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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醫生曾經是我的同事，可不是嘛，一
晃好多年了。以前在醫院的時候，我在中醫
科，他在骨傷科，平日裏我倆聊得來，所以
走的近，這麼多年，關係一直很好。雖然後
來我不在醫院工作了，許醫生也很忙碌，不
過每一年的春節，倒像是說好似的，會在正
月十五之前，互相拜年。不是我去他家，就
是他來我處。

今天我來許醫生家拜年，剛好他醫院的
同事也在，因為我離開醫院很多年，所以不
認識他們。許醫生把我介紹給年輕的同事們
，並且說道： 「這位兄弟，從前也在我們醫
院工作過，是中醫科的。」話音未落，一個
年輕人立刻說： 「真的啊，我也在中醫科。
」我笑着說： 「我現在不做醫生了，是個徹

頭徹尾種地的。」
接着，這個年輕人開始興高采烈的發問

了： 「既然你是學中醫的，那你應該知道 『
扶陽派』吧，不過也未必。因為江南的醫生
受孟河派影響大，喜歡滋陰清涼藥。」聽他
這樣說，我有點不舒服，冷冷地回答： 「我
可不知道什麼扶陽派，只知道金元四大家。
」這個年輕醫生瞥了我一眼驕傲地說： 「現
在的中醫，總是喜歡補陰，什麼病都沒效果
。我覺得當今治病一定要多用，附子乾薑這
些扶陽藥才有效。」許醫生這個傢伙很了解
我，壞壞地對我說： 「大過年的，給我們講
個有趣的故事樂一樂吧。」

我說： 「好呀。宋代方勺說了一件事，
四川有個名氣很大的醫生叫石藏用，而杭州

的陳承醫生，同樣很有名。石醫生平時給病
人看病，不管什麼問題，喜歡用各種護陽藥
。而陳醫生給病人看病，則喜歡用滋陰藥。
方勺感嘆道，古醫書上說的好，真正的好醫
生，一定是根據病人的虛實和陰陽及其病症
開方。而石陳二人為了自己的名聲執於偏見
，一個愛護陽，一個偏滋陰。這是多麼可笑
又可怕的事啊。宋代曾經有俗語嘲諷他們：
『藏用檐頭三斗火，陳承筪裹一盤冰。』」

前兩天翻看報紙，一則頭條新聞標題非
常引人注目：《多得 「任何仁」 妻助夫擊
退死神》。新聞說的是香港一位人妻陳太突
然遇到丈夫心臟病突發心跳停止的情況，她
回憶起之前看過的 「任何仁」緊急救援視頻
，按視頻所教的方法，為丈夫做緊急心肺復
甦，成功救夫。

這位靠視頻教人緊急救人法的 「任何仁
」，是誰？

細讀下去，新聞裏提到， 「任何仁」出
自香港消防處早前推出神秘 「任何仁」系列
宣傳視頻，這一視頻的目的是指導市民如何
為心跳停止人士做心外壓 「心肺復甦術」
（CPR）。視頻還請到了有香港 「鬼后」之
稱的羅蘭來友情出演。這個視頻拍得很有意
思，最開始有人被羅蘭扮演的阿婆嚇了一跳

，突發心臟病。羅蘭在一位神秘人 「任何仁
」的指導下，一邊唱着 「心肺復甦術」救援
口訣Rap，一邊進行緊急救援，最後成功救
人。

這則視頻在去年上線後曾一度引爆網絡
，引得不少網民點讚轉發。在不斷地二次、
三次傳播中，更多的人了解到了 「任何仁」
所教授的 「心肺復甦術」。儘管不少觀眾當
時看到視頻可能一笑了之沒往心裏去，一如
陳太最開始的反應 「只覺得搞笑」，可何曾
想，到了緊急關頭居然真的成了續命靈藥。

參與拍攝這一視頻的羅蘭在接受採訪時
表示，談及此片，最難忘的是其中一句台詞
： 「任何仁」都可以救人。這位叫做 「任何
仁」的神秘人，實際上就是每一個人的化身
。只要掌握了正確的急救方法，的確任何人

