管不想高
調，原因那是第一次，手術成功率有多
少也不知道，不想給市民太大的希望，
就算對病人本身也是白老鼠好大壓力。
他是一位中醫師洗腎已經到最後期，以
前的洗腎方法相對古老，好辛苦，他都
想試。」
「但他的壓力非常大，當時沒有手提

電話，永遠要坐在電話旁邊，等待隨時
醫院來電……但是又不停的失望，因為
回到去才知道剛才那人想捐的現在又不
捐了……他好大壓力，我好佩服他！當
年在手術室，當血沖入去新腎幾分鐘之
後，流出了第一滴小便……真的好感
人，全場醫生、護士、工作人員歡呼起
來，至今難忘！」
其實梁智鴻醫生也是本港第一位為病

人用機器洗腎的醫生，「腎衰竭可以洗
腎洗血，只可維持，不能復元，因為腎
臟的功能還會維持血壓、刺激骨髓製造
血球等等。換上正常的器官才是最好的
方法。世上第一個成功換腎的案例在上
世紀五十年代，美國波士頓
的一位外科醫生，他換上了
孖生兄弟的腎，因基因相同
沒有排斥，好成功！」
「做手術，要有新思

維，以前我曾經用胃代替
膀胱使用，當時患膀胱癌
要將膀胱切除，但要將尿
管駁至腸，在肚皮透出開
個造口，非常不方便，萬
一尿袋穿了，滿身都是
尿……這手術我用狗隻去

試驗成功了；和換腎一樣，同樣駁一條
血管，易不易，用狗隻成功了放在人類
身上，最少我知道這是行得通的！」
數十年來金刀梁名震江湖，梁醫生的

刀法是用繡花練成的嗎？「哈，我知道
有些亞洲外科醫生的手勢真的用好長的
針鉗繡花，好彩，我隻手暫時都好好，
所以我在家中什麼都不做，太太要我換
燈膽、換插蘇我統統不做，我話我隻手
好緊要，是用來割症的，哈哈哈！其實
金刀梁稱號是當年媒界送給我的，我要
維持效果更要加倍小心，好大壓力！」
梁智鴻醫生一直強調當醫生最重要目

標︰病人為先！病人有機會康復出院是最
開心的，是我們的頭獎，否則我會好心
噏！做醫生每天都有挑戰，我曾在大學教
書16年，我一直灌輸給他們做醫生要有
三問︰第一，假如我是那個病人，我需要
什麼？不可以自以為是，因為每個病人都
有不同之處。第二，醫治這個疾病，自己
是否有足夠的能力？第三，當自己擔當不
來的時候，要問下其他人的意見，不要
以為自己有經驗便所向無敵！
永遠談笑風生的梁智鴻醫生在電台裏

有個受歡迎節目「人生馬拉松」，「人
生就如馬拉松有起有跌，事業、感情、
工作、健康都會有起跌，跌下去不代表
不能再上來，上到頂也不代表不會跌下
去……所以要繼續跑下去。」
在香港，一直有很多有心有力的精英

不斷付出，而令世界變得更
美好！有人說過，人生最後
一件衣服是沒有口袋的，即
是到時什麼都帶不走，你
的財富，你的器官，所以
捐贈器官是最值得的！也
希望新一屆立法會議員也
與梁智鴻醫生這位立法會
前輩一樣緊守崗位，用創
意、毅力與不怕被人佔便
宜地去做好每一件事，造
福香港的未來。

梁智鴻醫生的人生馬拉松
12月 19日對香港來講是一個歷史性的時

刻，是香港完善選舉制度下首屆立法會選舉，
立法會議員增至90席。反對派故意不派人參
選，想製造無競爭氣氛，然而90個議席無人

會自動當選，各候選人一樣很緊張落街站台拉票。因為都是
愛國愛港之人，少了打政治牌，在理性環境下，政綱發表有
建設性的意見，鬥專業知識鬥實力，考真功夫。香港一直提
倡均衡參與，這次真正做到每個界別都有代表入選為業界發
聲和建言，政府還體貼選民給交通方便，可全日免費搭車。
只是某些人自己放棄投票權，那就是他們的問題。在反華勢
力不斷抹黑下，有135萬選民認真地投下神聖一票，他們絕
對是香港的中流砥柱，擁有一顆盼望香港走向良政善治的赤
子之心。一個社會能有一群精英作中流砥柱，就不怕風浪來
襲。
19日那天令人感動的是，有

