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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充滿愛
自己一直都有追隨一些網上頻道的短片
觀看，今次想在這裏跟你們分享一些我覺
得很窩心的片段。因為我們每日工作營營
役役，其實很多時候也忽略了「愛」這個

東西，不一定要跟另一半談愛情，而是在我們人與人之
間也應該要有愛的存在，看到一些影片就是充滿愛。
其中一條影片內播放一個男士拿一大束紅色玫瑰
花，一路走的時候故意丟下其中一枝在地上，而跟隨
的一個老太太看見之後，立刻叫嚷這個男士停低，告訴
他掉下了一枝花，然後這個老太太更彎低腰拿起拾回給
他，其實是這男士故意這樣做的，然後把整束紅玫瑰送
給老太太作回贈。而老太太覺得不好意思接受，後來男
士跟她解釋，我們身邊是需要這樣溫馨的愛，然後她開
心地收下了。看她的笑容，充滿溫暖的感覺，沒錯，
我們很多時候就是缺乏這種暖暖的情感。
另一影片中看到一隻流浪小狗，在大雨中全身泥濘，非
常可憐的樣子。還看見牠身體不停在抖顫。然後有一個女
士走上前想抱起牠。但通常流浪狗也害怕人類，所以不
停叫囂，及拒絕被擁抱。但這個女士不停跟小狗說話，
然後小狗的害怕好像放低了給融化了，接受她抱起來。女
士把牠送到一間動物醫院作身體檢查，影片更把從街上拾
到的小狗一路敘述到這小狗成長。由害怕到在這個女士家
中四處走，玩得非常開心，間中更加會衝到她身上，用
脷不停地接觸這個女士，看這個溫馨畫面也令人動
容。
而我自己其中一個小小例子也可以分享一下。某天我
進入電梯的時候看見一個婆婆按下3樓，而電梯到了2樓
之後，這個婆婆便出去，我便多口問她：「婆婆，你是
不是要去3樓，因為現在是2樓，你會不會早出了。」然
後這個婆婆以非常慈祥的聲音回答我：「我記錯，我應
該是出2樓，所以沒有錯，不過非常感謝你。」
雖然我只是小小的舉動，但我也覺得以敏感的觸覺去
關心身邊的人也不錯，就算自己想多了，也總算是做了
應做的事情。希望這個世界冷漠的氣氛可以變回溫暖，
就像冬天過後便𨍭 換到春天或夏天的暖意。

《九龍城寨之圍城》
這個星期我的注意力
都被「雙城」佔據了，
包括票房節節上升，叫

好又叫座的港產片《九龍城寨之圍
城》和上星期在本欄已介紹過的國
劇《城中之城》。
挾千萬香港票房和逐個億人民
幣攀升的內地票房氣勢，讓我即使
錯過了明星謝票場，也急急找個空
檔走進戲院捧場。先說《九龍城寨
之圍城》，行內人都說是近年港產
片的佼佼者。城寨是香港人的集體
回憶，這個三不管地帶的神秘感，
烘托劇本背後的故事，用CG技術重
建城寨，讓新生代能回到「我想飲
綠寶」的年代，親歷城寨風光。
坦白，儘管重塑城寨並不容易，但
以我當年經常進出城寨留下來的印
象，這個砌出來的城寨，只能反映當
時陰暗的一面，其實城寨有不少志願
服務單位進駐，清拆前的歲月，也不
至於那麼惡劣，畫面不過
是為劇情需要而堆砌吧！
《九龍城寨之圍城》
的成功，我認為應歸功
於鮮明的角色塑造。古
天樂飾演的龍捲風和伍
允龍飾演的癲喪反派，
都令觀眾耳目一新，洪
金寶仍是洪金寶，任賢

齊在片中不修邊幅的扮相，可說是
徹底犧牲，郭富城大配角的演繹，
相信又是一場畀面派對，劇本故事
完全環繞林峯（見圖）的角色發
展，並沒有迂迴曲折，節奏隨武打
場面拍和，拳拳到肉打得精彩。
這套純官能刺激的影片與我過去數
周一直追看的《城中之城》有天與
地的分野，前者黑社會黑吃黑，說的
是上一代的恩怨，不應禍延下一代。
但另一邊廂，我看罷40集《城中之
城》後，還是存在「難為正邪定分
界」的迷思，爭取業績與程序犯錯是
否無法走在同一條線上共存？從沒反
對犯法要受制裁，但此劇的導演，成
功利用主角于和偉與各個角色人物的
對手戲、對白和煽情的手法，令觀眾
暗地裏對趙行長的遭遇感到不值。
無論是搖搖欲墜的九龍城寨，還
是石屎森林的金融中心，人面獸心
與獸面人心處處皆是。戲劇如人