都可以救人於危難之中。
實際上，香港政府推過不少類似的公益

視頻。這些視頻都用非常接地氣的手法，將
一些非常實用的資訊融入其中。急救法、防
治流感、防自殺，治療抑鬱症……很多資訊
與健康、生命息息相關。這些資訊若以傳統
方式呈現，大多被人忽略，而新媒體時代，
多種媒體新形式，賦予了這些資訊新生，而
新生的它們，也在危難中予人新生。

見報之日，我已在台
北參加 「2019 台北國際
書展」。之前還比較擔心
能否如期出發，因為我乘
搭的是中華航空，他們的
機師在罷工。罷工的首兩
天，出現一些亂子，但由
於航班每天都一樣，星期
六的解決辦法可以重複在
星期日使用，所以機場運
作大致恢復正常，旅客或
許要多辦一些手續，但基
本上都如期起飛。

工運固然對社會造成影響，我這
次被上天 「隨機抽樣」成為受影響的
一群，心情忐忑是人之常情。但是否
因此就責罵機師 「不顧乘客感受」、
「拿乘客做人質」呢？

勞資之間，勞方總是勢弱，而勞
方站出來爭取權益的，勢更弱。比如
這一次也不是所有勞方都支持罷工，
地勤就因為機師罷工導致工作量增加
而有怨言。可以說，罷工機師是兩面
受敵。而且，拋頭露面抗爭是有代價
的，風波平息後不久，誰知道資方會
否「秋後算帳」？香港九巴此前就有一
例，雖然在社會壓力下「暫緩執行」。

社會也不一定支持工運。輿論主
宰了風向，只要有立場，就可以寫成
一個他們想有的報道。網上就有一位

女士說，她接受了台灣某媒體的訪問
，說了班機延誤了多少時間，以及一
些支持罷工的說話，豈料新聞只有播
出她說班機延誤的情況，然後就由新
聞報道員口述罷工對乘客的影響，而
支持罷工的說話，一句都沒有播出。
這位原本支持罷工的乘客，在媒體的
精心編輯下，成為了罷工的 「受害者
」。幸好她有朋友側拍了整個訪問過
程，還她一個公道；可是新聞已出，
影響力已成，相對於報道令更多人把
矛頭指向罷工機師，她的公道倒是微
不足道。

可見，工運看似影響大，但勞方
仍然是勢弱。當然，也不應該盲目偏
幫勞方，應該了解一下勞方爭取什麼
。看了新聞，倒有點意見：對於疲勞
航班，機師是最前線、最能感同身受
的，乘客的性命交託他們手中，他們
認為需要加人手，根本沒有理由拒絕
。反而放寬酒令就不贊成了，原因都
是常識。

只要以乘客安全為第一考量，不
難找出什麼應該支持，什麼應該反
對。

明朝謝肇淛的筆記《五雜俎》卷十
四事部二，說到了考生的戶籍問題。

歷朝取士，從郡縣到鄉試，都有
禁止冒充戶籍的規定，這條規定，我
看實在不合理。

明朝一統天下，有分土而沒有分
民眾，怎麼會有冒籍？即便不是我朝
境內的少數民族，也應該讓他們考試
，何況相鄰的州縣？一般情況是，在
州縣，真正的本地人還是很少，有很
多是遷移客居的，一概禁止，整個國
家都要空了。

再舉個例子，山東臨清，有十分
之九是徽商，徽商也是臨清人啊，如
果考試不讓他們參加，讓他們跑到安
徽去考試，那不是太不方便了嗎？

這件事終於鬧大，一直鬧到皇帝
那兒。皇帝問：什麼是冒籍？底下的
人說了，甲地的人，跑到乙地去報名
考試，這就是冒籍。皇帝說：普天下
都是我的秀才，怎麼能說是冒呢？

