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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ortage of doctors in Hoing Kong
has long been exisiting and has aroused
much controversies. It is not a problem of
the medical field alone, but converns every
single individual. It is of prime importance
for the existence and well-being of the

society. Both to relieve the burden of the

Government, esp. in this season of insufficient
medical service, and to ease the stress of

people on their health, there lies no reason
to have the basic medical knowledge sequestered
sequesteredfrom them. It is then a step towards

The prestige given by the people to
medical personnels, sometimes extending to
medical students, is beyond excess. In fact,
there is no reason for the higher status

conferred, because they are but one of the

sectors serving for the common benefit of

the community. Many of us secured their

by Health Committee

medical profession training often at the expense

expenseof complete isolation with the masses
whom we will be serving.

A project as vague and simple as a
health exhibition held by inexperienced
hands does not mean to bridge up the ever-

existing gap between medical students and
the community. It acts little more than as a
means to bring some of our colleagues to
meet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mmunity, to

express our concerns towards others and to
feel the common complaints of others, to
initate our interest on the society we are

living in and will be serving. It is our earnest
wish that the public will find medical students
no strangers to them. It is a step of prime
importance in winning the patients’ confidence
confidencetowards doctors, and finally, in raising
the standard of medical service.

Professor Gibson had given us a good
advice: “The public is not interested to learn
how clever our medical students are and how
much they know, and it will be a poor exhibition
exhibitionif it aims to tell them that. Work hard
in collecting material relevant and likely to
be understood by the man in the street and
seen from his point of view, not yours.”

What we exhibit must be tailored to what
we need, and what the public need. It is
our duty to survey on any misconceptions,
bring these forth and clarify them. Make it
a chance to learn th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background,the attitude of the public, and the

implication of different diseases. All this will
widen our knowledge on the diseases, and
will help us in future practice.

One’s moral philosophy can only be built

through actual and patient contact with one’s

surrounding: it is we who are benefited most.

Blessed are those who can reach their

goal, in spite of the everlasting distractions

they meet on their way.

STUDENTS’ PART ON DOCTOR SHORTAGE

— wkit doeo a Iiecdtlt exhibition mean —

this goal that a health exhibition is pa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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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a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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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f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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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ind

the Céphalosporins.

Glaxo
GlaxoHongKongLtd., -

9th Floor,BlockB,Watson’sEstate
North Point,HongKong.

Telephone:5-719261

NEWS FROM THE HEALTH
COMMITTEE

Contents of he Exhibition held in
September:
1. Common Cardiovasoular Diseases.
2. Personal and Community Hygiene.
3. Child Health.
4. Mental Health.
5. Social Evils: Alcoholism, Drug

Abuse and Smoking.
6. Sex and Adolescence.

NEWS FROM THE FPA

The Medical Adviser of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Dr. Pang, would
like to invite all medical students to see
the Vasectomy operation performed.
Place: Hennessy Road, Hong Kong.

Ma Tau Chung Road, Kowloon.
Time: Wednesdays, 10:30 a.m.

Mondays & Thursdays, 1:30 p.m.

Those interested please enter their
names together with the time and place
preferable through the Medical Society
letter box. Individual notification will be
made after the visiting timetable is
arranged.

Deadline for Essays
Please note that all essays for

publication in any coming issue are to
reach the Editorial Board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preceding that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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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Emergence of Biomedicine

as a Science Benifiting all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by DR. E. E. Guile

Dr. GuilefromBoston,Massachusetts,
is presentlyin HongKong. He completed
[usstudyin dentalmedicinein the Univeri

Univeriuty of Pennsylraniaand epidemio’ogyin
he Universityof Californiaat Berkeley.

He has taught at Harvard University,
chool of DentalMedicine.

Medicineas a scienceis on the ascundency.
ascundency.Tremendousadvanceshave
been made in the knownledgeof the
human organismsince the emergenceof
man. The major systemsof the body
[ave been discoveredand their primary
[unctions partially understood. Great
trides have been made in the discovery
of causationand in the controlof many
!nfectiousdiseases.Thiscanbe attributed
in part to the advances made in the
ccience of public health. Throughthe
courseof thesemanyadvancestherehas
ueen a tautalogicalrelationshipbetween
the contributionsmade by clinical meclicine
meclicineandby thoseof biologicalresearch.

In spite of all these phenomenal
cloevernents.many problemsof hcalti
niuiri for the worlds people. Even

though medicalscienceis on the acendency.
acendency.diseasebothchronicand infectious

on the rise as well. Thereare also a
series of fundamentalquestionswhich
iriust be answered.

The transference of emphasis from
cure to prevention

More of modern medicine is pciccupied
pciccupiedwith cure than with treatment.
Fhere will perhaps always be some
disoasesin the populationto be cured.
I lowever,the overwhelmingemphasismust
1)0 shiftedfromcurativecareto prevention
os a progressivestep.

The riceof modernhocpitalsin indu$tibil
indu$tibilcountriesas the principalmeauisof
:,iio and the largesteconomiccomponent

of the health system exemplifiestri3
orirphasison cure. The hospitalis the
institutionwhichhas the heaviestconcenration
concenrationol healthcare talentand personnel.

It the moneythat is spenton hospitalcost
is spent at an eirlier point on the pro-
hospitalizationstages we would in turn
jet a reductionin overall expenditures.
This illustrationpoints out the need to
develop more dispersedcommunityand
‘.illagehealthcentersto providefor basic
health needsat an early stagein illness.
Many diseasesthat aro treated at this
staged are curedbeforethe necessityof
being admittedto a hospital.

More patientand publiceducationis
necessaryas a prorequistofor preventive
medicineto be informativeand effective.
The people must be highly Informedon
the precautionstheymusttake concerning
their health. Too much of medicineis
mystifiedand kept on an esotericplane
above the heads of the public. Health
principlesand medicalknowledgemustbe
decodedfor the averagelaymanto underste
understend

The Hiatus between knowing and

doing

ModernBiologicalsciencehas accuniulatod
accuniulatoda vast quantityof knowledgeon
the organic systemsand theIr function.