生，冥冥中把偷渡來
港的林峯帶回城寨，
也把一生清廉的于和
偉幾乎逼上輕生之
路，命運常是解說不
公平的道理，在畫面
上替角色不值，總
好過在現實中偏我
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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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長發現幾歲的
女童內褲有異味，而
且分泌物多了，非常

擔心而求醫。
其實正常的女孩子也可以有分泌
的，一般是清或淡黃色沒有異味，正
常的陰道有不同的細菌和真菌互相制
衡。以下原因可引致分泌增多：
1.如過度清洗，有些人生怕自己不
乾淨用一些女性清潔用品、消毒藥
水清洗，將好的細菌殺死了之後失
平衡引致念珠菌發炎。
2.當女童近青春期時，荷爾蒙水平
的變化可能導致陰道分泌物增加，
這是正常現象。
3.女童可能會將異物（如紙、玩
具）放入陰道中，刺激陰道組織，
引起分泌物增加或感染。
4.常見的陰道感染包括念珠菌感染
（酵母菌感染）和細菌性陰道炎。
導致分泌物顏色變化可以白色、黃
色或綠色、有異味、痕癢或灼熱感
等症狀。
5.某些疾病例如糖尿病，用類固
醇醫哮喘後，尿道發炎，某些原因
要用抗生素等都可以引致念珠菌發

炎。
首先是要有耐性問清楚她的生活習
慣，例如是否用一些特別的清潔劑灌
洗液去清潔？用很多香料的的肥皂引
致皮膚敏感？喜歡食甜食血糖高？穿
不透氣的尼龍內衣褲？其實最好是棉
質的內衣褲，用普通花灑清水清潔，
用乾淨的毛巾或紙巾吸水，去公眾洗
手間最好自己帶紙巾，以免紙巾放在
一些比較潮濕的櫃裏面而受潮令細
菌滋生。平時便後清潔時紙巾是由前
向後還是由後向前？原來有些反覆尿
道發炎的成年人都不知道應該由前向
後抹，否則就會將肛門口的大腸桿菌
帶入陰道或尿道。
醫生可以憑經驗判斷這是正常的
分泌還是細菌性或真菌性的感染，
也可以取一些分泌物種菌看是什麼
菌感染？需不需要治療。治療的方
法可以局部用藥或者口服藥。
另外要很小心問女童有沒有放一
些異物進去？有沒有同某些人玩？
包括小朋友、大人和照顧者，從小
要教導她們不要讓其他人碰自己的
私密地方。要將所有的可能性排除
才能得到最有效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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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語有云：閻王叫你
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
更！意謂：嚴重的，生
死有命。

沒那麼嚴重：身體狀況不容勉強，平
時注重健康飲食，運動均衡，可能令你
外表長得比較年輕，活動比較利索，但
卻不保證無病無痛到長壽；身體狀況出
現問題，往往在你措手不及的時候突然
殺到。
一位親人從年輕開始便十分注重運
動，也留意飲食，作息有序，每年必去
旅遊數次。兒女成長上大學之後，整個
人更加放鬆。及至成為外祖母、祖母，
偶爾接一些工作Project，做完即止，不
慵懶，也不過分勞累。
無奈首先出現問題是脊椎，她是那種
跟朋友去日本和歌山走熊野古道、去法
國普羅旺斯徒步古鎮遊、去意大利中部
古山城、去加拿大西部崇山峻
嶺、去南美洲印加古道……從
10天到數星期遠足行山的發燒
友。無奈從不斷的腰椎及髖骨
痛楚開始，照磁力共振尋出
病因，微創手術治療後，卻又
不補養，繼續行山遠足甚至漫
步跑山；勸阻無效，過去兩年
終於舊患再臨。醫生最初提
議，先不要立即開刀做手術，
嘗試以物理治療看能否改善。
經過物理治療及中醫針灸之後
一段時間，傷患依然痛楚，更
引致行動不便！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驗身
又發現身體其他內臟出現狀