道理確實簡單，你是分土而沒有
分民，怎麼不可以在居住地考試呢？

世異時移，現今的考試反而越加
艱難。富裕的地方，教育資源強勢而
優質，想來的人自然就多，這就形成

了矛盾，而且是一下子比較難解決的
矛盾。

有不少正在解決的辦法。許多城
市，都辦有民工子弟學校，相比起孩
子沒書讀，已經好了很多，但也只是
暫時解決，高考仍需回原籍。各地相
繼出台的人才政策中，就包含了子女
讀書考試，但稱得上人才的，依然是
少數人。

因此，中國目前想達到教育均衡
，遠比明朝皇帝以為得複雜。

京滬，人口已遠遠膨脹，早就過
了承受的臨界點，但人們仍然絡繹不
絕地樂此不疲地奔往，大城市，機會
多，但孩子去哪裏讀書，去哪裏考試
？即便不斷擴建學校，也恐怕來不及
，公平和資源，多難題正在考驗着各
級政府。

不過，普天之下的大局觀，還是
非常先進的。

逆挽詩的特點在於平地起驚雷，甚至窪
地起驚雷。以尋常句子開篇，甚至故作極為
不堪的俗筆，等圍觀者搖頭失望、哂笑不屑
之際，突然以出人意料的神來之筆，峰迴路
轉。此正所謂 「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
惜不發。」而逆挽詩中還有一細目，以一二
三數字遞進，讓逆挽更顯奇崛。

筆者曾提及的朱元璋《金雞報曉》詩就
是典型案例： 「雞叫一聲撅一撅，雞叫兩聲
撅兩撅，三聲喚出扶桑來，掃退殘星與曉月
。」 前兩句通俗如大白話，貌似村夫俗子的
打油詩，第三句驟然陡轉，令懨懨眾人為之
醒神，然還不甚雄奇。緊接着第四句豁然開
朗，大放異彩，聽者的喝彩聲也便隨之轟然
。節奏拿捏得剛剛好。原本寒酸的前兩句，

此時亦猶如牡丹叢旁的竹籬，一華一簡，相
得益彰。

唐伯虎的《登山》與此有一拚： 「一上
一上又一上，一上直到高山上。舉頭紅日白
雲低，四海五湖皆一望。」 大有 「一覽眾山
小」之感。明朝另一怪才倫文敘《題百鳥歸
巢圖》詩： 「天生一隻又一隻，三四五六七
八隻。鳳凰何少鳥何多，啄盡人間千萬石。
」 於平平無奇中湧出大哲理，道盡良少莠多
的世間常態。兩詩風格極為相似，在大俗之
中抽絲剝繭，襯出大雅。好比和氏璧，第一
次看是石頭，第二次看還是石頭，直到第三
次才曉得是塊罕有的美玉。若只看前兩句，
就錯過了一首好詩。

鄭板橋是揚州八怪，其《詠雪》詩逆轉

得更怪更突兀，第三句依然平淡，懸念留到
最後。 「一片兩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
。千片萬片無數片，飛入梅花總不見。」 千
百年來，梅雪仿似天生冤家。王安石《梅》
詩以香味區分， 「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盧梅坡各打五十板子： 「梅須遜雪三分
白，雪卻輸梅一段香。」至鄭板橋此詩，梅
雪融為一體，梅亦白而雪愈白，雪亦香而梅
愈香，再無需 「騷人擱筆費評章」了。

出來應酬，積多年社會經驗，要能從微小處
知機，才可成為受歡迎人物。跟友人茶敘，見他
看表兩次，就知該是結束的時候。

茶敘期間，好幾個人拿出手機，把孫兒女的
照片放出來，只一對夫婦沒有相同表現。你就別
問他有幾個孫。得知座中朋友患了嚴重疾病，就
不要宣布其他朋友因病去世的消息。因為兔死狐
悲，物傷其類。見兩夫婦同來卻故意分開坐，太
太對某種男人 「單單打打」，其實正在罵老公。
千萬別附和，找個機會把話題引向別處。

座上有老公失業，生活靠老婆賺錢養家，就
不要嘲笑男人食軟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

