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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婦人 



第一章 
  時值1921年冬，小婦人獨自呆坐窗前。 

  兩天前，她在油麻地菜市場看到冬叔在檢碴兒，問
起差館街（今上海街）雜貨店當伙計的石叔，沒想到，
冬叔緊縮着肩膀說：「他『賣鹹鴨蛋』去了。」小婦人
甚為詫異地追問：「甚麼？究竟發生甚麼事？」「我上
星期去他的店舖時，他說咳了很久，想到廣華醫院再看
一下病。」「好好的一個人，為甚麼說走，就走了。」
嗚咽着的小婦人不明所以。」 



第一章 
  冬叔沒神地回答：「誰叫你窮？窮人就是這樣，
病了，到廟裏抓兩帖神茶，喝了能好，就挺一下腰骨，
再幹活去。」停了一回，忽然想到甚麼的，又說：「想
到醫館去，啥都不要想？錢不容易賺，能省的，倒不如
寄回鄉間給娘好了！」 

  這時，小婦人搶着說：「那為甚麼不到廣華去？」 

  冬叔這時才抬一下頭看小婦人一眼，又低頭說：
「他去了，把了脈，開了藥方，就這般算了。」 

  小婦人說：「沒可能，廣華是贈醫施藥，為貧苦大
眾而設的醫院呀！」 



第一章 
  冬叔瞪眼地說：「是啊，它贈的是洋鬼子的藥丸，
誰敢吃？」又說：「吃了，想好人也變壞，壞的可更壞
吧！」「石老頭長年咳個不停，他到廣華去，大夫點出
他的問題，也開了藥方，可是，他沒錢抓藥去，只好聽
天由命了。」冬叔說。「再看，這個冬天實在冷得很，
好人也冷得挺不住，更何況是石老頭呀！」颼颼……冬
叔揉着他的手，繼續左撥右刮，看看有甚麼菜碴兒，讓
他夠今天的温飽…… 

  小婦人在窗前瑟縮，嘆了一口 
很深的氣，天氣很冷。 

 



第二章 
  1922年春天，小婦人帶着580元到廣華醫院去。 

  小婦人輕聲地說：「我是來捐款的，我想與今天值
事的總理談一下。」小職員和悅地回答：「好，稍等，
讓我去傳話。」小婦人欠身地說：「謝謝，有勞了。」 

  不久，腳步聲傳至小婦人耳中。「我是李某，不知
女士有何指教？」總理笑臉向着小婦人。小婦人此時已
站了起來，向總理介紹自己，並道明來意。 



第二章 
  「去年冬天，我家附近的雜貨店裏的一個伙計曾到
廣華醫院求診……」小婦人遲疑一下：「怎麼說，大夫
醫術真是高明，可我的舊街坊也返魂乏術，因為他得大
夫指點，卻沒錢抓藥，可謂是贈醫了，卻沒有施藥。」
小婦人嘆了口氣，又說：「如果你們是為了貧苦大眾設
想，可不能只贈醫，不施藥呀，這不就是白幹了唄！」
小婦人一口氣道明來意，然後把自家帶來的580元放在
總理面前，盼總理能收下這善款，同時，亦盼望總理反
映贈醫施藥的心意。  