況，為免治療之後脊椎的問題未解決，
同時處理兩大問題，怕她身體負荷不
了，提議先處理好脊椎問題，讓身體強
壯過來才可以做另一部分的手術治療。
親人不禁微帶埋怨：一生不抽煙少飲
酒，飲食均衡，運動沒做少過，可來到歲
數仍未過分老大，卻落得一身病痛？
勸慰她：世上不少事情跟種瓜得瓜種豆
得豆的理所當然想法往往背道而馳，健康
與生死更非一加一等於二般簡單方程式。
年輕時生活檢點，切勿過分糜爛，更
需時刻注重健康。年長了，留意身體變
化，稍見異常，必須檢查。小病變患
疾，往往源於輕視身體異變。例如便
秘，很多人當作上火熱氣，隨便到涼茶
舖飲一兩杯廿四味，或者飲幾支凍鮮
奶，為求輕瀉，便當沒事。更有些人遇
上嚴重便秘，自我逆行醫治，長期不吃
東西，純粹飲些湯水，以為這樣便避過

便秘，誰知這是大腸癌的
先兆？
諱疾忌醫，沒勇氣找出
病因，去到身體支撐不
到，才尋找醫生醫治，往
往過了黃金治療期，大腸
癌去到第三或第四期，病
毒已經擴散，手術後化療
只能夠惡補，最終擴散到
其他身體部位，等不了太
長時間，一年半載或頂多
兩年，最終被癌細胞戰
勝，無端浪費寶貴生命，
每每見到同類事例，除了
搖頭嘆息，實在別無補救
方法。

病 痛此
山
中

此
山
中

鄧達智鄧達智

曾經有兩份
報紙在北京最
有 影 響 力 ，
《北京晚報》

和《參考消息》，前一份是平民
百姓的讀物，每天傍晚出報，
我是小學生的時候，2分錢一
份，學校分派我們去賣報紙，我
不敢叫賣，賣不出去，結果家裏
全買下來。另一份《參考消息》
是內部的，要有一定級別的人才
能看到，還有特大字版，供老年
者閱讀。我有兩個寫文章的朋
友，都因為在《北京晚報》撰
文，大大地出了名，有點像香港
的《頭條日報》。「文革」結束
不久，經濟改革開始起步，過去
以國營為主的行業，卻變化得
十分緩慢。北京生活出現諸多不
便比比皆是。1984年，我的朋友
在晚報編輯副刊版，開設一個
「居京瑣記」專欄，他寫好約稿
信，複印百多份，發給作家們，
約請在北京的文人撰稿。
韋君宜《京滬生活比較論》，
談北京與上海生活的差異，從上
海來到北京，找不見飯館，天剛
黑，很難找到一個亮燈的飯館。
單位食堂以麵食為主，買米飯需
要米飯票。冬天北京人以大白
菜、蘿蔔之類為主。冬天來臨，
賣大白菜的地方，總是排長
隊，各自買好拉回去，放在家
裏，吃上一冬天，排隊買大白菜
是大小胡同的一大景觀。

蕭乾寫來文章《「泡」》，談
在浴池理髮的經歷。董樂山寫
來《問路》，談北京道路命名
的混亂；吳祖光寫來《洗衣
記》，談洗衣店對不同顧客的
刁難；周汝昌寫來《救救胡
同》。駱賓基的文章是寫北京
的出租車，題為《「的士」和
「巴士」》。駱賓基在香港住
過，才會寫出這個題目，被我的
朋友改成「談談出租汽車」。講
的是北京寒冬2月，他的一個香
港朋友，年過六十且有寒腿病，
與筆者共餐分手後因為找不到出
租車，在大街上凍了1個小時。
60多年過去，寫文章的大文豪
們都已經不在了，我的編輯朋
友也進入晚年，但是北京的出租
車情況依舊，只是形式不同了。
現在都是網約車，我們這些不在
北京和內地住的，不會網約，
只有在大街上招手截車，也是寒
冬2月，所有車，包括打「空
車」的出租車，一律不停，最後
沒辦法，只好找朋友代為網約，
不到10分鐘，車來了。
「居京瑣記」是一個很好的題
目，季羨林先生的一本散文集用
了這個做題目，記錄他在北京的
生活點滴、所見所聞及思考感
悟。不知現在的《北京晚報》或
哪家報紙是否會再做這樣一個
專欄？60年後，對比當初，寫寫
北京的新和好，也寫寫不足，該
是挺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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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知道琳琳姐（李琳琳）演
出電影《從今以後》後，我便一
直期待。我已忘記上次看琳琳