1.75 萬在內地的港人四方八面
專程到深圳口岸票站投票。還有
身邊不少人都很認真對待投票，
一早投票完就在社交群組互相分
享資訊，鼓動身邊朋友去投票。政商界人士也特別落力，包
括全港各區工商聯青年企業家聯合會創會主席兼青海省政協
港澳委員沈慧林（見圖）及其父親杭州市政協常委沈墨寧伉
儷，一早到灣仔會展票站投票。沈慧林表示投票過程非常順
利，只需數分鐘便完成投票。自己是全家總動員參與投票，
亦有鼓勵身邊朋友盡公民責任，選出賢能的議員服務香港，
令香港再起飛！他們是真正的愛國愛港家庭。
當選舉結果公布後，有份參選者及有份投票的選民也很高

興，因為不少敢言做實事的人當選。正如何君堯講，現在的
同事都非常優秀，每人都是行業的精英，出類拔萃。希望將
來能集思廣益，一起為香港服務，開心且興奮的感覺好到
「冇得頂」。看到當選女將葉劉淑儀、梁美芬、李慧琼、陳
凱欣、葛珮帆等站在台上個個充滿幹勁，陳穎欣、李梓敬在
揭露黑暴事件中成為極具影響力的KOL，如今可以在地區
直選中高票當選，反映了選民眼睛是雪亮的，有作為的青年
會獲得支持，讓人期待他們的貢獻。
正如「票后」梁美芬所講，這一屆的表現是很重要，是要

證明新的選舉制度更勝舊的，議會工作將更具質量和效能，
令那些心懷質疑和抗拒情緒的人明白什麼樣的選舉模式最有
利香港這個城市。過去議會陷入「泛政治化」漩渦，拉布癱
瘓議會。在新選舉制度下，破壞力量難再入局，所有投票的
選民都期望議員與政府展現行政立法良性互動新氣象，共同
解決香港不同的問題，造福大眾，當選的議員任重道遠。

感恩香港有愛國愛港的中流砥柱

踏入12月，今年的
香港聖誕節氣氛絕對
不少，可能是因為這

幾年疫情關係令到我們不能夠去其
他地方旅行慶祝，所以今年香港聖
誕氣氛特別濃厚，我們知道世界各
地都有很多好有氣氛的聖誕節日感
覺，例如：
1.芬蘭︰聖誕老人村
芬蘭聖誕老人村（Santa Claus

Village）是聖誕老人的故鄉，也是
全世界最快樂而且最具童話色彩的
聖誕小鎮。這裏每年吸引超過百萬
旅客遠道而來過一個愉快難忘的聖
誕節，滿足兒時夢想！
2.東京︰青之洞窟
「青之洞窟」這光之盛宴可說是

東京最令人期待的聖誕燈飾！整條
街搖身一變成為銀河般藍色隧道，
神秘又夢幻。
3.首爾︰清溪川聖誕慶典
首爾的聖誕氣氛比香港更加濃

厚，市內有不少大型的聖誕慶祝活
動，當中更有不少場地會開放至明
年1月，不論是聖誕或是跨年都可
以好好享受冬日的首爾！
4.巴黎︰香榭麗舍大道聖誕燈飾
巴黎香榭麗舍大道被譽為巴黎最

美麗的街道，每年聖誕大道燈飾五
光十色，充滿聖誕氣氛，成為巴黎

聖誕的打卡熱點。
5.倫敦︰海德公園聖誕市集
去倫敦，當然要去海德公園、倫

敦塔橋、Southbank這些地方逛聖
誕市集！
6.紐倫堡︰紐倫堡聖誕市集
每逢聖誕都會上演芭蕾舞劇《胡

桃夾子》的故事背景就在德國紐倫
堡！這裏有聖誕市集之稱，是擁有
號稱歐洲最大、最傳統的紐倫堡聖
誕市集。
7.維也納︰歐洲歷史最悠久的聖

誕市集
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聖誕期間市

內會有大大小小市集，要數最大型
而最有氣氛一定是市政府廣場前所
舉行，同時也是全歐洲歷史最悠久
的聖誕市集！
其實，今年香港有很多不同的地

方已經見到節日燈飾，像尖沙咀、
中環等一帶已經有濃厚的聖誕氣
氛，只要你經過每一個大型商場也
有不同及好特別的聖誕裝飾及音樂
圍繞着大家，最重要的是網上購物
以及實體購物也有很多朋友為了令
到自己家中有聖誕氣氛，早在聖誕
節前夕已經購物布置，將不能夠去
旅行的資本投資在自己香港本土市
場，這便是我們希望見到的！在普
天同慶佳節裏，祝大家聖誕快樂！