第二章 
  此時，李總理臉上露出了無奈的神色。 

  小婦人追問：「值理，可有甚麼難言之隱？」 

  李總理遂回答：「東華為了國難，擔起了很多救濟
的事宜，加上密集的建設計劃，我們也四出籌措，重重
困難下，恐怕不容易滿足門診施贈中藥的要求。」 

  小婦人見李總理面有難色，也不願糾纏，起身謝過
總理，轉身就走了。 

   李總理雖被小婦人的熱誠
感動，然而，也無奈院方所得
的經費，亦是捉襟見肘呢！ 



第三章 
  過了一天，小婦人又來到廣華醫院，同樣是那笑容
可掬的職員前來招呼。 

  小婦人開宗明義上前道：「我是前來捐款的。」職
員不等小婦人開口，就說：「今天又是李總理值班，你
要見他嗎？」小婦人感激地點頭說：「謝謝！」 

  小婦人向前來的李總理打個招呼後，把帶來的
10,000元放在桌前，職員看得目瞪了，不敢作聲，轉身
出去了。 

  兩人在房間談了兩句鐘，李總理答應向全體總理報
告小婦人的人意，着小婦人回家等候他的消息。 



第三章 
  於是，李總理向主席建議召集緊急總理大會，以
商討小婦人捐獻的心意。 

  全體總理你一言，我一語，討論了整個上午。最
後，盧主席說：「各位總理，在此春秋之際，竟有一
位婦人捐獻一萬多元，實在叫我們感動，然而，此時
收下女士的捐獻後，若作出承諾，我院即要承擔日後
的中藥施贈。西藥有政府補貼，這就算了，如中藥也
由我院獨力承擔，恐拍我們承擔不來，到時有負這位
女士的寄望，我們只好向她明言。」 



第三章 
  經一番討論後，盧主席聯同李總理會見了小婦人，
向她說明了他們所顧慮的事，並感激她捐獻的心意。 

  第二天，小婦人帶來了$30,000元。幾個月後，她
又添了10,000元。當時的一幢新建樓宇的價格，只不過
是數千元，她於數月間共捐出的50,580元，實在是一筆
巨額的捐獻呀！ 



第四章 
    1922年6月10日，東華收到一封信。 

  這信原來是小婦人寄來的，是她捐了40,580元後寫
的。 

 

 

 

 

 

隱名小婦人於1922年6月10日(壬戌年五月十五日) 
給東華醫院總理的信。信中提及她將畢生積蓄捐給 

廣華醫院於門診施贈中藥。 



第四章 
    信中提及，過去數月所捐出的款項，已是她畢生的
積蓄。她這樣做，只想盡一點綿力，希望透過她的捐獻
引起各界善長留意，大家共襄善舉，解囊捐輸，以求貧
苦大眾可得救助。 

  另外，在信中結尾提及，她盼望總理們在下次會議
中，再討論有關施贈中藥的事宜，並且可以當場宣讀她
的來信，也請他們把信函刊登在報章上，以引起社會各
界的關注。 

   小婦人相信「有志者 
 事竟成」，只要集眾人的 
 力量，必可成就此事。 

 



第五章 
  「盧主席，女士的心意，我們不能僅僅是心領，要
行動呀！」李總理被小婦人的信感動而向盧主席說。 

  馬總理附和着說：「這位女士為了貧苦大眾而窮畢
生的積蓄，實在叫人敬佩，我們也要回應了。」 

  郭總理：「能捐的，女士已捐了，剩下的是我們的
責任了。盧主席，我們推不了責任啦！」 

  「各位總理，你們的話，我聽進心裏了。為了這位
女士的堅心苦志，我們先把她的信刊登於報章上，然後
再進行募捐計劃，實行『眾志成城』吧！」盧主席徐徐
地道出壓在他心中的話。 



第五章 
  這個消息一出，在廣集民間支持及總理們的
募捐下，得善款70,000元，連同小婦人所捐的，
共有120,000元。 

  總理們決定把這筆善款購置油麻地新填地街
舖位10間，把日後所得租金收入全部用於在門診
施贈中藥，這樣服務就有了長遠的經費。 

  從此，廣華醫院就開始了中醫門診的贈醫施
藥服務。 



第五章 

1992年6月11日，東華醫院董事局會議討論小婦
人捐款，希望廣華醫院施贈中藥，總理認為需要

再籌款方可成事，並決定進行勸捐。 

 



第五章 

曾立於廣華醫院中醫門診部的碑記， 
記述了小婦人在1922年捐出50,580元 
支持中醫門診施贈中藥的善舉。 

 



 隱世畫家－吳澤洪 



第一章 
【吳澤洪先生的背景】 

  吳澤洪別名吳孤鴻，1918年出生於東莞一個富裕
家庭。他的祖父在他八歲時把他帶到香港，寄居於在
香港開設留產所的姑媽家中，就讀私塾。此時，他開
始對繪畫發生濃厚興趣，每日課餘必看畫冊，然後臨
摹。 

  長大後，他替人畫人像碳相 
賺錢，名流富豪也找他畫像，酬 
勞很高，不久，已足夠置入一個 
單位。由於他受不了富豪的氣， 
一怒之下，不再替他們畫像，轉 
而畫廣告畫，之後去了大澳開雜 
貨店賣米油鹽。 

