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
讀

者們，
你可回
憶起如
何成為

《松柏之聲》的讀者嗎？
相信大家的情況均有不
同，以下是一些老友記
告訴編者「初遇」《松柏
之聲》時的片段，你是
否亦是其中的一位嗎？

一天我往
民政事務處查詢
有關事宜，在等
候接見時，無意
中發現《松柏之
聲》，當日亦有
一位職員替我填
寫索閱表格哩；

我參加老
人中心的課程時，姑娘
介紹我閱讀《松柏之
聲》，她叫我留意每期
《松柏之聲》介紹新穎老
人的活動消息；

我的女兒在我 5年
前未退休時，替我申請
到一份《松柏之聲》，她
說怕我退休後無聊，不
知如何安排退休生活，
她叫我多讀《松柏之
聲》，學習退休前的準備；

我曾向社工談及因

老伴體弱要我照顧，她
叫我參考《松柏之聲》
的內容，多了解老伴的
需要，以及如何疏導壓
力，令我更充滿力量照
顧老伴；

仔大女大，再無需
要要我照顧，我與老伴
都希望追求我們喜歡過
的生活，我們發現《松
柏之聲》是老伴上網時
搜尋到的，《松柏之聲》

給了我們很多晚年生活
的最佳資訊；

我也不知誰人介
紹。有一天聖雅各福群
會寄來一份《松柏之
聲》，查問他們也不知，
只知道是一位關心我的
一位朋友替我申請的；
我真是非常感激那位朋
友，因為我喜歡閱讀，
況且《松柏之聲》是本
港唯一一份專為老人而
設的刊物，對長者有益

及有建設性；
我聽電台介紹《松

柏之聲》的健康講座，
那時我剛患了糖尿病，
知道《松柏之聲》舉辦
「治療糖尿病」講座，我
當然參加哩；自始後凡
是《松柏之聲》舉辦任
何健康講座，我都參
加，因為確實對我養生
保健有莫大的指導性作
用；

20 多年前，
當我仍是 40 多歲
時，我看見爸爸每
次看完《松柏之
聲》後，都滔滔不
絕地講《松柏之
聲》的內容，因此
吸引我閱讀的興
趣，不知不覺間竟

也成為《松柏之聲》的
「粉絲」囉。

無論大家如何初遇
《松柏之聲》，總之令
《松柏之聲》可為大家服
務是我們的光榮，期盼
大家可為更多老友記製
造多些與《松柏之聲》
的「機遇」，助我們可
為更多讀者服務，繼
續助燃我們的光
榮，使到更光更
猛。

編者的話編者的話
◆ 陳炳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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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柏之聲》並無當局任何經費資助，乃全仰賴各界善長捐款以可維持，善款多少不拘，如蒙厚愛，敬希惠寄郵票、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松柏之聲」或（St.James' Settlement）；
並請註明捐款人姓名、讀者編號（若有）、地址或電話，俾便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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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髮滿頭及缺乏修剪，不但令人
感到當事人精神萎靡不振，面

容倍感憔悴污穢以及毫
無尊嚴。

事實上，對體衰力弱及行動不
便的人士來說，能可出外修剪花髮
以整理儀容，也非件易事之餘，雖
可在別人扶持下，出外求助坊間的

理髮店，也可能會被拒於門外，因
為後者恐會引來其他顧客的側目；
若家人缺乏剪髮工具及技術時，隨
意為他們修剪額上「煩惱絲」時，結

果也可能不能達到理想之效；試問，
如何可令他們活得有尊嚴，精神抖
擻及毫無自卑地過每一天呢？

由聖雅各福群會主辦及攜手扶

弱基金贊助的「到戶理髮服務」，乃
由一群熱心剪髮義工組成，免費到
無論獨居或與親友居住之行動不便
長者、智障人士及傷殘者家中作出
剪髮服務；或可往公營或私人老人

院舍、智障人士院舍及康復院舍為
有需要者服務。

藉著節日來臨及新年將至，親
友到訪的機會增多之時，病弱及行

動不便的長者及
人士，實是需要
洗去予人有頹敗
及日暮之感覺，
確是要有一煥發
面容與親友會面

交誼，請與聖雅各福群會聯絡，
以可盡早有義工到戶作出剪髮
服務吧。查詢熱線：2831-
3283。

李甯漢，七十多歲，著名中醫師，
香港中國醫學研究所所長，清

華中醫學院教授，所編寫的《香港中
草藥》第一至八輯共賣出近十萬本，
有「現代李時珍」及「香港神農氏」
之稱。

一次偶然機會下，他參觀了一
位同業的草藥展，撩動了他對中草藥
的興趣，還為此跑去學習攝影，自
此成為植物攝影專家。這些年來，
他背著重甸甸的相機通山跑，拍下的
植物圖片已逾萬張。面對路邊每一棵
不太起眼的植物，他都珍而重之。
輕輕拾起一片小葉，在手上搓一搓、

嗅一嗅，甚至拍下它們的大特寫，
已教他樂上半天。

過去數十年，他一直與一群志
同道合的專家，包括已故老師莊兆祥
教授、國際植物學權威胡秀英博士
等，翻山越嶺、走遍山幽溪澗，尋
找中草藥的芳蹤，至今共整理過千種
中草藥資料，並編成本港開埠以來最
完備的中草藥漢英雙語資料庫《香港
中草藥》一至八輯。「很多人會說我
是傻佬，幾十年來通山跑採藥及拍
照，但是你有你講，我有我做，當
做出成果，又會有人妒忌。只要問
心無愧，做人自然快樂。」

在這樣緊張的大都市，當大家

都被緊張的日常工作所
充斥著，難得李教授還
能忙裏偷閒，在 1989
年至 1994 年間修讀古

典文學，學習詩詞寫作，自得其樂。
「讀詩真的很辛苦，然而我明白到成
敗只在一線間，在面臨最艱難的時
候，亦是最接近成功的時候。」

他最感快樂的成功，是對中草
藥研究有貢獻。「有次我問胡博士：
『生活有啥意思？』她說：『生命在於
貢獻。』這很有意思！若你只顧吃得
好穿得好，那做人有甚麼意思呢？
我也試過到瑞士探望子女，足足閒坐
著兩個月沒事做，感覺像是生命提前
結束，才赫然明白，原來人生最痛
苦的是寂寞。」

現階段的他經常能保持平和、
寧靜的心態，享受詩情畫意的精神生

活。「快樂就是隨心所欲，像我這份
人很簡單，行山、影相、飲茶、看
電影、寫詩等等，對我來說都是每天
的快樂事。雖然我的生活不富有，但
卻很多采多姿。」

••「
生
活
就
是
天
天
快
樂
，
活
得
姿
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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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戶理髮服務
關懷社區關懷社區

◆ 黃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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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掃描人物掃描
◆ 鄧明儀

短評短評
◆ 岑家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