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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有极限，生命也有极限，台湾生死
教育应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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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呼吁结束“无效医
疗”、推动《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修法的陈秀丹
近日获奖，成为生命教育的优秀教育人员。

其实，陈秀丹是一名医护工作者，在加护
病房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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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正是看到了太多痛苦挣
扎的死亡，她才坚持应该让每个人“善终”。

“安宁”不是“安乐”

陈秀丹认为社会浪费太多资源在“无
效医疗”上，而且这种医疗还让走到生命
终点的人备受折磨，她经常说起一个例子：
她曾经护理一名

$"

岁的老阿婆，阿婆因血
压太低四肢坏死，最后双手双腿被截肢，
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令她看了非常不忍，
也下决心从推动修改法律条文开始，改变
这种现状。

台湾新修正的 《安宁缓和医疗条例》
规定，如果有两名相关专科医师认定为末

期病人、有病人最近亲属共同签署同意书、
有医院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医生
可放弃抢救，移除呼吸机。健康人可预先
签署安宁缓和医疗同意书，并在自己的健
保卡上标记，遇到紧急情况，医生可根据
安宁标记不进行或撤除“维生医疗”。

台湾有一个安宁照顾协会，协会一直
在强调“安宁”的概念绝非西方的“安
乐”，安宁维护的是“自然死亡”的合法
化，即不使用高科技或特殊的维生方式来
延长疾病末期状态之濒死阶段，让人在最
后阶段自然死亡，不延长死亡过程。

但安乐死是为减少病人的痛苦，以特
定方式刻意结束病人的生命。也就是刻意
致人于死，让“不会死亡”的人提早结束
生命，目前，在台湾安乐死是不合法的。

让“安宁”陪伴最后一程

据介绍，目前台湾自己登记“安宁缓

和医疗”的人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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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不少人选择在生命的最后时
刻进入安宁病房。台湾安宁
照顾协会认为，安宁病房能
给末期病人最好的照顾，比
如止痛、让病人好好睡一觉，
或者短暂离院去做自己喜欢的
事情。

安宁病房并不是“等死”，
只是排除不适合的、加剧病人
痛苦的治疗，以控制病症和疼
痛、改善生活品质为主，如果发现病人病情
变化，仍会请医师会诊，制定下一步方案。
安宁病房除医生外，还有社工、心理咨询师
等。协会举例介绍，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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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癌症患者，
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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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只能趴着，转到医院的安宁病
房后，在止痛后终于能够躺下来睡一觉。看
到受苦的孩子睡着，孩子的妈妈说：“我们
早就应该来了。”虽然患者在两个月后离
世，但他生命的最后平静度过，也减少了家

人的痛苦。
“安宁”有别于传统的呼天抢地的死亡

态度与方式，与这种方式相配合的新计划
也开始试行。新北市卫生局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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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就推
出了“社区安宁照顾”，由医疗团队帮助回
家的生命末期病，协助他们在自己家里有
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一位癌症患者
手术后复发，决定不再接受化疗，很想回
家休养，但家属担心病人有时气喘，怕在

家里得不到医疗救治。参加“社区安宁照
顾”后，病人回到家里，医护团队每天和
病人家属保持联系，令家属很安心，病人
也比在医院的时候情况好转。

新北市介绍，“社区安宁照顾”将不
断扩大服务范围，服务对象包括 《安宁缓
和医疗条例》所定义的末期病人，如癌症、
慢性气道阻塞疾病、末期运动神经元病变
疾病、失智症、严重中风等。

并非“安乐死” 让人得“善终”

台立法护卫生命“安宁”离世
本报记者 陈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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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振藩（台湾）

如果说台湾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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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出身台湾的
(

首推虱目
鱼。来自台南学甲的虱目鱼，其美味风靡南台湾，
有“不食虱目鱼，枉作台南行”之谚。
先谈谈在府城挺受欢迎的虱目鱼粥吧！当下的虱

目鱼粥，若论其招牌老，风味佳，应以出自广安宫的
“阿憨咸粥”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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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初至广安宫，在此用早
餐。面对这座清代建成的小庙，实在不觉起眼，但在“广
庇民安”黝暗而庄严的匾额下，便是那播誉全台的虱目鱼摊
了。
这个鱼摊很特别，每天一大早，就有三五个人在洗鱼刮