年輕時的吳澤洪先生 



第一章 
【吳澤洪先生的背景】 

  二次大戰後，他放棄雜貨店，到深水琛耀東
街開設小規模的製衣廠。在廠內，他經常對着鏡
子用鉛筆畫自畫像，畫了百多幅。 

  六十年代，他結束工廠業務，把全部資金投
資物業。七十年代樓價高峰時，他賣清物業，轉
而投資股票，全部是大藍籌，估計2008年金融海
嘯前，股票價值連現金多達一億八千多元。 



第一章 
【吳澤洪先生的背景】 

  由於積累了財富，又得到太太協助打理業
務，所以吳先生得以投入及發展個人嗜好。他
自少鍾情藝術，由素描、水彩、油畫以至國畫
比是自學而成。憑着課餘學習和自我深索，吳
先生建立出個人的藝術風格，並以「吳孤鴻」
為名從事創作，是香港現代水墨畫的先驅之一。 



第一章 
【吳澤洪先生的背景】 

  他的作品曾多次在本地及海外地區參展，
藝術才華早獲肯定，歷年來備受推崇；但他不
以藝事自誇，亦不炫耀財富，視名利如浮雲。 

  退休後，他由太子道的大宅搬到旺角細小
的舊樓單位居住，從此過着隱世生活。 

  吳先生生活節儉，身邊的親友也不知道他
原來擁有逾億元財產。 



第二章 
【與東華結的緣】 

  吳先生2008年離世，他生前曾兩度捐出鉅
款給予東華三院。 

  話說2002年，一位年逾八十的老伯因意外
受傷被送到廣華醫院就醫。治療期間，他得到
醫護人員的悉心照料，心中充滿感激。翌年，
本港遭遇沙士疫潮，他便決定捐出一千萬元，
支持東華的免費醫療服務。當時捐款的善長，
就是吳澤洪先生。 



第二章 
【與東華結的緣】 

  一生節儉，不求名利的隱世畫家，為何於
2003年要立下平安紙，表示死後要把遺產及畫
作留給東華三院作慈善用途，將所有的財富遺
愛人間呢？ 

2003年吳澤洪先生慷
慨捐助1000萬元支持
東華免費醫療服務，
當年主席楊超成代表
院方於東華三院文物
館接受捐款。 



第二章 
【與東華結的緣】 

  要明白吳先生的決定，先讓我們了解東華
三院是一間怎樣的機構。 

  東華醫院在1870年創立，一開始便根據當
時定例局（今立法會制訂的「華人醫院則例），
以中醫中藥免費為貧病華人治理疾病。免費醫
療服飾的傳統一直維持百多年。時至今天，本
港市民仍可享用東華三院的免費醫療服務。 



第二章 
【與東華結的緣】 

  本着幫助貧病的精神，東華在過去百多年
也一直提供免費門診服務，每年接受免費中西
醫門診服務超過一百萬人次，成為本港贈醫施
藥歷史最悠久的醫療機構。 

  如此龐大的經費支出，歷屆東華總理們堅
守東華百年的傳統，他們親力親為地募捐、籌
措醫療經費，秉持濟世為懷的精神。只要有需
要的人前來求醫，他們一律扶助，從不分你或
我，這種「大愛」精神，感動了人，更感動了
有承擔的人。 



第二章 
【與東華結的緣】 

  東華總理們堅守「贈醫施藥、救病拯危」
的理念，為華人留下美好的足印，這足印可指
引後人世世代代地走下去。 

  由此可見，吳先生願意走在這印滿美好足
跡的慈善路上，他留下的，不是他的財產，而
是他的愛，一份充滿着對別人關懷的愛。 

  感謝您，吳澤洪先生！ 



【與東華結的緣】 

     

第二章 

為感謝吳澤洪先生的捐贈，東華三
院於上環普仁街的東華醫院禮堂豎
立了他的紀念銅像，並於2011年舉
行揭幕典禮。 

  此外，東華三院又為吳先生推
出紀念畫冊，並舉行水墨畫遺作展。
位於油麻地的東華三院文物館亦放
置了紀念專櫃，以回顧他的善行及
藝術成就。 



第二章 
【與東華結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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