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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繼
持試

談
小
思

·

以

︽承
教
小
記
︾
為
主

︵
︵
）

讀
小
思
的
文
章
令
人
氣
靜
神
凝

。
這
﹂
故

意
不
用

﹁
氣
定
神
閒

﹂
的

﹁
閒

﹂
字

，
怕
引
起

類
似

﹁
閒
散

﹂
、
﹁
閒
逸
﹂
的
聯
想

。
小
思
的

小
品
與
晚
明
的
小
品

，
兩
者
用
心
是
頗
為
不
同

的

。
她
筆
名
的

﹁
思

﹂
字
下
得
恰
當

。
幾
乎
每

一
篇
文
章

，
包
括
貌
若
閒
逸
的
寫
景
之
什

，
都

具
思
理

，
時
還
嚴
肅
得
跡
近
凝
重

。
不
過

，
那

思
理
是
從
生
活
實
感
領
悟
出
來

，
又
歸
結
到
真

性
常
情
的

，
所
以
能
清
人
神
志
而
悅
人
心

。
小

思
筆
名

，
據
說
原
來
想
用

﹁
夏
颶

﹂
。
炎
夏
清

風

，
豁
人
心
神

，
正
堪
喻
其
文
品

。
至
於

﹁
颶

﹂
字
另

一
義
訓
為

﹁
疾
風

﹂
，
則
綽
厲
風
發

，

豪
放
飄
舉
者

，
顯
然
不
是
小
思
給
人
的
印
象

。

應
該
是

，
風
華
內
斂

，
潛
氣
內
轉

，
修
養
有
素

而
見
諸
文

。
她
不
逞
才
情
而
走
上
藝
術
之
路

。

在
小
思

，
大
抵
可
以
說

，
藝
術
不
能
離
開

性
情
與
思
想
安
然
流
露
的
韻
致

。
性
情
與
思
想

，
修
養
工
夫
主
要
不
在

︵
文
中

﹂
，
正
如
陸
放

翁
所
云
：
﹁
汝
果
欲
學
詩

，
工
夫
在
詩
外

。
﹂

但
性
情
與
思
想

，
是
否
能
夠
轉
化
為
藝
術

，
恐

怕
也
要
下

一
定

﹁
文
中

﹂
的
工
夫

。
不
過

，
當

﹁
文
外

﹂
﹁
詩
外

﹂
者
化
入
藝
術
之
中

，
則
原

來
的
性
情
與
思
想
也
就
成
為
藝
術
的
有
機
成
素

。
談
說
起
來

，
便
不
僅
僅
是
掄
揚
作
者
人
品
道

德
或
思
想
境
界

，
而
是
談

﹁
藝

﹂
所
不
可
或
缺

的

一環
。論

小
思
的
散
文

，
或
說
其
文
詞
清
醇
雅
正

，
針
錢
縣
密

，
剪
裁
有
度

；
或
說
其
淡
素
自
然

，
卻
觀
之
不
厭
；
或
說
其
情
理
交
融

，
而
精
瑩

明
澈

；
或
甚
且
稍
涉
浮
誇
套
用
東
坡
居
士
評
陶

靖
節
語

：
﹁
質
而
實
椅

，
癢
而
實
腴

。
﹂
這
都

大
體
上
能
夠
指
出
其
文
體
貌

。
然
而
徒
論
風
俗

，
畢
竟
不
能
盡
作
者

﹁
文
心
﹂
之
全

。
作
品
的

神
理
氣
味
格
律
聲
色

，
作
者
的
性
情
生
活
學
問

思
想

，
兩
者
關
係

，
大
抵
是
﹁
不
即
不
離

，
不

一不
二
﹂
的
吧
，

既
不
直
接
等
同
，

也
不
絕
緣

孤
立

。
這
本
是
文
藝
通
則

，
但
讀
小
思
這
樣
的

散
文
作
家

，
更
加
不
可
忽
略

。
﹁
文
心

﹂
之
全

，
便
應
統
攝

﹁
文
外

﹂
﹁
文
中

﹂
。
雖
則
評
文

規
矩

，
只
能
就
文
論
文

；
文
中
有
人

，
可
觀
文

知
人
；
卻
不
能
倒
轉
過
來

，
鬧
出
據
人
評
文

，

以
人
代
文
的
笑
話

。
我
們
尋
繹
小
思
之

﹁
思

﹂

，
也
只
應
在
文
中
尋
繹

。
更
不
是
說
把
她
的
思

想

﹁
還
原

﹂
，
便
算
品
評
了
她
的
文
章

。
不
過

對
於
探
求
她
的

﹁
文
心

﹂
，
大
概
還
會
有
點
幫

助

，
也
顧
不
得
是
否

﹁
文
學
批
評

﹂
的
正
業
了



︵
二

︶

作
為
散
文
藝
術
家

，
小
思
也
許
要
到

︽承

教
小
記
︾

︵
集

，
才
充
份
顯
出
她
的
實
力

。

當
然

，
早
期
的

︽
路
上
談
︾

︵
指
純

│
出

版
社

︽路
上
談
︾
第

一
輯

）
與

︽豐
子
愷
漫
畫

選
繹
︾

，
都
寫
得
好