Sometimesit takesyearsfor a newdeveopment
deveopmentto be implimentedinto practice.
Sometimesa new developmentgathers
dustin the libraryand is not usedat all.
There is a seriousgap betweenpresent
dayknowledgeonthe onehandanduseful
practicalapplicationof that knowledgeon
the other. In some instancesa given
advancementsuch as kidney dialysisis
too expensiveto be institutedover the
entirepopulationwhichneedsit. In other
cases the sluggishnessof the social
system is responsiblefor the lack of
implimentationof new ideas. In far too
many instancethere is a serioushiatus
betweenknowingand doing.

The Shortage of Personnel

Oneof the realacuteproblemsfacing
health care in the worid is the shortage
of workersand skilledpersonnel.Dentists
and physiciansare in short supply in
practicallyall the worldscommunities.At
present rates of populationgrowth the
ratioof doctorsto patientsis goingto get
worse. in order to aleoate this serious
puobemseveralinitiativesmustbe made.
ihe heath care systemmustgreatly inciease
incieaseme trainingof medicalpersonnel
in all categories.

Someof the burdencan be alleviated
for the dentist and physicianif more
auxiliary personnelare utilized such as
physicianand dental assistants, It has
beenshownthroughthe workof the bare-
loot doctorsin Chinathat personnelwho
have been trained for six monthsto a
year can performmanySimpletreatments,
savingthe physiciansmuchtime. If the
case is complicatedthen it is immediately
referredto a regionalhospitalfor treat-
merit by a physician. Developmentof
associatec1medicalpersonnelis and important
importantapproachto the longrangehealth
manpowerproblem.

Another tactic toward handlingthe
heath manpowerproblemis to rely more
on the science of epidemiology. The
entirecommunitymustbe lookeduponas
a patient. Ahen this is donethe spread
of lIlmessthroughthe populationcan be
curlaued, Moreoverthe causeof many
diseasesboth chronicand infectiouscan
be deterniinedby usingbrostatisticaland
eprdernmoog cal methods. Epidemiology
can be brieflydefinedas the scienceof
the distribution,prevalenceand incidence
of diseasesin populationgroups. This
method recuiies much less manpower
thanthe usualtechniquesof medicalcare.
It also requiresless finances. A widely
cited historicalcase, the epiderniological
investigationof Chlorea, illustratesour
our point— this savedmanymore lives
thanby the techniqueof individualpatient
care for the disease.

Benefiting from the Past

Clearly 20th century medicinemust
studymore throughlythe vast pharmacopoeia
pharmacopoeiaof traditionalmedicine. Acrossthe
globe most cultures and people have
devisedempiricalmethodsfor treatingthe
diseasesof theirpeoplebasedon accumulated
accumulatedexperience. Up until recentlythere
has been a tendencyto reject traditional
medicineas being superstitiousand unscientific.
unscientific.It is importantthat we study
closelythoseancientmethodse.g. the use
of herbal medicines. Those that are

found to be useful in light of present
knowledgeshouldbe compiledinto some
type of internationalpharmacopoeia.

Empiricalmethodsof treatmentsuch
as acupunctureand moxibustionshould
be scientificallydeveloped further and
utilizedthe worldover for treatmentand
for anesthesiawhere it is effective.

Ancient methodsof psychiatriccare
should be studied more closely. The
legendary traditional Doctors of Africa
havebeenquitesuccessfulin curingmany
psychoogicallyill people. It is important
to researchold methodsand find out the
useful practices for the present era.
Modernpsychiatryis still at an early level
of development.

Even the questionof philosophyof
medicineand health should be studied
morecarefully. Ancientphilosophyis extensive,
extensive,variedanddeep. We shouldstudy
thesephilosophiesof the manypeopleof
the world and understandthem better.

Global Health and Ecology

The internationalcontrolof infectious
diseasessuch as small pox and yellow
fever have been in part due to the recognition
recognitionthat diseaseknowsno national
boundaries.Whatexist in the worldis a
globalsystemof healthand diseasewhich
we mustbeginto understandin its totality
moreclearly.

Sometimesit is necessaryto examine
the health conditionof society in their
historicalemergenceand in their ecological
ecologicalrelationships. Most isolated communities
communitiesof people in the world function
arounddelicatebalanceswhichhavebeen
establishedover vastspansof time. The
majordiseaseswhichaffectthe the community
communityare in a tenuousbalancewith the
community.Historicallythe populationof
certainisolatedcommunitiesis maintained
at a levelwhichdoesnotpermitexcessive
growth and is not on the other hand
decimated. This phenomenais indicative
of the balancesestablishedin nature.

Also by studyingthe intricate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betweenman and his
ecologicalmcli, we can begin to understand
understandmore about the diseaseprocesses
and their cycles in nature. The rabies
virus is a case or host specific wilh
differenteffectson varioushost. If an
enlightenedmedical systemcontrolsthe
diseasein the resevoirhost then we can
controlthe diseasein humanbeings.

Maternal and Infant Care

Amongthe mostdifferentiatedtissue
in the humanbody is the nervoustissue.
The developmentalphaseof the nervous
systemis a mostcriticaltime. If the fetus
is deficient in certain essentialnutritive
componentsthere is the seriousrisk of
causing semi-permanentdamage to the
nervoussystem. In the vast erneiging
nationsof the worldthe maternaland infant
infantcare programsare riot advanced
enoughto insurethat every motherand
infantis goingto be caredfor thoroughly.
Sometimesthe presenceof ample food
suppliesis lackingin manylocations,Not
only is this a dire threatto the happiness
and well being of the people at that
particulartime, but it is a threat to the
millions of unborn children in their

mother’swombs. The pro!ongedeffects
whichpoor maternalnutritioncausescan
reachinto the futurefor severaldecades.
Equalto the threatof malnutritionis the
threatof maternaldiseaseor diseasesof
infancy. High infantmortalityand maternal
maternalmortialitystem from these diseases.
Infants who suffer lasting effects from
theseafflications,are an extra burdento
society. Consequently,the societysuffers
from the lack of completelyfunctioning
individuals.