請客名單上有政見不同者，就要分配他們不同桌。如只
得一桌，就要把他們隔開坐，免得尷尬。

請客的主人家見到酗酒的某君開始到處邀請人跟他划拳
鬥酒，就要找兩個醒目朋友跟他唱雙簧或三簧，拖延時間，
不讓他喝酒。好賭的朋友突然來電找你，不用問是借錢來了
。告訴他正趕往機場，不能見他。打電話給朋友，朋友接聽
，電話裏聽到吵架聲，你可以說： 「對不起，打錯！」

朋友叫他的兒子叫你，兒子不肯開口。別等孩子的爹發
脾氣，你問孩子一個問題： 「你叫什麼名字？」如果他不答
，你說讓你猜，猜錯請他吃糖。然後
胡亂猜，他搖頭，你
說伯伯請你吃糖（最
好有糖在袋），教他
說： 「多謝伯伯！」
他多數會講。

提到日本的標誌調味品，沒人
不知道味噌。但我們對味噌的了解
，大抵像內地的醬油一樣粗淺。殊
不知正如醬油也可分為老抽、生抽
、海鮮、涼拌等不同種類，味噌的
世界更五花八門，單一的認知還真
委屈了它。

作為傳統的高蛋白發酵食品，
味噌是在黃豆、麴和鹽的共同作用
下，隔絕空氣醃製而成的。因為好
攜帶、方便入味，在德川家康時期
就成為行軍作戰的必備品，而今更
成為每家每戶不可少的重要食材。
不同地區依據製作材料、顏色不同
，也會有多種分類方法。從原料入
手，除了基礎的黃豆，加入了米麴
的就叫做 「米味噌」，加入了豆麴
和麥麴的就分別稱為 「豆味噌」和
「麥味噌」。前者產量最多，像我

們熟知的北海道味噌、仙台味噌，米的甜味融
合其中，適用於任何料理。相比之下，愛媛縣
的麥味噌和名古屋的豆味噌則分別以麥香和濃
郁著稱，一個適合涼拌一個是醬料首選，這三
分天下倒也得來太平。

不過，市面上通常還是會以顏色劃分。味
噌的顏色深淺同熟成時間息息相關，紅味噌發
酵時間最長，味道也最重。無論是江戶的甜口
還是仙台的辣口，都比較適合肉類，澆汁或蘸
取。而熟成時間最短，顏色奶黃的白味噌最溫
和，家喻戶曉的 「關西味噌」就是代表。因為
米麴比例高，吃起來非常清甜，無論配海鮮還
是煲湯都極度和諧。淡色味噌正好介於兩者之
間，混合了米麴、麥麴，用途廣泛，深得家庭
主婦歡心，用來做拉麵湯底堪稱秘密武器。

在日本，雖然超市裏的包裝款隨處可見，
但很多人還是偏愛老字號作坊。最新鮮的味噌
像冰淇淋一樣擺放在長盒子裏，可以單獨挖出
一勺，也可以幾種混合，這時候吃已經不僅僅
是門學問，更多則成了一種創意。

豬，受大眾所鍾愛，在豬年
新春節日裏，盼的是吃一道豬的
佳餚美食。烤、焗、蒸、炆，煮
法多，只要會烹調，豬的各部位
，都能做出熱乎乎的有益美食。

中國人講究食補文化，話裏
有謂以形補形，主婦想對腦力勞
動的丈夫兒女，工作竭慮之餘，
端上一盅親手燉好的愛心湯──
天麻燉豬腦。費力動手，關愛備
至，為丈夫兒女精燉補腦食療，
是普世母親表達關愛的方式，常
會藉最佳湯水來表達。選用豬元
蹄，蹄膀肥而不油膩，加上香菇
肉絲蝦米等佐料，製作巧妙，令
人垂涎三尺。

話說豬美食之中，丈夫愛吃
燒腩仔，女兒覺得叉燒最好吃，

兒子偏愛吃燒排骨、豬舌頭。嶺
南叫豬舌頭做 「豬脷錢」，過年
時奶奶（丈夫母親）最喜歡買豬
舌頭（豬脷）了，是應節性的意
頭菜，令人聯想到 「招財利」。

我憶念父親，愛吃的是豬耳
朵。坊間多用香料醬油滷豬耳朵
，把酥紅晶瑩的豬耳朵切成一指
寬的厚度，每片帶有一塊軟軟的
脆骨，買來供父親吃，他最是喜
歡了。他喜歡細嚼滷豬耳朵那一
塊軟軟的脆骨，細嚼時感覺到肉
汁從齒間迸濺而出，外軟內脆，
香濃美味，讚不絕口。