，
也
多
少
預
示
了
往
後
文

章
的
大
概
風
格

。
但
由
於
這
兩
輯
文
章

，
自
己

限
定
在

│
定
範
圍
內
運
筆

，
那

﹁
好

﹂
也
只
是

一
定
範
圍
內
的
好

，
而
未
必
與
散
文
藝
術
的
高

標
準
完
全
相
符

。
例
如

︽
路
上
談
︾
懇
摯
而
不

免
侷
促

，
︽漫
畫
選
繹
︾
穎
悟
卻
不
免
浮
泛

。

這
在
選
題
時
便
命
定
如
此
了

。

但
即
使
單
以
此
兩
輯
文
章

，
小
思
似
已
可

躋
身
於
當
年
白
馬
湖
畔
散
文
作
家
之
列

。
二
十

年
代
初

，
夏
丐
尊

、
朱
自
清

、
朱
光
潛

、
豐
子

愷
等
在
浙
江
上
虞
白
馬
湖
辦
春
暉
中
學

，
其
後

又
在
上
海
辦
立
達
學
園
、開
明
書
店
。他
們
未
必

如
別

一
些
新
文
學
者
捲
入
社
會
運
動
時
代
旋
渦

的
正
中

，
卻
以
誠
摯
務
實
的
態
度

，
從
事
青
少

年
教
育
與
文
字
工
作

。
散
文
多
以
人
生
小
品
及

說
理
文
章
見
長

。
小
思
在
六
七
十
年
代
之
交
的

香
港
寫
這
兩
輯
文
章

，
她
具
體
的
生
活
經
驗

，

所
面
對
的
學
生
的
心
態
與
問
題

，
當
然
跟
四
五

十
年
前
頗
有
不
同

，
但
文
中
所
表
現
出
的
理
想

目
標

、
價
值
取
向

、
人
生
感
興

，
還
有
教
育
信

念

，
連
帶
而
來
的
大
概
文
風

，
幾
乎
可
以
說
得

上

一
脈
相
承

。

她
寫
作
既
以
訴
諸
學
生
與
青
年
讀
者
開
始

，
往
後
便

︵
直
保
持
那
份
慎
重
與
謹
嚴
得
稍
帶

矜
持
的
文
風

。
這
當
出
自
那
僭
移
默
化
在
她
性

情
中
的
教
育
工
作
者
的
責
任
感

。
但
她
絕
不
是

居
高
臨
下

，
很
多
時
與
其
說
是
教
人

，
不
如
說

是
自
勉
自
省

。
然
而
這
總
不
免
多
少
妨
礙
了
現

代
意
義
的
藝
術
家
才
情
生
命
之
全
幅
展
開
或
社

會
生
活
之
多
方
介
入

。
就
這
個
意
義
上

，
小
思

甚
有
古
風

。
她
也
就
在
她
自
己
所
選
定
的
格
局

中

，
不
斷
追
求

，
達
到
這

│
標
格
的
完
美

，
而

成
君
子
之
文

。
﹁
香
遠
益
清

，
亭
亭
正
直

。
﹂

在
本
地
芸
芸
作
家
中

，
她
是
風
神
挺
拔
的

。

︵
三

）

有
心
的
研
究
者

，
可
以
仔
細
探
繹
小
思
從

三
十
歲
左
右
寫
的

︽
路
上
談
︾
到
接
近
四
十
歲

以
來
寫
的

︽
承
教
小
記
︾

，
中
間
演
變

，
移
步

換
形
之
跡

，
可
以
見
出

一
步

一
個
腳
印

。

粗
略

│
覽

。
讀

奮

上
談
︾

，
讀
出
作
者

人
生
觀
的
基
點

。
讀

︽漫
畫
選
繹
︾

，
不
妨
辨

別
那
些
是
依
他

，
那
些
是
從
己
；
那
些
略
帶
玩

弄
光
景

，
那
些
確
是
真
知
實
證

。
例
如
比
較

︽

前
面
好
青
山

，
舟
人
不
肯
住
︾
與

︽草
草
杯
槃

供
語
笑

，
昏
昏
燈
火
話
平
生
︾
兩
則

，
或

︽中

庭
樹
老
閱
人
多
︾
與

︽幾
人
相
憶
在
高
樓
︾
兩

則

。
論
文
辭
之
美

，
畫
意
之
切

，
後
不
及
前

，

但
後
篇
更
有
作
者
自
己
面
目

。
又
例
如

︽今
夜

故
人
來
不
來

，
教
人
立
盡
梧
桐
影
︾
，女
性
特
徵

的
敏
感
突
接
以
﹁
現
代
主
義
﹂的
人
生
體
味

，
在

小
思
文
中
殊
不
多
見

，
然
而
這
未
嘗
不
是
小
思

真
實
的
感
思

。

讀

︽
日
影
行
︾

，
該
讀
出
作
者
對
中
國
的

盧偉礬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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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緯鑾特輯
深
情