The expendituresinvestedin a strong
maternaland child health programare
probablythe bestinvestmentsof the health
dollar. If the people are strong from
infancythenthe costof healthcareamong
the future middle age and older age
groupswillbe lessanddiseasesminimized
to a greatextent.

Many internationalagenciesare discussing
discussingthe mportant issue of family
planning. This is a particularimportant
issue in deveoping countries. Family
panningin the developingcountriesmust
be placedwithinthe contextof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In circumstanceswhere
the maternaland infantcare servicesare
low and non existantand infantmortality
is high there is a distinctpossibilitythat
there will be no progenyto surviveif
contraceptionis employed. Familyplanning
planningis veryimportantinsofaras the ability
to supportchildrenand on the socialimpact
impactof increasingpopulation.Nonetheless
it shouldbe developedwith in the context
of sound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Maternaland infant care representsthe
core or kernal of the preventiveschool
of medicine,and is the key to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of the healthcare system.

Conclusion

This discussionis intendedto only
touchupona few of the problemsfacing
the effortstowardimprovingthe healthof
the worlds people. In order to better
international& local planningin regards
to health,care the numerousissuessurrounding
surroundingthe problemshouldbe brought
forthanddiscussed.Researchis of course
a high priority.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be cognizantthat the knowledge
uncoveredthroughscientificresearchand
throughclinicalobservationmustbe put
into practice.

The views expressed by our

Contributors are not necessarily

necessarilythose of the Editorial Bo9rd.

The EB wishes to thank the

special support of Glaxo Hong

Kong Ltd.

Acknowled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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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Medical Society for its support
for the fund-raising film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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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46ioncd €xcItanqe

Director of SCOPE, ARMSA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IFMSA,
professional exchange is an exchange of
medical students for the purpose of their
medical studies performed by a medical
student body on one side and another
medical student body on the other. The
exchange scheme includes pre-clinical, non-
clinical and clinical clerkships, depending on
the spaces offered by the member countries.
Pre-clinical clerkships include anatomy,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Non-clinical
clerkships are pathology, microbiology,
anaesthesiology and radiology. Clinical
clerkships are clinical subjects like medicine,
surgery, paediatrics,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gynaecology,etc. Some of the clinical clerkships
are paid but mostly, one do not receive any
payment.

When IFMSA was founded in 1951 in
Denmark, it had already considered that the

exchange of medical students to be one of
the main actions of the Federation. A standing
standingcommittee on Professional Exchange
(SCOPE) was established to develop and

improve the scheme for the exchange of
medical students. By then, student exchange
was already going on actively in Europe.
In 1952, over 450 students spent a period of
practice abroad and by now 10 times more
and with increase in the number within the
Federation as well as non-member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Many of the member
countries do provide board and lodging as
standard and some also provide pocket
money as well. Travelling reduction is also
available in quite a number of European
countries and English can be understood in
most of them.

Professional exchange is still new among
medical students in Asian countries. Most
of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ARMSA do take
in exchange students from Europe but few,
if there is any, going abroad as exchange.
except countries like Australia, Isreal and
Singapore. The main difficul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change programme
between Asian countries are lack of information
informationand interest in the scheme, and financial
problems. In some places, like Hong Kong,
time is another additional factor. I believe
that developing a scheme for exchange on
reciprocal basis may help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IFMSA application form for the exchange
scheme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National
Exchange Officer of the national organisation
at a cost of U.S.$1.50. The filled-in forms
are sent to the NEO of the country you wish
to practice your clerkship, usually 2—6months
in advance. The duration of clerkships
usually last for 1—3months. Definite answers
to successful applications will be given at
least one month in advance.

(Further information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NEO i.e. the External Affairs Secretary

Secretaryof the Medical Society, HKUSU).

IFMSA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Medical Student Associations.

ARMSA = Asian Regional Medical Student
Association.

Dear Sirs,

1st May, 1974

In your time of financial difficulty, I wish
to say that your April issue contains materials
of distinct intellectual interest in a medical
school. Taken with the previous issue there
appears to be an increasing emphasis on
intellectual matters and is a remarkable
improvement over the past. May I extend
you my congratulations.

Yours sincerely,
Dr. K. C. Lam (signature)

There are complaints that
the previous issues are too
“monotonous” in that the EB
has chosen special topics for
each issue. The EB will take
these into careful consideration
considerationand welcomes any suggestions
suggestionsfor improvement.

MEDIC ANNUAL BALL

Tickets available from the Medical Society
Office.

INTERLUDE

So often said, Life is but a dream,
Nothing is of real value.

That Life is a journey,
Long and weary but without rendezvous.

Be it a dream,
A journey,

A game or a war,
Your providence is written.

Be there sorrow,
Misfortune,

Despair or frustration,
You have to bear it without exemption.

Whether desire be fulfilled, happiness be
attained,

Your wretched existence is ordained.

Yet to everyone there’s one thing
well-known —

A heart of one’s own.
Let it be showered with emotion,
Let it be free from restriction.
In it rapture will dance

If your passion finds full expression.
So why not grasp every chance

To gratify your inner coercion.
JUST ENJOY THIS INTERLUDE

TO ALL GPs

by H. Wai

In order to thank the GPs who have
supported the fund-raising film show, the
EB has designed a sheet of “Table of Normäl
Values” and “Hippocrates Oath” for all the
GPs.