而我呢？愛的是 「紅雞蛋、
豬腳薑、三分甜醋分外香」的豬
腳薑，簡直是精彩的上品妙物，
無與倫比。

最近母親手不停地切薑，就
是為她第一個坐月子的孫兒媳做
豬腳薑醋。豬腳薑有活血祛瘀、
驅寒暖胃、溫經補血和美容養顏
的功效，一年四季均可食用，尤
其是寒涼的冬天，食後倍感舒服

，對產婦補身真是不二之選。以
前婦女生完小孩坐月子，都會煲
豬腳薑醋吃，促進身體恢復；往
昔每次我母親的兒媳婦、女兒生
孩子前，她總是親力親為，自己
親手精心準備大煲薑醋，給兒媳
婦、女兒坐月時補身。今時又看
見年邁、花灰白髮母親，悉心勞
力煮一大煲薑醋，給添丁的孫兒
媳坐月補身了。不知道她的孫兒
媳，在天寒地凍的坐月日子，吃
上一碗又一碗最具愛心的滋補豬
腳薑，感受到何等幸福。

「得人恩果千年記，受人花戴萬年
香。」這個諺語大家都耳熟能詳。佛家
說的恩果，儒家說的五倫和《孝經》，
以至基督教《十誡》中的孝順父母，都
有報恩的味道。

筆者出身貧窮，從年幼至成長都遇
到許多恩人，最重要的當然是父母親。
雖然家貧，我們三兄弟妹從來沒有缺乏
的是父母親的愛。還記得爸爸有一瑞士
手表，每到月尾前都會 「失蹤」，到月
頭手表又再出現。後來才知道，他月尾
前要到 「二叔公」（即當舖）押當手表
才能買鹽焗雞給我們享用。那是世間上
最美味的食物，因為有愛。我和媽媽感
情深厚，有許多美好的回憶。那時媽媽
織藤籃賺取家用，我負責釘好藤籃的架

讓母親編織。家中只有昏黃的燈光，那
一幕媽媽和我一起編織的畫面，我一生
難忘。另外， 「客家大姑」廖益瑛是我
父母以外最重要的親人。她對我像兒子
的愛及關懷，筆者永遠懷念。

小學時，我也遇到許多恩人。最重
要的要數班主任鄭淑雯老師。鄭老師中
文了得，她教授的四字成語學生受益不
少。某年，爸爸失業了，鄭老師給了我
一件新的襯衫讓爸爸穿着。鄭老師可能
已經忘記，但是筆者未敢忘懷。另外，
陳介廉校長的訓話、張秀賢主任教授的

數學、梁振楷主任傳授的體育、曾碧雯
老師彈奏的音樂，以及石炳基老師、李
婉琳主任、黃冬霞老師和梁嘉玲老師教
導的英文，學生不能亦不敢忘記。沒有
他們無私的教導，我們在新界邊陲小鎮
的孩子可能未可成材。

升上中學時，我特別要多謝麥靄雯
老師。她用心的教導、無私的奉獻以及
無微不至的關懷，都令我及一班預科時
的生物科兄弟受益不少。我仍然記得自
己吃的第一塊牛扒是在麥老師美孚新邨
的家裏，到現在仍然覺得美味無比。諸

祺璋校長是我們物理科的老師，風趣幽
默，令課堂十分愉快。諸校長貼考試題
目一流，令人折服。

當然，我要多謝伯母葉鳳嬌女士，
沒有她安排 「粉嶺俱樂部」讓我們在那
裏唸書，我相信大家的成績不會那麼理
想。最後，我要多謝粉嶺俱樂部一班兄
弟。多年來，我們風雨同舟，悲與喜一
起度過。在此，筆者祝賀各位師友豬肥
屋潤、美滿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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