。
例
如
看

︽
日
近
長
安
遠
︾

：
﹁
果
真
足

詩
中
某
木

、
夢
�
江
南
？
︙
︙
誰
會
知
道

，
這

兒
有
個
傻
瓜

，
竟
站
在
異
國
的
泥
土
上

，
去
追

尋
從
木
見
過
的
鄉
土
面
容

。
﹂
｜

寫
時
在

1

九
七

一
年

。
讀
者
還
該
從

︽
︵
座
記
恨
館
︾
等

篇
讀
出
她
對
中
日
現
代
史
的
深
刻
的
反
思
。﹁文

化
的
中
國

﹂
之
懷
想

，
在

︽
蟬
白
︾

1
輯
中

，

更
是
苦
澀
的

。

從

1
九
七
四
年
以
來
的

︽
七
好
文
集
︾
的

篇
章
中

，
卻
可
以
窺
見
遊
學
日
本

一
年
的
生
活

，
對
作
者
藝
術
生
命
成
長
之
重
要

。
且
不
說
更

激
起
中
國
之
思

，
單
看
顯
明
的
四
季
推
移

，
自

然
風
物
之
美

，
不
再
只
從
詩
文
臆
想

，
而
今
即

目
興
情

。
自
然

、
文
化

、
社
會

、
個
體

，
這
幾

方
面
的
關
係
與
秩
序

，
不
再
只
是
抽
象
的
思
理

，
更
是

﹁
存
在
的
實
感

﹂
。
小
思
的
文
暈
︵
面

，
對
此
數
者
的
態
度
取
向

，
不
是
西
方
現
代
主

義
文
藝
方
式
的

。
大
抵
她
從
中
國
書
卷
與
師
長

所
得
的
涵
育

，
在
京
都
的
東
方
文
化
生
活
中
有

所
印
證

，
自
然
與
人
當
見
和
諧
的
秩
序
：
····
。

不
論
哪

一
段
時
期
的
作
品

，
我
們
都
可
以

讀
出
作
者
對
香
港
的
摯
情

。
她
寫
出
植
根
於
本

地
生
活
的
作
品

，
卻
又
未
能
切
入
香
港
這
個
現

代
工
商
業
社
會
的
核
心
；
然
而
她
所
表
現
的

，

又
正
是
於
此
地
要
生
活
得
合
乎
人
性
人
情
所
不

可
少
的

一
份
清
明

。

這
份
清
明
之
思

，
不
是
古
代
幽
人
之
超
然

世
外

，
而
起
碼
也
當
如
她
所
欽
慕
的
豐
子
愷
之

不
離
世
間
以
出
世
間

。
其
實

，
小
思
文
章
中

，

佛
教
的
意
味
幾
乎
絕
不
可
見

，
偶
爾
談

一下
禪

，
也
說

﹁
本
來
這
個
不
須
尋

﹂
。
思
想
上
影
響

她
最
大
的

，
後
來
我
們
從
他
的

︽
一
塊
踏
腳
石

︾

、
︽承
教
小
記
︾
等
幾
篇
情
文
兼
至
的
佳
篇

中
曉
得

，
是
唐
君
毅
先
生
的
以
儒
家
思
想
為
本

的
道
德
理
想
主
義

。
從
哲
學
家
的
唐
君
毅
到
文

學
家
的
小
思

，
其
間
的
過
度
與
藝
術
的
接
引

，

豐
子
愷
及
其
他
散
文
家
自
然
更
多
的
喚
起
她
的

感
性
思
維
與
生
活
視
野

。
哲
思
與
藝
術
渾
化
在

她
的
文
章
中

。
就
成
長
過
程
看

，
首
先
渾
化
在

她
的
性
情
中

，
性
情
感
應
於
生
活

，
展
現
為
思

緒

。
某
些
人
眼
中

，
她
所

﹁
思

﹂
究
不
免
還

﹁

小

﹂
。
但
不
論
小
大

，
那
是
真
實
生
命
的
展
現

。
當
然

，
﹁
真
實
生
命

﹂
可
以

︵
而
且
應
該

）

有
多
種
型
態

。
而
於
小
思
這
個
帶
儒
家
情
調
的

文
人
型

，
﹁
真
誠
﹂
之
兼
為
道
德
綱
領
與
藝
術

綱
領

，
顯
示
得
更
為
清
晰

。

︵
四

）

︽
承
教
小
記
︾

1
集
所
收

，
除
了

一
篇
寫

於

一
九
七
三
年
外

，
都
是

一
九
七
八
年
至
八

1

年
的
作
品

。
在
此
之
前