今年聖誕氣氛濃厚

在社會中有流行的這麼一句
話，現在最讓我們感到焦慮的就
是我們的體檢報告。這也在一定

程度反映出我們當代人因為工作等各種原因，
忽視了自己的健康，健康的問題愈來愈多。打
一個比喻，如果說創業的風險分為10級，而當
你身體出現毛病時，創業的風險就達到了最高
等級，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如果你在利潤上的
暫時虧損，在下個階段或其他方面，你努力做彌
補，這種虧損總會彌補回來，這種風險也都會
慢慢降低，可是如果是你的健康出了問題，你的
身體器官發出了抗議，你就會明白，一切的東
西在你眼前可能都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一個人在健康的時候，可以有千千萬萬個夢

想，而當他失去了健康時，他就只能有一個心
願，那就是健康。其實關於健康，比如注意身
體、勞逸結合、規律作息等等這種話，在我們

生活中一直都能夠聽到，可能是來自關愛我們
的長輩，我們最親愛的伴侶，也可能是兒女的
一句溫馨叮囑。可是，很多年輕人都只顧着自
己想要做出多點成就，認為自己苦點累點都沒
所謂，反正年輕能撐得住，於是就埋頭苦幹，
沒有按時進餐，甚至通宵達旦地工作。那時候
也許在工作上會有一些成績，但很少人能夠意
識到其實整個事業正在走向下坡，因為健康在
被加快消耗着，沒有了健康又何談成功呢？因
為工作的原因，我常常接觸很多年輕的創業
者，當我聽到別人誇他們勤奮能幹的時候，我
總是在隱隱擔心，是否他們用健康做了代價。
如果是這樣，那絕對是不划算的。
也許我們也可以這麼想，把我們的事業比作

一棵大樹，雖然我們在創業之初也許做不出來
什麼好成績，就如同一棵大樹還是小樹苗時，
它只能努力生根在土壤裏找到養分，那時候它

的成長是緩慢的，但是它正在慢慢成長，雖然
慢，卻有一種向上的姿態。我們在創業初始時
也是這樣，沒有那麼多的方方面面要兼顧，我
們可能就只是努力做好就可以，然而如果我們
折騰自己的健康，去換取不菲的成績，這棵樹
雖然外表長得挺茂盛，內在卻被慢慢消耗了力
量，那又怎麼可能長出參天大樹來呢？
健康是成功的本錢。創業的天空非常廣闊，

精彩也是無窮無盡，有很多美好都值得我們期
待，很多人生精彩都值得我們拚搏奮鬥，但是
我要提醒親愛的朋友們，不要忘記我們的步
伐，任何的成功都不可能一步登天，我們也不
用想着和自己的健康生命做賭博，這是最大的
風險。精彩就在前方，我們不用着急，慢慢
來，找到適合自己的步伐，把我們的事業根基
做得扎實，同時保存我們的核心競爭力——也
就是健康，我們就一定能夠逐漸步入佳境。

珍惜你擁有的健康

鬼子薑鹹菜
農村裏有一種常見的草本植物，它

的花像菊花，果實像芋頭，合二為一，
美稱「菊芋」。菊芋的地下果實，大小
不一，形態各異，小個頭的像芋頭，大
塊的又像生薑。和生薑扯上關係後，菊
芋隨之有了新名稱——洋薑。
洋，是菊芋的身份象徵。許多年

前，德國人佔領了青島地區，他們攜
帶了菊芋的果實入境。菊芋有旺盛的生命
力，很快，它在中國廣袤大地上瘋長成了一
片綠色的海洋。菊芋的花兒，像菊花，也像
葵花。把這兩個特點兼收並蓄，菊芋在植物
學上被分類為：菊科向日葵屬。
菊芋的莖桿，從剛鑽出地面，就抱定了亭

亭玉立的決心，長着長着，就有3米高了。
一枝莖桿托着幾個金燦燦的小花盤，在人們
的眼前晃來晃去，真是討喜啊！美化環境，
是菊芋的優良品質之一，它還有一個大本
領——防風固沙。人們把菊芋栽種在沙漠
裏，它也能茁壯成長為鬱鬱葱葱的一大片。
菊芋根部發達，耐乾旱能力超強，它是堅貞
不屈的「沙漠衛士」，只要把它的根莖放到
沙漠裏，它就矢志不渝，最終在沙漠裏高擎
一面面金黃的旗幟。
最令人欣喜的，是菊芋的果實可以食用。

