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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年
代
初
期
的
香
港
文
學

●
劉
以
鬯

一
九
四
九
年

，
香
港
進
入

﹁
轉
形
期

﹂
，
文
學
也
由
原
有
的
形
態
轉

變
為
另

一
種
形
態

。
起
先

，
大
批
作
家
離
開
香
港
北
上

，
香
港
的
文
學
生

命
幾
乎
因
此
失
去
延
展
所
需
的
條
件

。
後
來

，
﹁
綠
背
文
化

﹂
變
成
浪
潮

，
文
壇
出
現
蓬
勃
的
假
象

，
表
面
熱
鬧

，
實
際
消
損
了
香
港
文
學
的
超
然

性

。
美
國
對
香
港
提
供
的
經

濟
援
助

，
使
香
港
文
學
因
塗
上
過
濃
的
政

治
色
彩
而
改
變
面
貌

，
部
份
文
學
工
作
者
為
了
生
活
不
得
不
將
手
一畏
的
筆

作
為
宣
傳
政
治
目
標
的
工
具

，
情
形
比
另

一
部
份
文
學
工
作
者
甘
願
將
手

�
的
筆
當
作
謀
生
的
工
具
更
可
慮

。
五
十
年
代
初
期

，
作
家
有
了
墮
落
的

傾
向

。

五
十
年
代
初
期
的
香
港
文
學

，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
是
有
著
掙
扎
的

特
性
的

。
當
大
批
文
化
人
已
離
開
香
港
返
回
內
地
的
時
候

，
另

一
批
文
化

人
為
了
追
求
舊
的
生
活
方
式
進
入
香
港

。
這
批
新
來
的
文
化
人
多
數
不
能

將
克
服
險
阻
的
力
量
集
中
起
來

，
日
子
過
得
十
分
艱
難

，
空
虛

，
失
落

，

精
神
苦
悶
到
極
點

。
儘
管
那
時
流
入
香
港
的
資
金
佔
全
國
流
動
性
財
富
十

分
之

一
左
右
－0

，
越
過
羅
湖
來
到
香
港
的
文
化
人
卻
只
有
希
望
與
理
想

。

對
於
這
種
情
形

，
曹
聚
仁
在

︽隔
簾
花
影
︾
中
說
得
最
坦
率

：

流
亡
在
香
港
的
文
化
人

，
大
部
份
都
很
窮

；
香
港
這
個
商
素
市

劉以鬯



場

，
隨
著
戰
爭
到
來
而
美
落
的
經
濟
恐
慌

，
謀
生
更
是
不
易

；
所
謂

﹁
文
化

﹂
，
更
不
值
錢

。
·····‧O

文
化
既
不
值
錢

，
文
化
人
就
無
事
可
做
了

。
在
無
所
事
事
時

，
耐
不
住
寂

寞
的
煎
熬

，
只
好

﹁
到
鱷
魚
潭
呼
杯
咖
昨

，
消
磨

一
個
下
午

。
﹂
0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失
望
多
過
希
望
的
文
化
人

，
對
文
學
的
功
能
與
定
義
產
生
與

前
不
同
的
看
法
和
解
釋

，
是
極
其
自
然
的
事

。
煮
字
既
可
療
饑

，
為
了
免

於
淪
為

﹁
港
癟

J
，
沒
有
理
由
不
放
棄
對
文
學
的
執
著

。
於
是

，
一
種
被

稱
作

﹁
都
市
傳
奇

﹂
的
樣
式
出
現
了

。
這
種

﹁
都
市
傳
奇

﹂
雖
然
沒
有
什

麼
文
學
價
值

，
因
為
可
讀
性
高

，
很
快
成
為
流
行
體
裁

。
有
人
認
為

﹁
都

市
傳
奇

﹂
只
具
商
品
價
格

，
對
香
港
社
會
沒
有
什
麼
益
處

。
其
實

，
有
些

﹁
都
市
傳
奇

﹂
頗
能
用
簡
潔
的
文
筆
表
現
香
港
社
會
特
有
的
色
彩
和
節
奏

，
也
有
寫
得
不
錯
的

。
同
樣
是
商
品

，
與
色