，
她
為
星
島
日
報

︽七

好
文
集
︾
欄
已
寫
了
三
四
年

。
讀
者
面
之
擴
闊

也
就
促
成
題
材
與
藝
術
空
間
與
深
度
之
開
拓

，

不
用

﹁
說
教

﹂
而
可

﹁
自
由

﹂
抒
展

。
文
字
風

格
也
見
超
升

，
從
初
期
娓
娓
有
致
的
說
理
紀
事

，
發
展
到
柔
中
有
剛

，
外
疏
內
密
的
近
似
散
文

詩
的
筆
調

。

賞
析

︽
承
教
小
記
︾
途
徑
不

1
。
讀
好
的

散
文
集
子

，
如
遊
蘇
州
園
林

，
景
物
構
成
在
有

定
與
不
定
之
間
劉
遊
取
路
錢
選
取
得
宜

，
園
冶

的
匠
心
便
在
步
移
景
換
中

，
次
第
顯
現

。
很
希

望
能
夠
讀
到
關
於
小
思
此
集
的

﹁
遊
記

﹂
多
篇

。
下
文
卻
只
匆
匆

︵
到

，
草
草
攝
下
幾
個
零
碎

鏡
頭

，
無
疑
是
辜
負
大
好
芳
園
的

。

︵
五

）

從
寫
景
文
章
說
起

。
這
�
指
自
然
景
物

，

加
上
名
勝
古
跡

。
景
既
入
文

，
景
即
寓
情

，
即

情
又
可
悟
理

。
景

、
情

、
理
之
相
互
映
襯
生
發

。
傳
統
詩
人
文
士
於
此
顯
其
慧
心

，
但
魚
目
混

珠
之
作
亦
不
少

。
關
鍵
在
於

，
觀
景
之
人

，
有

無
植
根
於
生
活
的
實
感

。

︽
不
追
記
那
早
晨

，
推
窗
初
見
雪
：
︙
寺

，
濃
麗
的
美
文

，
卻
帶
疏
岩
之
意

，
仿
如
六
朝

小
賦

。
八
年
後
寫
的

︽京
都
短
歌
︾

，
則
是
清

麗
的
小
令

，
似
淡
抹
而
實
濃
情

。
前
面
寫
在
京

都

：
﹁
從
前
讀
詩
讀
詞

，
實
懷
疑
古
人
哪
︵
來

許
多
惜
春
傷
春
之
意

，
到
如
今

，
才
了
悟
他
們

並
非
興
感
無
端

。
恐
怕
不
是
善
感

，
離
開
香
港

，
令
我
覺
得
老
得
真
快

。
﹂
後
篇
留
下

一
道
啞

謎

：
﹁
且
為
您

，
寫
下
短
歌
八
闕

，
從
此
我
不

再
提
起
京
都

。
﹂
沒
有
說
出
何
故

。
不
過

，
京

都
之
旅

，
使
得
作
者
原
先
得
諸
文
辭

，
心
中
憧

憬
之
美

，
落
實
為
色
相

，
應
是
無
疑
的
吧
！
色

相
所
生
的
實
感
而
來
的
文
章

，
不
論
疏
密
濃
淡

，
注
入
了
作
者
生
命

︵
部
份

，
因
而
雖
淡
亦
濃
。

香
港
的
自
然
景
觀

，
格
局
當
然
比
京
都
要

小
得
多

。
香
港
看
風
景

，
於
小
思

，
本
就
包
含

在
平
常
生
活
之
中

。
於
是
脫
落
域
外
驚
艷
的
馳

騖
之
情

，
還
他
樸
素
的
靜
觀
之
意

，
所
悟
出
的

道
理

，
卻
不
比
馳
情
者
為
輕

。
︽山
景
︾
沒
有

追
求
詩
情

，
只
如
單
色
版
畫
的
錢
刻
之
美

。
然

而
這
樣
的
句
子

：
﹁
沒
冇
歸
鳥
的
山

，
只
好
況

靜
等
待
明
天

。
﹂
超
乎
畫
而
到
詩
境

。
︽
苔
︾

的

一
篇

，
點
出
那
幽
賞
深
意

，
可
惜
點
得
太

﹁

破

﹂
。
不
過
看
苔
可
以
洗
心

，
觀
物
可
以
識
理

。
︽山
中
︾
螳
螂

，
有

﹁
擋
車

﹂
之
外
的
悲
劇

，
文
似
諸
子
寓
言

，，
山
中
遇
雨
濕
透

，
文
似
東

坡
小
品

。
短
1章
兩
則
以
理
趣
勝

。
然
而
更
好
是

情
理
都
融
進
生
活
中

，
生
活
�
又
沒
有
遺
忘
人



與
自
然
相
關

。
︽哦