姐的演出是何時，但她飾演的江雨薇、豆
豆、李鳳姐、林詩音、祝英台、翟粵生等角
色卻一直在我的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因
此，我很希望再次觀看琳琳姐的演技。
很多人以為《從今以後》是琳琳姐的出山
之作，其實她早於2021年已經參演妮歌潔
曼來港拍攝的美劇《Expats》。
4月中，我收到琳琳姐的邀請，出席她為
親友安排的特別場。我太高興了，因為不但
可以觀賞我期待已久的電影，還可以與影片
的女主角同場觀看，真是喜出望外。
一個星期日的早上，我很早便到達戲院，
琳琳姐和女兒依蘭卻已經在前台恭候親友。
我與琳琳姐聊了數句，又與她在海報前留
影。琳琳姐相識滿天下，性格隨和友善，人
人都來捧她的場，全院滿座。
電影播映前，琳琳姐感謝各人在百忙中抽

時間捧場，更因為戲院在九龍區而多謝居住
在香港島的朋友跋涉前來。琳琳姐真是太客
氣了，明明是她自掏腰包請大家免費看電
影，卻說成是她打擾了大家，令我感受到快
將失傳的傳統謙厚美德。
琳琳姐說依蘭為了安排那不斷更改的數百
座位，已經忙了很多天，真謝謝依蘭為我們
費心。平時我們看舞台劇時，監製們總會宣布
在演出後設有演後座談會，讓觀眾分享導
演、編劇和演員的創作經驗。依蘭真幽默，她
也像舞台監製般提及演後座談會，不過她卻這
樣說︰「演後座談會、分享會等——我們全都
沒有。」未看電影前先欣賞她的棟篤笑表演。
電影開始，是琳琳姐與另一位女主角區嘉
雯在郊外散步的場景。銀幕上的琳琳姐令我
眼前一亮——她多年來都是蓄短髮穿長褲，
給我的印象是斯文嫺雅的好妻子和好母親。
沒想到電影中同樣是蓄短髮穿長褲的角色
Pat，在琳琳姐以她的精湛演技演繹和造型師
的巧妙包裝下，竟然真的滲出女同性戀者的

味道！讓我看到功力深厚的演員的多面化。
飾演女同性戀者並不容易，除了演技是否
能夠駕馭角色的難度之外，導演和演員選取
演繹的角度也有很多考慮。我喜歡《從今以
後》中的Pat和Angie，讓我看到的是兩個相
愛、彼此關心和扶持數十載的人，超脫了性
別的局限。
看戲後的下午，我還未來得及撰寫訊息多
謝琳琳姐，她竟先發訊息謝謝我捧她的場。
數天後，她又發來我們的合照。那天她邀請
了數百人看電影，可以想像她花了很多時間
逐一向親友致謝和發照。琳琳姐真是一位令
人敬愛和窩心的前輩啊！我期待再看到她的
演出。

再睹琳琳姐的風采
小蝶小蝶

演
藝
蝶
影

演
藝
蝶
影

我的母親不過節
有些時候，我很厭煩母親。她就像我
的一個影子，跟在我的身後，天冷了加
衣，感冒了吃藥，牙疼了休息，變天了
會下雨，她總是預測得那麼準，比天氣
預報還要準，叫我覺得很神奇。慢慢
地，我知道了，那是她獨特的生物
鐘——以孩子的冷暖痛癢為度量，她習
慣了這種擔憂。她的心特別小，芥菜籽
那麼大小，小到裝不下她自己，全是孩
子的日常。
有些時候，我很厭煩母親。她吃飯
總是最後一個，剩菜、麵條湯、變硬
的米飯，她都包圓，好吃的菜餚總是留
了上頓留下頓。每當家裏包水餃，她都
會悄悄盛出來一碗，第二天早飯給我
煎水餃。油鍋裏「滋滋啦啦」響，她
不住地翻個兒，炸至泛黃。睜開惺忪
的眼睛，就能吃到金黃酥脆、滿口肉
香的煎水餃，我覺得這就是最幸福的
事情。
很多時候，我對不起母親。我是個
RA患者，需要她的照顧。因為我的存
在，她失去了很多本不該失去的機會，
她身上背負十字架，好像我的病也是
她的一部分，她負責分擔和承受。她不
能生病，不能走遠，不能到處旅遊……
記得剛得病那會兒，有一天我對她說：
「別給我治（病）了，你和我爸好好生
活，就是我的心願。」她沉默不語，扭
頭跑了出去，回來時手裏多了塊西瓜，
「沙瓤的，快吃！」好像什麼都沒有發
生過，她說道，眼裏的淚分明還未乾
透。很多年過去了，淚痕依然未乾，在