情
文
字
比
起
來

，
﹁
都
市
傳

奇

﹂
固
然
對
社
會
無
益

，
也
不
會
危
害
社
會

。
問
題
是

：
作
家
企
圖
恃
文

字
以
謀
衣
食

，
必
須
大
量
生
產

。
而
大
量
生
產
的
結
果
是
：
越
寫
越
多

，

越
寫
越
濫

，
尤
其
因
為
生
活
面
不
夠
廣
闊

，
對
香
港
社
會
又
缺
乏
深
刻
的

認
識

，
既
不
能
重
複
寫
過
的
題
材

，
唯
有
改
寫
外
國
雜
誌
�
的
短
篇
小
說

甚
至
西
洋
幽
默
小
品

，
將
這
種
流
行
的
體
裁
引
入
死
巷

，
使
它
迅
速
失
去

吸
引
力

，
連

一
般
讀
者
也
將
閱
讀
興
趣
轉
移
在
趣
味
低
級
的
黃
色
文
字
或

役
有
藝
術
價
值
的

﹁
新
鴦
蝴

﹂
與

﹁
新
武
俠

﹂
上
了

。
作
家
為
了
生
活

，

不
得
不
迎
合
市
場
的
需
求

，
墮
落
的
傾
向
更
加
明
顯

。

五
十
年
代
之
前

，
南
來
的
作
家
都
沒
有
注
一意
到
本
地
意
識
的
重
要
性

。
這
種
情
形

，
小
思
曾
清
楚
指
出
：
﹁
他
們
只
是
在
香
港
暫
居

，
把
香
港

作
為
宣
傳
文
學
的
地
方

，
而
他
們
的
必
和
眼
都
是
向
著
中
國
大
陸

。
﹂
0

五
十
年
代
之
後

，
初
期
還
多
少
能
夠
保
持
應
有
的
獨
立
性

，
﹁
綠
背
文
化

﹂
形
成
浪
潮

，
為
數
相
當
多
的
香
港
寫
作
人
都
甘
願
做
政
治
揚
聲
筒

。
因

此

，
像
緬
人
這
樣
的
知
識
份
子
就
不
能
沒
有
感
慨
了

：

﹁
回
顧
幾
十
年
的
香
港
文
壇

，
無
數
的
文
藝
作
品
都
只
附
屬
於

中
國
大
陸
和
台
灣
的
政
治
藝
力

？
－－︙
作
家
的
目
光
並
不
在
香
港

。

﹂
0

正
因
為
這
樣

，
在
香
港
文
學
的
發
展
過
程
中

，
五
十
年
代
初
期
雖
然
值
得

重
視
的
作
品
不
多

，
卻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時
期

。
在
這
個
時
期

，
處
在
逆
境

中
的
寫
作
人
幾
乎
失
去
野
心
與
決
心

，
容
易
被
荊
棘
刺
傷

，
也
容
易
變
成

失
敗
主
義
者

。
不
過

，
那
時
候

﹁
綠
背

﹂
的
引
誘
還
不
大

，
有
勇
氣
做
些

事
情
的
文
學
工
作
者

，
仍
能
享
有
充
份
的
自
由
去
做
他
們
願
一意
做
的
事
情

。
從
廣
州
遷
來
香
港
的

︽
文
壇
︾

，
是

一
本
純
文
藝
雜
誌

，
水
準
雖
不
高

，
所
具
歷
史
意
義
卻
不
容
忽
視

。
事
實
上

，
五
十
年
代
一初
期
是

一
個
青
黃

不
接
的
時
期

，
文
學
雜
誌
很
少

，
除

︽
文
壇
︾
外

，
有
些
綜
合
雜
誌
和
文

藝
性
綜
合
雜
誌
也
負
起
推
廣
文
學
創
作
的
責
任

。
一
九
五
○
年
七
月

，
當

香
港
文
學
的
發
展
似
乎
受
到
滯
礙
的
時
候

，
有

一
本
名
叫

︽
幸
福
︾
的
文

藝
性
綜
合
雜
誌
對
香
港
文
學
的
延
續
也
作
過

一
番
努
力

。

︽
幸
福
︾
是

一
本
私
人
經
營
的
刊
物

，
由
沈
寂
自
掏
腰
包

，
內
容
偏

重
文
藝

，
出
版
後
銷
路
不
大

。
這
本
雜
誌
現
在
已
不
容
易
找
到

，
為
了
得

到

一
些
可
靠
的
資
料

，
我
曾
寫
信
給
居
住
在
上
海
的
沈
寂

，
向
他
借
閱

。

沈
寂
在
覆
信
中
說