！
秋
風
︾
便
是
這
樣
的

工

篇
好
文
章

。
綿
密
細
緻

，
織
進
了
好
幾
層
時
空

不
同
虛
實
映
照
的
生
活
敏
感

。
這
是
文
人
的
敏

感

，
但
這
文
人
的
敏
感
又
表
現
得
多
麼
樸
素
和

﹁
本
地
化

﹂
。
︽
花
訊
三
則
︾

，
她
正
就

﹁
本

地
﹂
的
角
度
來
看
本
地
的
杜
鵑

、
紫
荊

。
而
小

思
的

f
本
地
化

﹂
，
卻
正
把
她
區
別於
本
地
的

︵
般
人
。

︽晚
晴
︾

1
篇

，
題
面
雖
舊
而
意
不
陳
腐

，
語
不
落
套

。
天
然
與
人
道
諧
協
交
映

，
很
得

唐
先
生

︽
人
生
之
體
驗
︾
的
神
髓

。
但

A今
夜

星
光
燦
爛
︾
說

：
﹁
我
靜
靜
坐
在
太
空
館
內

，

不
想
外
面
只
爭
朝
夕
的
世
界

。
青
空
如
洗

，
且

醉

，
今
夜
星
光

。
﹂
作
者
也
許
沒
有
充
份
意
識

到
筆
下
帶
來
的
兩
重

﹁
反
諷

﹂
。
天
道
與
人
間

失
去
諧
協

，
卻
又
躲
在
人
造
的
星
空
�

。
作
者

是
否
真
個
不
看
外
面
的
世
界
呢
？
大
量
篇
章
顯

出
她
對
人
間
的

︵
片
溫
情

，
對
學
生
對
師
長
情

尤
深
摯

。
她
只
不
想

﹁
只
爭
朝
夕

﹂
的
濁
世
擾

攘

。
然
而
這
點

﹁
潔
癖

﹂
又
會
不
會
使
她
在
師

生
情
誼
與
教
育
事
業
之
外

，
有
意
無
意
地
避
免

介
入
許
多
世
情
雜
務

，
從
而
影
響
到
文
章
題
材

內
容
開
展
不
足
呢
？

﹁
懷
舊

﹂
的

︵
組
文
章

，
也
許
透
露

一
點

消
息

。
她
所
追
憶
的
是
量
年
時
所
接
觸
的
物
和

人

。
以
物
為
主

，
﹁
人
聞
相

﹂
也
作
為

︵
種

r

風
景

﹂
描
繪

。
這
是

一
幅
幅
靜
化
了
的
人
間
小

品

。
說
不
上
畫
評
之
所
謂

﹁
逸
品

﹂
。
並
非
韶

然
世
外

，
但
又
似
帶

一
些
道
家
觀
物
的
情
調

。

﹁
多
少
過
去
了
的
人

、
事

、
物

，
無
論
好
的
壞

的

，
對
的
錯
的

，美
的
醜
的

，
都
是
人
的
生
活

︵
部
份

，
跟
我
們
樂
過
憂
過

。
﹂
那
樂
與
憂

，

文
章
表
現
的

，
也
是
小
樂
小
憂

。
作
者
沒
有
藉

以
襯
托
她
的
生
活
歷
程

。
倒
如
古
來
所
謂

﹁
以

物
觀
物

﹂
。
而
那
些
小
小

﹁
東
西

﹂
｜

籐
書

筐

、
木
屐

、
白
糖
糕
｜

都
是
她
童
年
生
活
的

重
要
內
容

，
印
象
明
晰
入
微

，
不
須
疸
寫
童
心

而
量
心
宛
在

。
大
件

一
些
的

﹁
東
西

﹂
｜

東

方
戲
院

、
英
京
酒
家

、
鹹
魚
欄

，
面
臨
拆
掉
或

改
變
的
時
刻

，
所
喚
起
的
也
正
是
量
心
所
感
知

的
舊
貌

。
這

│
組

﹁
人
間
風
景

﹂
因
此
是
兒
童

眼
下
的

﹁
人
間
風
景

﹂
。
兒
童
與
大
人
單
純
的

1│分

，
構
成
自
足
的
美
感
世
界

。
以
物
帶
出
人

，
物
與
人
是
平
等
的

。
愛
物
而
仁
人

，
保
持

﹁

物
相

﹂
的
純
粹
感

，
因
而
保
持
對

﹁
人
間
世

﹂

的

│
點
童
真

。
這
點
童
真

，
滲
透
到
小
思
其
他

文
章
中

，
並
不
止
於
懷
舊
之
什

。

這
點
童
真

，
絕
不
等
於
無
知

，
而
且
對
人

間
事
物
因
不
淡
薄
又
不
激