我心裏化成一條小河。
她還是累倒了。把自己掰成好幾
半，一半洗衣做飯，一半按摩治療，
一半縫補苦難，一半擔憂明天。住進
醫院，我才重新認識母親。打吊瓶
時，她微皺眉頭，針頭鼓了，滲出大
片鮮紅血跡來，她也「哎呦」叫出聲
來；輪番去做各種檢查，她穿寬大
病號服，在長長隊伍裏穿梭，顯得那
麼瘦小，像是小了一號的她，我的淚
再也抑制不住，肆意流淌。好在是醫
院，生死來來去去，無人注意你的失
態。愧疚在我的心底瘋長——她的病也
是她的心結，源自20多年來的負重前
行。一個「病」字，足以鉗住一家人的
生計，而身體的殘缺，勢必打翻人性
的考驗。我看到了另一個母親：衰老
的、膽怯的、焦慮的、精神恍惚的，
她像個做了錯事的孩子，的確她就像
個孩子，晨起驗尿時打翻了試管，把
體溫計忘記放在哪裏，服藥時擰不開
盒蓋……我能做的很少很少，她給予
的太多太多，這就是愛的失重。
這個世界上，有多少孩子就會有多少
苦心孤詣的母親——母親心裏的苦，
釀出生活的甜，所以，母親從來都是創
造奇跡的人。她們養大了孩子，也養大
了苦難。她們討生活時不得不低下頭
來，躲閃世俗的眼光，不知對人說過多
少次「對不起了」、「添麻煩了」，可
是，命運的屋簷下，沒有規律可尋。
她們屈尊順服，她們嘗盡冷眼，她們
潑了命似的豁出去……她們不是神，她

們平凡如斯，如老屋後面的一蓬野草，
不過是替孩子遮擋風雨，挺起胸膛做
人。有人說，母愛如詩，實際上，母親
本身就是一首詩，卑賤、苦痛、頑韌、
正義，直到有一天我們做了母親，才
會真正理解這首詩的內涵。
人至中年，我愈發體會到母親的選
擇。我的厭煩也是我的深愛，我的失
去也是我的獲得。毫不遮掩地說，我
的母親從不過節，更遑論母親節，去
年的母親節，我和她在醫院裏。她倒
是在這些日子裏，想起自己的母親，一
個年過八旬的農村老媼。她的心很
小，很細，芥菜籽那麼大小，但它能
裝得下整個宇宙。詩人佩索阿說：「我
的心略大於整個宇宙。」我想詩人身上
一定披母性的光輝。被這種神聖的光
輝所覆蓋，猶如神的降臨，把人引向
一個遼闊而無垠的自由之地。
母親的病痛，最終也成為我生命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執筆書寫，把生
死的無常、心底的憤恨、長夜的孤獨、
額頭的新雪，把零零碎碎的日子填進
稿紙方格裏，就像寫進靈魂深處的懺
悔書。我突然頓悟：我無論寫什麼，
都是在寫母親，寫母親正在經歷的和
將要經歷的事情，替她向命運說一聲
「謝謝」，正如老天對我的眷顧。
我這一生，永遠走不出母親的腳
印。有她腳印的地方，就有我的庇
護、我的甘泉、我淡淡的憂傷。那是
一個孩子永恒的眺望，那是一位母親
恒溫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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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琳姐和女
兒依蘭攝於在
《從今以後》
特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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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少病痛，平素健康
的人，來到人生一些樽
頸段落，身體不同部
位，必有修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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