洋薑還有一個俗稱，叫鬼子薑。鬼子薑這名
兒怎麼聽怎麼彆扭，實在不敢恭維。據說，
這是老百姓出於對侵略者的憎恨，把仇恨轉
嫁到了外來物種之上，才有了這個不雅之
號。此名一經面世，即刻深入人心，如今，一
提鬼子薑，幾乎無人不知，菊芋，這個美麗的
名字反而很少有人知道。民諺云：「三月種
下鬼子薑，十月收穫報霜花。」鬼子薑的
花，除了叫洋薑花、菊芋花，還叫報霜花。
鬼子薑花期晚，每當它的花兒綻放，人們就
知道二十四節氣之一的「霜降」即將來臨。
鬼子薑和生薑同屬「薑」字輩，味道卻是

天遙地遠。鬼子薑不辣，冠名以「薑」，只
是因為外觀相似而已。生活中，人們依賴生
薑，生薑成了不可或缺的調味佳品。鬼子薑
是大眾口中的賤菜，上不了大雅之堂，它最
大的用處就是醃鹹菜。鬼子薑似乎就是為了
醃鹹菜而生，它是民間公認的「下飯菜」。
小時候，我家老院子牆角邊上種了一小塊

鬼子薑地。每年霜降過後，就是鬼子薑上市
之時。挖鬼子薑，不能挖得太乾淨，要留幾
個鬼子薑在泥土裏冬眠，到了來年春天，它
們先冒出嫩綠的幼芽，繼而葳蕤生香。院子
裏，總是有幾株長得又粗又高的鬼子薑，它
們結出的果實數量極多。將植株連根拔起，
成群結隊的「胖墩」們出土了。同根而生的
鬼子薑們各具情態。小個頭的鬼子薑，是獨
立的個體，好像一個個圓鼓鼓的小枕頭。盤
在一起的大鬼子薑，是由無數個「小枕頭」
組合而成，藏頭露尾，姿態萬千。
我家的鬼子薑有兩個品種：紅皮和白皮。紅

皮鬼子薑白裏透紅，看上去分外養眼，把它放
到鹹菜缸裏醃製好了，它的皮色仍舊很鮮
艷。鹹菜缸裏不光有紅、白鬼子薑，還有青
蘿蔔，青蘿蔔是鹹菜界的扛把子，鬼子薑也
不遜色，物質困乏的年代，它們都是老百姓的
摯愛。那年，我三姐在縣城讀高中，每個周
末騎自行車回家一趟。學校食堂裏的飯菜
貴，三姐不捨得頓頓吃。母親就把鹹菜放到
罐頭瓶子裏，給三姐帶到學校裏去。罐頭瓶
子裏有辣炒青蘿蔔，還有涼拌鬼子薑。鬼子薑
鹹菜適合生吃，嚼一嚼，那叫一個嘎嘣脆。
說起鬼子薑鹹菜，想起一件趣事。我上初

一那年，班級裏有個姜姓同學，叫姜子貴。
他家是鄰村的，距離學校比較遠。離家遠的
同學中午都不回家吃飯，有的去食堂打飯，
有的自己帶飯菜。有一次，姜子貴在教室裏
吃午餐，他帶來了鬼子薑鹹菜，正在就着饅
頭吃得津津有味。有個調皮同學搶了一塊鬼

子薑拿在手裏，嬉笑着說：「姜子貴，你的
名字倒着唸，不正是鬼子薑嗎？」幾個同學
都被逗樂，姜子貴也跟着樂。在歡聲笑語
中，姜子貴的鬼子薑鹹菜被幾個同學瓜分。
此後，同學們老是搶着吃姜子貴的鬼子薑鹹
菜，嚇得姜子貴再也不敢帶鬼子薑鹹菜到學
校吃。有個同學寫了順口溜打趣姜子貴，
曰：「姜子貴家的鹹菜缸，醃了一缸鬼子
薑。姜子貴家的鬼子薑，醃成鹹菜格外香。
姜子貴，鬼子薑，饞得同學們淚汪汪。」姜
子貴聽了，追着這位同學在操場轉了半圈。
後來，兩人成了好朋友。這件事印象太深
刻，直到現在，每當看到鬼子薑，我就情不
自禁笑出聲。
今年4月份，我去縣城新開發的風景區遊