越
的

一
種

﹁
溫

﹂
情

。
用
她
在
︽舊
和
新
︾
的
話
說

；
﹁
驀
然
回
首
的

滋
味

，
是
有
點
溫
馨

，
又
帶
點
蒼
涼

。
懷
舊

，

迷
人
的
地
方

，
可
就
在
這
�

。
﹂
她
經
過
了
﹁

舊

﹂
，
如
今
看
的
是

﹁
燈
火
闌
珊
處

﹂
。
但
所

繪
寫
再
現
的
事
象

，
卻
也
不
盡
是
當
年
的
燈
火

輝
煌

。
她
只
愛
寫
星
星
燈
火

。
而
且
還
未
必
談

得
上

﹁
小
中
見
大

﹂
｜

如
果
所
謂

﹁
大

﹂
是

指
複
雜
的
社
會
問
題
的
話

。
當
然
在
文
1章
的
邊

綠
還
會
略
為
觸
及
的

。
正
如

︽逛
閒
街
︾
所
說

：
﹁
無
意
間
看
到
了
許
多
平
日
不
留
意
的
人
和

事

，
但

﹁
巡
閒
衛

，
不
該
想
大
問
題

，
繼
續
向

前
走
吧
！
、﹂

樂
意
走
的
不
是
鬧
市
大
街

。
︽巷
︾

一
篇

說
：
﹁
走
在
像
駢
四
驪
六
的
交
這
大
道
中

，
我

竟
想
起
曾
見
過
的
小
衍
小
巷
小
胡
同

，
這
算
不

算
反
叛
？

﹂
那
是

﹁
叛

﹂
歸
於
童
心
之
純

，
﹁

散
文
小
詩

﹂
之
境

，
可
以
流
連
靜
觀
的
物
我
和

諧
的
形
相

。
那
愛
物
愛
人
的
人
間
溫
情

，
也
就

在
舊
物
的
變
遷
流
逝
中

，
表
現
得
多
麼
深
厚

。

︽杜
煥
不
在
︾

，
南
音
瞽
師
逝
去

，
也
就
如
舊

物
不
在

。
並
非
貶
人
為
物

，
實
在
因
為
在
她
文

章
︵

，
舊
日
的
世
界

︵
與
理
想
的
世
界

│
中

，

物
與
人

，
應
該
是
統

一
的

。

但
作
者
的
懷
舊
並
非
憶
夢

。
她
對
當
前
的

世
界
景
象

，
也
可
以
選
擇
地
觀
察
入
微

。
︽
l

陣
冷
氣
吹
來
︾

，
以
她

1
向
的
靜
觀
方
式

，
鮮

明
地
刻
劃
了

一
幅
人
間
小
景
｜

但
那
是

﹁
今

日

﹂
的
景
象

。
筆
調
冷
峻

，
只
在
結
末
處
簡
筆

︵
句
點
明

，
但
文
章
已
經
反
襯
出
作
者
人
閒
之

情
與
理
性
之
思

。
當
然
不
表
示
作
者
態
度
不
介

入

，
或
有
意
保
持

1
段
距
離

。
她
另
外
有

1
篇

很
有
意
思
的
小
文

，
︽兩
題
︾
中
的

︽藍
玻
璃

︾

。
多
引
幾
句

：

？

－·︙
藍
玫
璃

︵
隔

，
車
外

，
挽
變
得

色
彩
奇
異
：
說
走
淡
蓋
色
的
世
界
？
那

又
不
是

，
分
明
仍
看
得
清
楚
窗
斗
景
物

的
原
來
顏
色
︙
︙

踏
出
車
外

，
黃
沒
泌
的
陽
光
撲
頭
撲
面

罩
過
來

，
我
不
禁
驟
然
吃
驚

，
像
給
誰

︵
掌
雅
進
另

︵
個
世
界
去
似
的

。
驚
訐

的
不
是
陽
光
太
猛

，
而
是
｜

｜
︵
直
白

乙
以
為
看
得
清
楚
的
顏
色

，
跟
原
來
的

並
不

︵
樣

。

代
此

，
我
怕
藍
玻
璃

。
﹂

也
許

，
問

│
句
對
散
文
家
未
必
相
干
的
話

：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
白
玻
璃

﹂
？

︵
六

）

說
理
文
仍
是
小
思
最
為
著
意
的

︵
種
體
裁

。
但
早
己
從

︽
路
上
談
︾
式
的
娓
娓
傾
說
進
而

為
言
簡
意
遠

。
即
物
生
感

，
事
理
相
生

。
卸
卻

訓
誨
的
意
味

，
筆
力
更
加
集
中

。
思
理
所
及

，