鳞，那斤把重的鱼儿，捞起不久，形如银铸，活蹦乱跳，一经熟
手拨弄，发出闪闪白光，格外引人注目。在鱼身治净后，接着为
分段处理，但见切头、去尾、片肚、划背，并逐一归类放妥。而那
油黑乌亮的鱼肠，也一一保留着，先用水漂净，然后堆放一处。
府城人吃虱目鱼，其段数不容小觑。我每次在享用时，只见对坐

及邻坐的吃友们，将多刺的虱目鱼送嘴，没两下子，即吐出一堆鱼刺，
而且若无其事。不像有些食客，经常左支右绌，明眼人略一瞧，就知外
地来的。
而用餐的环境，亦让人发思古之幽情。但见四五十张年深日久的高竹

脚凳，错落在十张方桌的周遭，全都坐满了人。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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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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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是热门用
餐时段，简直一位难求。不想站着吃的人，只得耐心等候。过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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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便
开始收摊，晚些到的顾客，只能隔日请早。
此摊的摊主名郑极，善烹虱目鱼料理。其重头戏为虱目鱼粥，一般的做

法类似汤泡饭，待顾客点用时，才将鱼汤、饭、蚵仔等基本食材一块儿煮，
米硬粥稀，滋味不显。郑极所熬的粥，则考究得多，其法出自闽南，生米煮
粥，趁米浆未迸出、呈透明状之际，即把煮过的鱼头、鱼肚以及起肉后的鱼骨，
纷纷纳入锅中，约煮两小时后，待汤汁浓稠乳白，至逸出清香乃止。然后再将
生米、蚵仔、碎虱目鱼肉一起放入高汤中，再煮二十分钟，就是虱目鱼粥。成
品另加葱酥、香菜及肉臊，即是一碗风味道地的美妙粥品，光是嗅其香、观其
色，即足以令知味之士，垂涎三尺犹未止。

有些食客量宏，觉得只吃这碗虱目鱼粥，不饱也不过瘾，这时他们会加根油条
搭配着吃。一般都是一口油条一口粥；但有人却喜欢以油条沾着热粥吃。我个人较
爱前者的吃法。毕竟，其爽脆滑糜互见，食来有层次感。此外，想食高档的，尚有
鱼肚粥，其腴滑适口，更胜肉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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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赴台南出差，特地赶去广安宫，想回味一下久未品尝的虱目鱼粥，
微曦时分赶去，竟然宫前冷落，原来搬走多时。而今郑极的摊子，已由儿孙接手，
迁往府城公园南路，扩大经营，规模甚伟，取名“阿憨咸粥”。人潮汹涌，不减当
年，幸好滋味尚存，仍有可观之处。

现在台南市区专卖虱目鱼料理的店家，除“阿憨咸粥”外，以“阿堂咸粥”
最负盛名。该店位于圆环，地理位置绝佳，鱼粥亦甚拿手，兼卖各种料理，可以
多重选择，是以人声鼎沸，往往不易落座。既已来到台南，如不择一而食，有
如空入宝山。

至于虱目鱼肠，通常连肝而食。早年郑极煮的鱼肠汤，望之卷曲而黝黑，
入口却鲜腴无比，有的人望而却步，我可是每到必尝，“阿堂咸粥”的鱼肝
肠，改用煎的，较为腥腻，不为我喜。比较起来，位于中山路的“阿川”，其
鱼肠用卤的，即使微有腥气，但因腴嫩滑美，而且卤得到位，确实无与伦
比。以此搭配其手工综合鱼丸汤而食，清新柔细，余味不尽。可惜阁下想
要享用此味，必须起个大早，只要晚个一步，就会扑空而返。

到台南吃虱目鱼

台湾南部渔民正在收获虱目鱼。 陈晓星摄

新闻一家人
李尘缘（中国传媒大学）

我们爱你们
黄上川（世新大学）

阅读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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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由国台办、中国记协和台湾“中国新闻学会”共同组织的第十七届