玩。兩個園丁正把園地裏拔除的鬼子薑植株
扔到垃圾箱裏，我好奇地問：「怎麼都拔
了？」園丁回答說：「這個鬼子薑開花太
晚，領導說要換別的花種上。」另一個園丁
說：「你要是喜歡，拿幾棵回家栽上，很容
易養活。」我挑了兩棵半米高的植株抓在手
裏，拿回家種在了院子裏的空地上。第二
天，鬼子薑緩過苗來了。這堅毅的品格，真
是令人敬佩。
我也沒怎麼服侍，鬼子薑照樣開了黃花，結

了碩果。就在前幾天，我拿着小鏟子鏟開泥
土，把鬼子薑挖了出來，稱了一下，5斤多一
點。我揀選了幾個個頭勻稱的鬼子薑洗乾淨，
炒了一盤肉絲鬼子薑，上了桌，一家人都說味
道一般般。天生我才必有用，可能不是這樣
用。看來，鬼子薑的拿手好戲就是醃鹹菜。
家裏的一個陶瓷罐子派上了用場。我把鬼子
薑倒進罐子裏，放上幾個辣椒，撒上一大包
鹽，又去超市買了個柚子，剝下柚子皮塞進
罐子裏。這種醃製方法，是從作家汪曾祺的
文章裏學來的。汪先生在飯店吃過的鬼子薑
鹹菜，正是由辣椒和柚子皮搭配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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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超英遺作《新
中國郵資封片簡目
錄》。 作者供圖

●梁智鴻醫生一直強調
當醫生最重要目標︰病
人為先！ 作者供圖

1949年，蔣介石撤
退到台灣，他下令全
台灣省實施戒嚴，自
此國共展開長期對

峙。及至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
宣布解嚴，3個月後開放回大陸探
親，是台灣發生驚天動地變化的一
年——這一年，兩岸開放探親，開
啟交流，我親眼目睹乾爹等待了將
近40年、與親人隔絕，終於得以重
逢的珍貴時刻！
乾爹在家興奮雀躍得徹夜未眠，

行李收拾了一遍又一遍，手舞足蹈
活像個小孩，憶起年輕時在上海的
生活片段，一點一滴地跟我們分
享……直到天亮，吃過早飯，司機
送我們一行到機場，跟他和乾媽道
別，目送他倆踏上回鄉路途的第一
站——香港。
那時候，兩岸仍未正式通航，往

來要靠香港作為中轉站，他倆先經
香港，再轉飛上海……而乾爹在大
陸同原配所生的兒子就在上海機場
等接 ……當日留守的手抱嬰已成
壯年，離去的壯
年亦白髮垂老，
闊別近40載的重
聚，這一幕幕失
散多年骨肉親情
相逢的畫面，感
動了許多人！
乾爹乾媽大陸

探親返回台灣後
就立即約上我，
分享他們此行拍
下的大量照片，

想是因為我剛去過江蘇省工作和訪
遊，大家有更多共鳴話題——只見
許多他倆在墳前祭祖、跪拜叩首的
照片，特別是乾爹，老淚縱橫……
原來他在大陸的原配早已逝世多
年，近40年的戒嚴令衍生了多少至
親的生離死別？而大家不知不覺？
再見已是白頭、甚或陰陽相隔、已
成永別！
但見他倆後來往返大陸的次數頻

密，又在上海和家鄉寧波等地置
業，能幹的乾媽將台灣的免稅店奢
侈品和珠寶生意漸漸轉移去上海，
賣掉台灣大部分的房產，只保留敦
化南路的自住物業及一幢在陽明山
的別墅作度假用，餘生希望返回大
陸內地定居生活。
很難想像在自由社會生活多年

（尤其當社會標榜邁向「民主」）
的乾爹乾媽，竟嚮往內地改革開放
不到十年的欣欣向榮，真佩服長輩
們的目光遠大和獨到。可惜他倆在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與世長辭……無
緣見證中國大陸翻天覆地、發展如

日中天這段歲月！
每當面對當時

台灣社會多元到分
歧甚至撕裂的局
面，他倆總會回憶
戒嚴時期台灣社會
的「凝聚力」，社
會上沒有這麼多衝
突 ， 「 一 片 和
諧」，雖然大部分
民眾仍對解嚴持正
面評價。

●1987年台灣宣布解嚴，開放
探親。圖為返鄉探親的老兵。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