盧瑋鑾特輯
具
人
生
啟
悟
之
拓
展

。

選
題
有
時
似
僻

，
又
時
又
不
避
熟

。
前
者

如

鸛

仔
蛋
︾

、
︽
孤
雛
︾

，
後
者
如

︽蛾
︾

︽蟬
︾

。
核
心
思
想

，
是
對
生
命
之
關
情

，

而
觸
及
社
會
問
題
與
人
生
實
踐
方
向

。
僻
題
悟

常
道

，
熟
題
出
新
意

。
角
度
之
善
選

，
觀
察
之

入
微

，
問
題
之
視
絮

，
使
得
思
理
的
振
幅
遠
遠

超
過
那
不
足
千
字
的
文
章

。
思
理
有
時
似
帶
情

意
之
姿

，
如
說
蟬
：
﹁
牠
為
了
生
命
延
續

，
祐

須
好
好
活
著

。
那
管
是
九
十
年

，
九
十
天
？
﹂

有
時
客
觀
冷
靜

，
如
說
蛾

：
﹁
蟻

，
祐
須
學
習

選
擇

，
分
清
楚
該
朝
向
哪
種
光

。
﹂
有
時
主
題

客
觀
來
回
交
錯

，
問
題
幅
度
更
大

，
而
作
者
不

下
論
斷

，
理
在
言
外

，
如
談

﹁
鸚
仔
蛋

﹂
之
被

儀
牲

，
﹁
孤
雛

﹂
之
當
實
驗

，
便
迫
人
與
作
者

1
道
深
思
情
感
與
科
學

、
生
命
與
社
會
的
大
問

題

。
對
於
生
命
之
委
屈
而
表
現
的
同
情

，
寫
得

最
有
力
的
莫
過

︽盆
栽
︾

1
題

。
也
是
熟
題
目

，
但
蘊
含
的
思
理
與
筆
力

，
似
不
稍
遜
於
龔
自

珍
的
名
喘

︽
病
梅
館
記
︾

。
文
章
可
作
多
層
次

詮
解

。
也
許
在
其
中

一
層

，
可
以
讀
出
香
港
青

年

︵
乃
至
香
港
人

︶
某

一
方
面
的
悲
劇

。

﹁
觀
事
之
理

﹂
與

﹁
立
身
之
道

﹂
可
以
是

︵
物
之
兩
面

，
但
後
者
於
人
更
為
切
近

。
作
者

也
不
是
好
為
人
師

。
她
是
企
圖
在
她
所
承
教
的

好
老
師

，
與
她
往
教
的
芸
芸
學
生

，
前
後
之
間

，
努
力
當
好
那
中
閒
的
環
節

。
她
在
這

一
組
文

章
中

，
身
份
是
﹁
生

﹂
與

﹁
師

﹂
合

一
的

，
基

調
是
﹁
反
求
諸
己

﹂
。
︽夢
見
生
公
︾
是
自
勵

︽勇
者
︾
也
見
人
而
內
省

。
還
有

︽戰
鬥
格
，

︾

一
篇

，
藝
術
上
不
算
超
卓

，
但
內
容
卻
似
乎

綜
括
地
道
出
作
者
的
心
志

：
﹁
這
種
戰
鬥

，
表

面
沒
有
耀
眼
的
火
光

，
但
積
儲
的
熱

，
一
旦
發

動
起
未

，會
銳
不
可
當

。
怎
樣
先
白
己
做
好

，

怎
樣
弄
清
楚
正
確
目
標

，
怎
樣
堅
持
下
去

，
這

正
是

﹃戰
鬥
格
﹄
的
重
要
課
題

。
﹂
比
起
她
以

前
寫
的

1
篇

︽
1
肩
袒
盡
古
今
愁
︾

，
本
篇

﹁

詩
意

﹂
較
少

，
﹁
樂
觀

﹂
較
多

，
但
思
理
是
可

以
貫
通
的

。
詩
人
與
志
者
表
現
同

一
生
命
情
調

︵
七

）

小
思
文
章

，
人
際
之
情
表
現
得
最
盡
緻
的

，
莫
如
師
生
的
情
誼

。
固
然

，
懷
舊
諸
篇

，
有

如
父
母
親
的
側
影
與
情
貌

，
寫
得
自
然
而
不
費

力

，
就
如

﹁
天
倫

﹂
之

﹁
天

﹂
然
如
此

。
這
種

意
境
也
許
不
需
專
篇
特
寫

。
但
寫
老
師

，
筆
墨

卻
很
濃
重

，
每
於
死
生
之
際
見
深
情

。
︽七
好

文
集
︾
有
幾
篇
悼
師
文

，
︽承
教
小
記
︾
三
篇

寫
於
唐
君
毅
老
師
逝
世
後
的
文
章

，
且
在
對