(‘()RRESPONI)EXCE

Editor’s Note:

Date:
Place:
Time:
Aim:

15th, June, 1974.
Sheraton Hotel, Kowloon.
8:00 p.m.
for Elixir Loan Fund.

CAUSE

and

EFFECT?

Anyone who feels

he is not the social

success he ought to be,

should just let it

get around he is

a doctor.

and all hearts will

be opened unto him.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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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心 ，

× × 同學 ：

不能否認 ，為己是動物之天性 ，不過在靈猿類動物裹 ，己有改變 ，族中壯者會不

借犧牲 ，與強敵搏闔 ，使族中之弱小可離險境 。人自稱為萬物之靈 ，必有異於禽獸 ，

處事時都會衡量道義 ，其優者 ，更能捨己以成人 ；而劣者 ，其兇狠有更甚於禽獸 。

我亦不能否認你的才智 ，雖然身居重職 ，但在功課方面還可以保持不失 。而我所

可惜者便是他 他卻失敗了 ！

他是你的左右手 ，而且在你遠遊的時候 ，為家事而請假的時假 ，他都是全心全意

地肩負起你應有的職責 ，他犧牲了不少讀書的時間 ，你應該知道他不並像你那樣 ，可

以 拿得起 ，放得下 ；當我發覺他情勢不妙的時候 ，曾請求你盡早卸去他任外之重

袒 ，但你卻這樣說 ： 他是很聰明的 ，他可以應付得來 ，功課是絕對不成問題 。J我

還有什磨話說 ，我只能做到的 ，只是精神上的支持 ，眼看他到了最後關頭 ，仍不斷努

力掙中L，但有誰明白他的苦處 ，又有誰知道底蘊 ，到頭來還都是失敗了 。

然而 ，當你傳知他的失玫時 ，卻還這麼說 ：他應該檢討一下 I也讀書的紀律 ？

雖然．%1 人是美德 ，但對於一個不肯承認過錯的人 ，我是難以寬容的 。希望你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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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 才回 的 行 客

人之成長祕是不斷的進引 ，起 t)J 由單純

Iflj至繁雉況亂再轉為歸 ·平靜 ，在這樣永無

休止的起伏衛突姑環之間 ，人便前踏了許多

生命就她如此 ，不斷地蛻變 ，自然界的

成艮亦然 。排當成長 一次 ，即脫換外皮一次

，某間自然感到痛苦萬分 ，然而痛苦以後又

叮擭新生 。試想酋醜陋的毛蟲蜷伏於廢堆喪

泣訴脫皮的苦楚 ，甚至謂太苦了我不要 ，但

廷在耶一剎痛苦之筏便目咕自己成為滿身緻

衫的蝴蝶 ，牠還 llA不要悅皮嗎 ？反且這 屠不

可逃不可免也不 111你選擇的 ，何不欣然地接

受犢審歡亮點 ？

在人生過程中（J’ 許多，Jf很木蓬人听不能

很宰 ，你怎樣可以預如生活文（fJ歡欣 ，憂恐

，激情與友滿足幾時會發生呢 ？若說命運該

掌州在每人手中 ，那麼於一時意念的選擇上

，定然是被取鬼所眩惑 r ，故此每每何必太

過自疚 ！既來了通側倒世界就俘克服譯處的

怯弱 ，去准受每一次蛻變時的苦痛 ，否則便

會J必停在一個滯止的境地 ，繕至枯萎 ，永不

能成長與及病11造完美 。

別人也許願．念問懷 ，級可惜人木身便是

不 可能完全講通及被了解 。縱然如此 ，人也

潯好女子地祈看 ，儘管 1驕界變得多可怕或絕望
，為了自己 ，為生命 ，為了即使在枯木褒也

要掙長出鮮花 ！既身為竇者 ，便應知人若將

失去生命時那設求生的意志 ，然而生命不單

止為肉身 ，內在的生志也不能歿 。

記得一役話
·沒 ：看天邊的飛．鳥，不牧也

不儲，何配是人，天父怎會將他們遺忘呢 ？

l9’ 人因在物質世界表尋覓不到豐富的躺

神境界及內心平一而求取衣誠 ，然而卻忽略
’
希唱本身即是 一飯純悴的稍神境界 。

听以 ，正在飾網的儿客啊 ，別再摧望 ，

別再沉州 ，工作吧 ！莫悲傷 “一直以來都在

做野罵般任意奔職 ，像紛蝶般任意金采摘吮吸

，從不歇 息。今趟何不停頓片 lJ ，沒沉於清

漱泉流中 ，必U爭i芾身的疲累 ，然投再次揮策

掌中的艮鞭繼續飛馳你哎燦爛的日江程 。

The Hong Kong Medical Association

Thu [Duflelinof the Hong KongMedicalAssociationVol. 25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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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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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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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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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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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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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某
君
而
錄
·

