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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德國兒童的幽門螺旋桿菌盛行率較低的觀察，筆者因此推斷：

西式的餐飲習慣，一人一套餐具、傳遞式佈菜、菜樣單純化、不吃前餐舊菜，

是很衛生的做法。

文／葉子久 台電聯合診所心臟內科醫師口水髒不髒？

國
人對「髒」的定義，有廣義與狹義兩種。廣

義的「髒」是指與自己生活習慣抵觸，產生

心理上「髒」的感覺。狹義的「髒」則應該與環保

衛生人體健康相關才對。

由於「髒」牽涉到人與人相互的感覺，所以

「髒」就與「禮」、與「體諒」相關。本文以下要討

論的就是：廣義的「髒」及個人應有的應對。狹義

的「髒」及個人應作為的改善。本文亦將提到與他

人相處應有的「禮貌」與「體諒」。

口水髒或不髒

有國人去巴拉圭旅遊，看見路邊坐著一排人，

輪流用同一支吸管喝著1筒馬黛茶。好噁！其實歐美

人看到我們一桌人圍著圓桌，沒有分菜共匙共盤的

吃法，也是一樣的想法。對東方人來言，西方人不

在乎當街擁吻，交換骯髒的口水，也是令人訝異

的！

吐口水，在各民族似乎都是不禮貌甚至是污辱

人的舉動。筆者相信這種想法源於口水的臭味。口

水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質酵素，經過口腔中細菌的分

解，自然是百味雜陳。

小孩子常常利用這種臭味，吐自己的口水在對

手的身上，當成攻擊的武器。然而，口水又是原始

治病的良藥，當幼兒被蟲蟻叮咬時，母親常習以自

己的口水來塗抹孩子紅癢腫起之處。成人數紙鈔

時，亦常常沾些口水在手指上來增加手指的黏性。

因此，口水到底是髒或不髒，就因情境而定。

原則上，應該嚴格定義口水是屬於「髒的」，如此就

不會做出令人討厭不快的行為。輪流用同一支吸

管，用自己的湯匙去取菜舀湯，當街舌吻，任意吐

痰吐檳榔汁、口水，以自己的口水來塗抹皮膚，沾

口水來數紙鈔，都是令人感到不安及骯髒感的動

作。基於與他人相處應有的「禮貌」與「體諒」，應

該盡量避免這些舉止。

狹義的髒與公筷母匙

某電視台，曾播放過自製推廣公筷母匙的健康

進食習慣的影片。在影片中，導師們論述公筷母匙

可以防止B型肝炎的感染。筆者猜測當時的影片拍

攝過程，大概沒有事前諮詢胃腸科醫師的意見。因

為，B型肝炎主要是經由接觸感染者的血液而達到

散布的結果。

假設患者當時並沒有牙床滲血，與患者共用餐

具、接吻、同桌進食應該是不會受到感染的。就算

不幸吃到患者的血液；如果食入者的上消化道黏膜

沒有破損，患者的肝炎病原也就無從進入體內。食

入者依然是安全的。

公筷母匙的確可以減少兩人互換身體上寄生的

細菌的可能性。然而，大多數人身體上的細菌均為

無害寄生；家族中所寄生的菌種也是大體相同。

如果真要談互換身體上寄生的細菌的可能，那

公共場所的電扶梯扶手，才是天下第一髒。因此醫

師們才強烈建議，在SARS及腸病毒大流行期內，

我們還是要保持回家後，立即脫鞋洗手的良好習

慣，以免將外界的病原體帶回家中。

筆者對於公筷母匙的推行，過去曾有保留的態

度。公筷母匙施行上困難度高。如果8口之家，吃

飯時5菜1湯，在沒有圓桌轉菜盤時，對桌的食者，

要用自己的筷子挾對面的菜都有些困難，還要去拿

那把公筷或母匙？如果每個人都發1對公筷母匙，

專門用於佈菜，那一會換這把一會換那把，不弄錯

才怪。

家族用餐，使用圓桌轉菜盤，菜到你面前，還

沒吃完前一道，也必須挾一些後面的菜備吃，那就

需要多一只佈菜碟。這麼多份公筷母匙及佈菜碟，

吃完了都歸家庭中最弱勢的人來清洗，也就等於加

重了操持家務者的工作。

窮苦人家如果施行公筷母匙勢必要多花錢買餐

具，這施行的意願就降低不少。至今，公筷母匙仍

只是實施於較高級的宴席，成為中式宴席飲食的禮

儀。一旦下了桌，吃小吃店路邊攤，或回到家中，

就完全不管公筷母匙這檔麻煩事。

如此推廣公筷母匙制度，骨子裡並不是為了公

共衛生；只是為了維護宴席中少數潔癖者，怕遭到

優質生活大家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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