逝

者
的
仰
思
追
慕
中

，
展
示
自
己
過
去
的

一
部
份

。
小
思
為
文
向
來
少
談
已
事

，
現
在
也
只
在
托

出
老
師
的
化
育
之
恩

。
寫
來
不
作
空
泛
的
欽
敬

語

，
而
著
力
寫
自
己
的
切
身
感
受

。
她
甚
至
不

用
類
似

﹁
偉
大

﹂
的
字
眼

，
因
為
空
泛
的
敬
語

其
實
是

︵
種
褻
瀆

。
她
不
須
正
面
的
具
體
的
描

寫

，
老
師
之
好

，
全
是
從
學
生
所
受
的
影
響

，

所
得
的

﹁
挽
救

﹂
中
烘
托
出
來
的

。
老
師
對
生

命
的
啟
導
與
接
引

，
那
是
性
情
的
接
引
與
文
化

的
啟
導

。
老
師
之
為
人

，
與
老
師
所
寫
的
書

，

同
樣
為
受
教
者
所
仰
視

。
那
是
文
化
宇
宙
中
的

心
靈
映
照

。

她
悼
念
未
能
見
面
的
豐
子
愷
先
生

，
表
現

了
同
樣
性
質
的
欽
仰

，
是
生
命
的
契
接

，
同
時

也
是
文
化
的
契
接

。
八瀟
灑
風
神
永
憶
渠
︾

、

通
過
豐
先
生
的
學
生
對
老
師
的
盡
力

，
來
寫
小

思
作
為
讀
者
的
感
念

。
︽師
承
︾

1
篇

，
便
直

接
寫
這
個
學
生
對
老
師
的
崇
敬

，
並
點
出
乃
師

承
於
豐
先
生
之
師
承
於
弘

一法
師
者
。

小
思
之

於
豐
子
愷

，
應
該
算
得
上
﹁
私
淑

﹂
吧
！
豐

﹁

老
師

﹂
比
諸
唐
老
師

，
因
為
是
藝
術
家

，
遂
可

以
有
較
多
的
形
象
風
姿
之
追
摹
刻
劃

。
如

︽
石

門
灣
的
水
依
舊
流
著
︾

，
具
有
如
斯
的
喟
歎
與

信
念

；
又
如

︽小
酒
杯
︾

，
即
物
思
人

，
親
切

中
仍
是
欽
仰

。
生
命
與
文
化
合
而
為

︵
。

︵
八

）

小
思
對
中
國
的
感
情

，
也
是
生
命
的
與
文

化
的
合
而
為

一
的
吧
！

當
然
還
有
大
地
河
山

，
還
有
生
活
在
大
地

上
的
人
民

。
還
有
現
代
歷
史
的
斜
結

，
還
有

1

時
還
不
易
參
透
的
中
國
之

﹁
謎

﹂
。
小
思
這

1

段
情
懷

，
二
十
年
來
紆
迴
曲
折

，
恐
怕
倉
碎
不

易
說
得
分
明

。
此
中
苦
樂
隱
顯

，
不
可

一
概
泛

論

。
在

︽
承
教
小
記
︾
之
前

，
︽
日
影
行
︾
與

︽
蟬
白
︾
時
期

，
輪
廓
是
分
明
的

。
到

︽
七
好

文
集
︾
時
期

，
既
有
明
朗
的

添
龍
的
故
事
︾

，

又
有
隱
晦
的

︽北
天
︾
與

勵

山
︾

。
︽
承
教

小
記
︾
中

，
既
有

諮

到
江
南
趕
上
春
︾
的
清

朗

，
也
有

︽馳
過
的

1
瞬

，
纏
綿
約
永
恆
︾
的

幽
思

，
復
有

︽
河
的
謎
︾
的
複
雜

。
這
等
情
懷

，
遂
賦
予
她
的
散
文
以
芬
馨
異
采

，
也
匯
通
於

中
國
傳
統
的
懷
鄉
去
國
的
情
思

，
但
這
又
確
然

是
從
小
思
的
性
情
氣
質
與
她
生
活
的
時
代
環
境

萌
發
出
來
的

。
不
管
怎
樣
演
繹

，
這
畢
竟
是
身

居

，
深
受
中
國
文
化
所
孕
育

，
憶
想
祖
國
河
山

人
民

，
所
發
的
極
其
誠
摯
的
聲
音

，
也
是
構
成

散
文
家
的
小
思
的
藝
術
生
命
重
要
的

一
部
份

。

︵
一
九
八
五
年

一
月
初
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