團

囫

·

看

稚
人
。

木 、 。 花

一
南 夜 雁

一

擊 寺為 一個險汀中夾中；;, _-：沒慢地妝
’
認。

一 之木，州亡蕩蠱：我洶仰下 ，座點兒踏了上去 ；劉 ！又 是 k群 任閉的時候
’，··，·，⋯

也 仁記俘邢 瞌共吐待候 ，他之 造木州花開的時候 ；我和幾位同學 ，放了學就，L到

州幼紀念堂的卜他前 ，那大的 忙然樹又高叉 投，樹 f: 掛滿了縱關的
一
仲、，‘ 怔，望土去 ‘1·分

：才 斤，榆，悶么吃禿”甘，衹有表塊樹葉 ，但鮮紅的 k州 1榭巾顯得很特臘 ，數 也數不病 。

古 那 之抑 卜來 J
' ，我們趕緊，L到，j 要蔣 卜的地方 ，I中手等著它掉下來 。有時

狀 j亡：i:，勾啦睡看樹牧 ，向一個 徊：心落 卜
‘ ，有時文被風吹到另一（gh1切旬⋯⋯總之每一業

部帶給丁觔門嫵限歡樂 ，叫 -．把1．兮至d的拿同家 ‘！一 晒中：還可當藥市抑祖！

篾不約童年生活都六：姨媽家中渡過 ，蓄趁而台機台李受至U朋斗州。樹下的歡樂 。如 計

又是 k綿 f註盜開的季節 ，海想起那快樂的時光 ，就想起已去世的姨丈姨媽 更想起

我們多災多難的兄弟姊妹 ，父盡折磨的 母親 ！經過 一場大風暴 ，我的姨丈姨如，一

一如其他無數不勻名的兄弟姊味 ，就在這 風緊中失去 。很難才盼到 一陣溫哎 ， ·划 跎

明在吋親的 li ]'I :尚爍 。 ·刊問 ，印又被另一重陰影！行籬罩 ！啊 ！做道我們 f狗家 永，坐吁

沒 白那木付！花綻開的時光 ？

木綿樹啊木喝樹 ！不知你們蓬約巍立看 ，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到你啊；U下！h仰望那

花落的歡快 ！不過 ，無論如何 ，如果你們仍僅 ，請不要吝尚 ，盡量讓花兒綻放 ，把它

們俑，滿枝頭 ，斗r讓 母親 知道 ，好讓兄弟姊妹們知道 ，寒流快要退卻 ，春天已經到

來 ！

V Reducesmyocrdialischaemia-
reducespiin

V Incrcasecapacityfor work

V Simpledosage,threetimesa day,
well tolerated

V Benefitsareprogressive
with long-termtrierapy

ImperalChemicalindustriesLirnitcd
j’)iarinjceutiral I)ivismn
AhierleyPark,Macelesfield
Cheshire,England

SaleAgeniiHenSSong
ICI(CHINA)UMITED.
UnionHouse.16thFloor.

JIll

provides Iongterm

protect ion against

coronary insufficiency

j 勵 尸

乞

阬 白 爻

化

’

-

戶 變 l

令
伺底擭荊叛徒糞國臘攤 的反革聯 正主叉路川

以

誡黔 “
-

去年嚴冬時份與數友同憾 ，也曾往中山記念堂一趟 ，可惜遇上重門緊閉 ；從鐵閘

間遙望入內 ’ 只見孤寂的中山像巍立 “記念堂前 ，四週庭園深廣 ，卻了無人跎 。問及

路中三 ’ 兩小童 ’ 始知中山記念堂如 今僅偶然開放 ，用作放影 沙家泜 等文娛活動

。我們只俘無奈離去 ’ 然而不覺太深遺憾 ；倒卻完全沒有留意過附近道旁的林木 ，門

前有沒有木綿樹 ？或想起在好久以前 ，這裹該有多少孩童 ，在耍拾紅棉及追捕風中白

絮之間 ’ 渡過無數的快樂時光 ？奈何風暴摧折 ，不得已離鄉別井 。遊子們啊 ，你對母

親的懷念 ，比我們這長居異地的一草 ，難怪顯得份外情深 ，
二必 ‘ 二二 ‘ ' ‘ 二二必二 ‘ 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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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人
藝
侃
熙
，