海峡两岸大学生新闻营在山西和北京举办，共有来自两岸高校
!&

余名新闻传播专业的师生参加，提供了一

次两岸新闻学子交流的契机。

探访晋祠、乔家大院、“华夏第一古城”平遥、奔腾怒吼的黄河壶口瀑布，到洪洞大槐树寻根问祖；

参访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西日报报业集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进行新闻专业交流，两岸学

生还共同编写了一份新闻营特刊，点点滴滴成为美好回忆，本报在此选登两篇感悟文章。 （李瑞华）

相
遇
在
新
闻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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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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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惜别晚会，一曲 《朋友》 蔓延了
离别气氛，许多营员相拥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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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首都国
际机场，送行止步线外的陆生高喊“新闻一家人”，
线内的台生回应喊出“我们爱你们”，止步线的两
边，台生与陆生的脸上都有眼泪，“不应该回头的”，
一位回头时再也控制不住眼泪的台生说。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许多媒体引述此句形容台

湾。此趟交流行程，我同样感受到最美的风景是陆生的
热情。从山西落地的无微不至到北京送行的离别依依，都

令我对大陆同学有美好的记忆。在前往故宫的路上，大陆的老
师开起了玩笑：“各位台生记得加快脚步到达景点，陆生根本不在

意，这些景点他们都去过，他们只是为了跟你们聊天而已，不信你问他们。”
大陆营员无一不是高端名校菁英，北大、清华、复旦、人大、中传、厦大，加上山西的同

学，感觉得到素质较高。旅途中玩同样的游戏，陆生学习能力很快，马上掌握诀窍。在做事的时
候，也发现他们倾向于个人独力扛下，而非选择分工合作。也许他们经历了竞争激烈的高考，资
质比一般年轻人高，并对自己要求严格，做起事来认为自己能胜任。
在座谈会上我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台湾时，我发现许多陆生发问积极，而台生很沉闷；结

果到了大陆，换个场景，台生积极发言，一反在台湾的沉闷常态，不知道是否离开家乡反而激发了进
取与挑战心态呢？
比尔·盖茨曾经这样形容：“如果你是百万分之一的人才，在中国还有一千三百人跟你一样优秀。”

这次交流，大陆学生给我深刻的印象，他们的热情感动着我，我记住的不只是故宫、黄河壶口，还有机场
止步线两边，两岸学生流下的惜别泪水。

要问新闻营对于我像什么，我会说它像一场梦一样，
这梦来得太快，醒得也太快，让我还没细细品味便匆匆离
去。之所以说像是一场梦，是因为这其中有着太多的故
事，太多的不可思异。早在参加新闻营之前我就在网络上
查找过一些有关往届新闻营的资料，看到网上写的两岸学
生亲如一家人，每个人都能在新闻营获得友谊还有人收获了
爱情之类的，还很不相信。短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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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家能从完全不认识
到亲如一家也未免太夸张了吧？但这样的事的确发生在我自己
的身上，完全像是做梦一样。我们很快就从略显生疏到无话不
说，从拘谨害羞到欢歌笑语，有的大陆同学被带成了港台腔，有的台
湾同学有了北京味儿。从家长里短到学术文化；从生活习俗到政治体制，两岸的
同学们没有什么界限，讯息和感情在我们中间畅流不息。

而要问新闻营给我带来了什么，我会说我在新闻营里找到了自信。活动第一天我便
被选为了组长，当我拿到组员名单，看着一位位来自北大、清华、政大等优秀同学的名字，
我压力颇大。但我的组员们包容我、支持我、信任我，让我的能力有了一次试炼与飞跃。组
织拍照、处理照片、制作视频、排演节目，不止一次熬到深夜，但累并快乐着。我在制作视
频的时候，一遍遍地看着大家温暖的笑脸，感觉为集体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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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间飞奔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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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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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大家闪着泪光挥手作别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场梦一
般的相遇，已经到了要挥手说再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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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前在机场，大家还因为害羞连口号都
喊不齐，现在，我们隔着海关高喊：“新闻一家人，我们爱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