際

離
水
教
州
幼
，
斤。
州

牌
，
牛
江
等。
吋
誕
悵
，

使
山
歸
州
技

口
下

。
縱
使
中
國
．

直
循
健
地
肉
進
，
比
聲、
。
便
斤．

洛
斗
決
斗
心

文
鰍
如
州
學
向
抓
州
，

唱
很
座
不
斤．
中
口一
川

州
勺
仰
中！一
？

j
土
以
授
名
！．
的
問
頃
，

游
甲
洛
仃
極
壯
h
問
州
州
答
。
他
佻
此
占

趁
囊
你
徒、
亡
冷（
擊
該
，

江
山
r
不
者
的
俗
昧
，

仰
啊
一
你
他
弘
勺

，
亦
h
。
州
州
匹
抑
織
倘
中
瞇
，
州叮一
倘
以
‘.
F

？·

咀
川
。
之

'"
:一
斤
乃
k
織
的
斗州
州
罷
。

然
抆
：
誹
博
十

州
以。
博
”
你尸
位
，
！、

門
目
纖一
刖
水

::ll
、
使
付
戶

苦

難

的

近

代

'）
宇
中

卜計

r1
，

物
唱一巾
威

文一

以
才州

訢
。

他
口
來
，

、
文
詢
朋
編
，
付
占

鵝
以
闖
以
州
向一
山
巡

，

法
文
配
在
政
界
的
不

Uk
，
勿
抑
向
六I
、二

，

風
么
人
物
此
起
彼
洛

，

史
家
年
以
其
政I一川

喝
，

對
同
--
史
由
謫
不
同
夕一
耙
戴
，

故
州
門

化
代
史
，

人
物
之
多
，
州
辟）
茫
無
邊
際
，

川
巾入
向
此
膚
，

史
甲
勻
仔

。
抑一
力
么
夕一
備州
。

久
香
游
，

反
災
向
戶
松
波
朱
包
括
娥
川
很
的
中
曉
，
化
伯。
l'J
周

州
局
縫
否
別
具
）jJ
心
？
乙
六
I
年
寶
在
人
屯
公
J
；
不
理
中
州
往
尖

女
能
明
瞭
視
亡
、

展
州

膚
來
呢
？
同
學
或

！此
我
戶
唱
向
。開
。
戶

心
化
活
中
，

尸
諱
接
觸
釗
少
甬
似
物
相
識
的
名
叫
，
如
門
方．
俗
變
，

：
萬
jl’
。
甲
長
征
，

國。州
相
淡
等
。
而
很
他
的
報
中
徒
政
哈
新
鬨
仕

，

皆
仃
一

賞
的
政
冶
狀
場
，

報
導
故
常
有
所
出
人
，

/jll
果
能
把
州
之

代
史
的
來
龍
去
脈
，
在
理
斛
人
陸
或
台
灣
的）
抑
鬨
方
叫
壯
t'j
所
碑
州

，

但
此
方
史
書
是
舌
存
在
呢
？

答
某
是
肯
定
的
，

但
住
過
往
的
年
代
，

切
離
。

沒
]
．

郃
．)
們

默
公
正
的
史h口
叫
？
山、
。

及
台
紂lJ．儿
不
不一
史
華
叮
F
，

叫
恰
斗
仲
仲

環
境
限
制
，
久
中
。
，

為
要
論
合
政
治
州
帥
，

排
州
J

刁
戶一

綱
題
J.'
，

史
家
難
以
發
抑
獨
特
的
見
解
。
況
川
中
。

黨
史
寶
際
卜
壯

黨
內
鬥
爭
史
，
．

個
不
勵
革
命
的
j1
織
，
成
p
？

吁
對
黨
史
昀
研
究

枕
鐵
向
客
觀
的
態
皮
了
。
住
台
趟
；

更
：f；
消
捉
劉
。

lllllt
可
知
，

撰
寫
（

化
j’
價
值
洶
史
占
，

h
占
幼
仁！7
勻
。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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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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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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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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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豐

饒

的

過

往

苦

難

的

近

代

淺

談

兩

部

近

年

的

著

作

。
一

叫一

。

馴
有
儿
兩
人
牽
制
；
要
擺
悅
個
久
情
慼
，
以
峨
嚇
的
治
學
態
度
對
史

買
分
祈
，

下
刊
斷
。
常
然
，

友
文
科
學
很
取
無
絕
對
內
客
觀
，

史
家

亦
理
祈
當
然
地
J
他
個
凡
的
見
地
，

ill
與
此
li,'j
時
，
他
此
維
擊
徒
量

的
陳
始
史
叫
作
為
批
刊
內
機
據
。

同
學
刊
，

,1
勿
必．
口
洶

明
！
以
筆
者，
向
徒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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淌
以11
卜
他
條

州
折
以
行
一

邵
：
司
馮
琺
光
生，．
同
黝
中
中、，
狀
史
方
文
以
越
柞
。
么
司

媽
氏
生
宇
妝
年
，

據
惡
睡
啡
期
仕二
中
黨
以
，
抑
觸
過
不
少
中
候
久
物

，
叮、
但
離）斤
州
，

來
到
斤
港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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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h
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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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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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
買
貿
買
誡
誡
誡
誡
誡
誡
誡
誡
誡
妝

編
者
：

魯
迅
棄
醫
從
文
糧
在
當
代
中
國
文
壇

上
所
奠
立
之
席
位
自
當
有
史
學
家
的
嚴
正
評
論
，

又
豈
需
今
時
被
利
用
來
作
為
某
種
政
治
手
段
的
過

份
吹
捧
？

本
文
不
在
討
論
魯
迅
的
文
學
貢
獻
或
剖
析
其

政
治
傾
向
，

而
著
重
介
紹
當
年
他
決
志
放
棄
習
醫

改
投
文
藝
的
動
機
及
背
景
，

希
望
同
學
們
藉
此
深

思
今
日
所
處
的
時
代
環
境
，

甚
麼
是
我
們
的

當

．..

前
一乙
務

呢
？

一

、

幼

年

教

育

件
連
出
中一
於
與
平
的
封
建
家
庭
，

幼
年
文
學）
黃
私
州

二
味

h口
屋

，

所
以
的
不
外
四
書
五
經
之
類
科
舉
文
中
。
物
必
I'I
幼
即
對

自
然
生
物
侮
士一
無
牧
之
興
趣
，

而
氾
此．一？
買
料
又
不
能
椅
k
織
得
到
。

其
嚼
偶
然
夜
〈

們
達
房
的
叔
叔
處
得
見
給
圖
勺

111
心
紅

、

陸
璣
l'::]

一．
毛
詩
草
仁
戶

獸
主
州
疏

、

花
嬈
匕
等
州
待
l'I
然
生
物
的
書
州

，

即
念
念
1'
古
。

其
后
又
搜
集
丁
勿

爾
雅
心
圖
比
、

nL
詩
品
物
問

k

、

則·
州
齋
叢
畫

和

詩
畫
舫

等
占
斤
。
一氾
螻．
都
喊
辭
J

妝
迅
對
輪
I'1
然
生
物
學
的
愛
好
。
物
州一
出
生
的
家
庭
劉
然
稱
不
t．

,.-’
野
堂
閉
，
L
口
去
路
近

，

但
也
是
頗
富
有
的
官
亡
之
家
，

但
l'j
很

父
斗
孚
公
州
科
場
案
被
下
獄
后
，

家
道
開
始
中
然
，

右
久
父
親
伯
宜

,'
一
亦
染
江
統
，

為
中”
苦
听
誤
，
一

年
多
后
夫
隊
，

從
此
家
境
史
為
作

淡
。

較
迅
生
久
J’
一

個
新
舊
文
化
的
過
渡
時
期
，

在
路
線
Ii
縫
灣
統

與
蘸
化
之
爭
，

在
制
度
土
是
新
式
學
堂
的
設
立
F11
科
舉
的
漸
次
汝
陳

。
隹
迅
次
定
尖
棄
傳
統
！
進
人
南
占）
水
師
學
常一
時
的
心
情
，

是
頭
為

火
雜
的
：

一．
？
月
濺
從
小
康
久
家
而
墜
入
田
頓
的
磨
，

我
以．
跡
在、
巡
途
路
中

!-k
概
可

疾
見
世
人
的
真
面
口
；
我
要
到
N
進
K
學
堂
去一
J
，

彷

彿
是
想
走
異
跡
，

逃
異
地
，
干
去
尋
巾（
別
樣
的
人
們
。

我
的
母
親
沒
有

法
，
辦
了
八
元。
門。
州
六
，

說
是
由
我
的
I:i
便
；
然
而
伊一
尖
J
，

准
正

騷
悄
理
向‘
約t
計
，

以
為
那
時
讀
害
他
試
是
正
路
，
一
盯
謂
洋
務
，

社
會

!F一
便
細
鳥
造
一

視
走
投
無
路
的
人
，

只
得
將
二
躍
考
給
鬼
士
，

要
，]li

陸口
的
不一
蔣
劉
州
排
斥
的
。
！一

也
一

個
怏
定
，

對
r
認
迅
的
一

生
是
”
看
深
達
的
軍
鄉二
，

也
是

勿
”一
跨
進
了
西
斤
科
學·
的
門
檻
約
．

個
很
要
開
鍵
。
物
。心
f
一

八
九

八
年
祠
進
南〈
以
水
師
學
堂
，

不
到
一

年
就
轉
學。
件
由
陸
師
學
堂
所
附

屬
的
礦
路
學
堂
。
礦
路
學
堂
以
開
皺
為
主
，

造
鐵
路
為
別
，

此
外
還

禹
听
謂
格
致
、

算
學
、

地
理
、

庇
史
、

綸
圖
等
。

在
縱
路
學
堂
勺
一

段
尤
境
，

物
名
援
觸
到
不
少
I'j
然
科
學
的
且

著
。
嚴
譯
赫
胥
黎
的
物

大
演
論
么
勿
使
再
也
幻
想
到
西
方
世
界
的
兩

面

進
化

前
和
一．
進
化

后
的
英
國
。

如
甲、
說
勿
迅
的
出
生
地

是
一

個
破
落
的
世
界
，

內
中
充
滿
了
疾
病
、

迷
衍
、

死
亡
和
迷
魏
魍

魎
，

這
一

個
幻
想
中·
的
新
世
界
則
將
會
是
一

個
山
拱
荒
野
i
進
化
至

風
宙
電
犁
的
科
學
世
界
。
它
的
動
力
是

物
競
大
揮
l--
，

它）
表
而
的

英
雄
便
是
林
譯
哈
葛
德
小
說
馨
中
的
出
生
入
死
，

州
險
扯
報
不
毛
之

地
，

以
人
力
戰
勝
大
自
然
的
英
雄
。

口
口

魯
迅
：J
一

九
0
一

年
從
礦
路
學
堂
畢
業
，

次
年
公
費
儲
學

本

當
時
中
國
不
嗷一
r
黃
產
階
級
民
主
革
命
時

黨
久
在
國
外
的
一

個
活
動
中

．
了
。

光
復
會

，

積
極
進

象 文l民
計
多一11一
傳
愛
國
主
義
的
書

族
革
命
的
田）
想

鼾擊才才心

魯
迅
對
常
時
不
少
巾
國
劉
學
生
麻
木
不
仁

手
樂
不
知
有
國
有
民
的
態
度
卡
分
憤
慨

以
滿
病
統
治
的
辮一
少
，

彼
借
詩
以、
啄
所
懷
；

靈

台
無
計
逃
神
矢

寄
意
寒
星
荃
不
察

二

、

仙

台

習

醫
。
心
早
炳
麟

革
命一目一
傳

三

、

棄

醫

習

文

色 蔡 明
迅 元 ，

到 培 購

蘇

炳

湛

東
京
是
中
國
革
命

諸
人
在
日
本
6lJ

[:I
本
）G-
，

閱
讀

，

認
識
了
不
少
革
命
黨
人
，

風
雨
如

磐
黯
故
園
，

我
以
我
血
薦
軒
轅
！

形
成
了

一

九
。
三
年
設
然
剪
去

色
迅
丁
一

九
向）
門
年
進
人
仙
台
醫
學
專
門
學
枝
。

仙
台
原
是
日

不
的
一

個
水
鄉
地
方
，

答
天
十
分
寒
冷
，

當
時
還
未
有
中
國
儲
學
生

必

色
迅
在
絲
路
學
堂
時
期
，
已
自
學
生
理
學
如

全
體
新
論

和

化
學
衛
生

之
類
著
作
，

發
覺
到

先
前
的
醫
生
議
論
和
方
藥
，

和

況
在
所
知
道
的
比
較
起
來
，

便
漸
漸
為
悟
得
中
醫
不
過
是
一

種
有
意

向
或
無
意
的
驗
J
，

同
時
又
產
生一
J
對
于
被
蝙
的
病
人
和
他
的
家
族

的
同
情
；
川
Jl
從
譯
出
的
暱
災
上
，

又
知
道
了
口
本
維
新
大
半
發
端

上
西
方
倘
學
的
史
實
。

住
進
入
罟
專
后
又
夠
想
到
：

?
·
⋯
卒
業

同
來
，

州
不
像
我
父
親
州
的
被
誤
的
病
人
的
疾
苦
，

戰
爭
時
候
便
去

南
軍
騖
，
一

叫
叉
促
進一
J
國
人
對
士
維
新
的
信
仰
。

他
在
Jlll
台
醫

專
的
戊
禎
，

一

i'l
除
；、
寫
甲
，

我
在
中
問
，

不
過
沒
有
落
第
。

魯
迅
在
仙
台
驚
專
第
二
年
遝
沒
有
完
畢
便
同
到
柬
京
，

決
心
在

文
藝
方
而
謀
發
展
。
至
于
退
學
的
原
因
，

在

吶
喊

自
序
中
，

有

以
詳
細
的
解
群
：

那
時
是
用
了
電
影
，

來
顯
示
微
生
物
的
形
狀
的
，

因
此
有
時

講
義
的
一

段
落
已
完
而
時
問
還
沒
有
到
，

教
師
便
映
些
風
景
或
時
事

的
畫
片
給
學
生
行
，

以
用
去
這
多
餘
的
光
蔭
。

其
時
正
當
日
、

俄
戰

爭
的
時
候
，

關
于
戰
事
的
畫
片
自
然
也
魷
比
較
的
多
了

？·
；
：
有
一

同
，

我
竟
在
畫
片
土
忽
然
會
見
我
入
違
的
許
多
中
國
人
了
，
一

個
綁

在
中
問
，
你州
名
站
在
左
右
，
〈

樣
是
強
i1：
的
體
格
，

而
顯
出
麻
木
的

州
情
。

據
解
說
，

被
綁
著
的
是
替
俄
國
做
了
軍
事
上
的
偵
探
，
正
要

波
11
軍
砍
下
頭
顫
來

上
朮
，

ll'l1
圍
著
的
便
是
來
賞
鎰
這
示
眾
的
盛
舉

的
人
們
。

這
一

學
年
沒
有
完
畢
，

我
已
經
到
了
束
京
，

凶
為
從
那
一

同
以

盾
，

我
便
覺
得
醫
學
並
非
一

件
緊
要
事
，

儿
是
愚
弱
的
國
民
，

即
使

體
格
如
何
健
全
，

如
何
m
壯
，

也
只
能
做
毫
無
意
義
的
示
眾
材
料
和

看
客
，

病
死
多
少
是
不
必
以
為
不
幸
的
。

听
以
我
們
的
第
一

要
著
，

是
在
改
變
他
們
的
精
神
，

而
件
丁
改
變
精
神
的
是
，

我
那
時
以
為
當

然
要
推
文
藝
，

r
是
想
提
倡
文
藝
運
動
了
。

魯
迅
在
醫
專
退
學
的
另
一

原
因
是
迫
于
流
石
。

起
因
是
解
剖
系

教
授
藤
野
先
生
對
魯
迅
特
別
的
關
懷
·
引
起
了
11
木
同
學
的
嫉
姑
，

以
為
魯
迅
在
考
試
前
得
了
教
員
漏
洩
出
來
的
題
目
。

另
一

方
而
，

物
迅
趁
11
木
之
前
，

母
親
已
為
他
包
辦
了
婚
姻
。

魯
迅
放
洋
11
木
后
，
一

直
魷
擱
了
下
來
。

母
規
為
此
非
常
焦
急
，

魯

迅
富
時
也
頗
受
封
建
的
家
庭
觀
念
所
束
縛
，

士
此
不
免
耿
耿
于
懷
，

乃
決
心
退
學
回
家
一

轉
，

解
決
多
年
延
擱
的
婚
姻
問
題
。

註
釋
：
中
嚴
復
晚
清
民
初
人
，

以
翻
譯
西
方
理
論
著
作
見
名
于
世
·

文
筆
頗
能
臻
信
，

達

雅
兼
而
有
之
境
界
。

赫
胥
黎
（

Thom
豁

口

uXley

1825

屆
95
)

英
國
十
九
世
紀
進
化
論
家
。

回
林
抒
晚
清
民
初
人
，

以
古
文
翻
譯
域
外
小
說
著
名
。

哈
葛
德
（
飲r

Henry

Rider

Haggard

1856
-

1925

）

英
國
十
九
世
紀
浪
漫
小
說
家
。

參
考
：

0

魯
迅
內
傳
的
商
榷
與
探
討
之
二

明
報
月
刊
第
六
十

一

期
0
鬥

知
堂
同
想
錄

周
作
人

0

吶
喊

自
序
I
魯
迅

0

朝
花
夕
拾

魯
迅

且
介
亭
雜
文
末
篇

魯
迅

編

者

小

語

鬨
四
月
紛
啟
思
，

得
悉
部
份
同
學
深
以
醫
學
生
缺
乏
社

曾
意
識
為
憾
，

故
編
委
會
特
選

醫
學
界
與
社
會

為
五
月

紛
主
題
，

盼
能
籍
此
供
給
題
材
以
資
參
考
。

中
文
版
選
刊

中
國
的
兩
面

，

道
出
醫
學
生
可
從
課

外
閱
讀
中
了
解
國
家
事
物
。

il'lJ

魯
迅
先
生
習
醫
始
末

則

以
名
什
為
例
，

供
各
同
學
參
照
。

其
餘
文
稿
，

或
抒
情
、

或

議
而
，

亦
可
調
劑
嚴
肅
氣
試
。

其
中

啟
田）
也
曾
啟
我
思

則
為
現
令
潮
流
的
一

個
反，
IliI
；
而

人
物
未
描

中
的
人
物

，

則
不
道
而
明
，

只
願
此
君
明
瞭
學
生
對
其
觀
感
。

英
文
版

內
數
篇
文
章
亦
是
fJ
述
相
同
意
念
，

故
不
多
也
。

自
年
州
排
任
以
來
，

每
柑
皆
議
定
主
題
，

以
補
從
前
散

邊
無
羈
之
失
；
然
亦
接
擭
不
少
投
訴
，

尤
以

平
調
枯
嫵

為
最
。

編
委
員
將
詳
細
商
議
彌
補
之
法
，

亦
盼
各
同
學
能
給

，
才
寶
以
意
見
，

勵
以
改
再
。

更
練
盼
各
同
學
能
支
持
啟
口
，

使
之
成
為
同
學
喉
舌
，

l'；
受
外
：)J
影
響
。

請
多
投
稿
及
提
供
意
見
，

直
接
與
編
輯
委

負
面
談
或
甩
役
在
驕
堂
信
箱
，

兩
者
告
可
，

編
委
會
亦
次
定

f
是
次
籌
款
電
影
夜
，

增
jil
篇一
偏
，

以
謝
各
讀
者
經
濟
上
及

精
神
L
支
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