他
保
存
的
香
港
版

︽
幸
福
︾
已
在
文
革
期
聞
全
部
被
搜

，
手
頭

一
本
也
沒
有

。
不
過

，
他
也
提
供
了

一
些
有
關
港
版

︽
幸
福
︾
的

資
料

，·

﹁
︙
︙

︽幸
福
︾
創
刊
鈴

一
九
四
六
年

，
係
文
藝
性
綜
合
月
刊

，
由
我
主
編

，
一
直
出
版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
發
行
人
是
馮
寶
善

，
他

是

一
般
書
商

。
彼
來

，
我
因
受
香
港
永
羊
影
業
聘
請
任
編
劇

，
來
港

。
︽
幸
福
︾
也
枕
朴

一
九
五
O
年
七
月

，
在
香
港
復
刊

，
是
我
個
人

出
脊
籌
辨

，
一
共
出
了
四
期

。
︽
幸
︶褐
︾
原
為
三
十
，二
閔

，
因
香
港

刊
物
多

，
恐
開
本
逼
小
而
不
顯
目

，
改
為
十
六
開

，
每
冊
三
十
二
頁

，
性
質
和
內
容
還
是
照
舊

。
主
要
撰
稿
人
有
閣
下

，
︵
記
得
你
曾
寫

過
兩
篇
短
篇
小
說
︶徐
計
、施
濟
美
、上
官
牧

、
董
鼎
山

、
馬
兵

、
李
嘉

圖

、
我
本
人

，
還
發
表
通
江
徠
良

︵
化
名

︶
的
連
環
圖

。
彼
來

，
因

銷
路
不
佳

，
就
此
停
刊

？
····◆﹂
0

信
中
的
馬
兵

，
原
名
馬
漢
嶽

，
筆
名
南
宮
搏

，
在
重
慶
時
寫
雜
文
署

﹁
馬

兵

﹂
，
來
港
後
多
數
署

州
馬
彬

編
。
李
嘉
圖
原
名
鍾
文
苓

，
現
在
新
加
坡

新
聞
界
服
務

。
單
看
撰
稿
人
名
單

，
︽
幸
福
︾
顯
然
是

一
本
偏
重
文
藝
的

綜
為
口雜
誌

。

︽
幸
福
︾
停
刊
後

，
由
於
園
地
越
來
越
少

，文
學
作
品
必
須
向
綜
合

性
雜
誌
尋
求
出
路

，
﹁
寄
生

﹂
於
綜
合
性
雜
誌

。
到
了

一
九
五

一
年
年
底

，
綜
合
性
雜
誌

︽
西
點
︾
與

︽
星
島
週
報
︾
幾
乎
同
時
出
版

。
這
兩
種
綜



合
性
雜
誌
都
以
較
多
的
篇
幅
刊
登
文
學
作
品

。

︽
西
點
︾
是

一
本
以
譯
文
為
主
的
綜
合
性
雜
誌

，
性
質
有
點
像
黃
嘉

德
褊
的

︽
西
風
︾

，
先
在
上
海
創
刊

，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在
香
港
復
刊

，
由
我
擔
任
主
編

。
那
時
候

，
香
港
文
壇
似
已
失
去
活
力

，

大
部
份
雜
誌
都
走
通
俗
路
線

，
甚
至
報
紙
副
刊
也
多
數
媚
俗

。
因
此

，
在

編
輯

︽
西
點
︾
這
本
以
譯
文
為
主
的
趣
味
性
雜
誌
時

，
為
了
滿
足
文
學
愛

好
者
的
要
求

，
我
作
了

一
個
反
傳
統
的
決
定
：
以

一
半
的
篇
幅
刊
登
短
篇

創
作

。
對
於
這
種
做
法

，
我
在

︽
復
刊
詞
︾
中
作
了
這
樣
的
解
釋

：
﹁
︽

西
點
︾
矜

一
九
四
五
年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在
上
海
創
刊

，
今
天
在
香
港
復
刊

，
這
中
間

，
從
國
際
十
八
樓
到
告
羅
士
打
茶
座

，
談
話
的
內
容
以
及
生
活

的
感
觸
已
完
全
不
同
︙
︙
嚼
著
洋
芯
牛
排
時
是
多
塵
想
戀
北
京
的
烤
鴨
與

西
湖
的
醋
魚
啊
！
﹂
因
此

，
復
刊
號
刊
出
了
七
個
短
篇

：
李
輝
英
的

︽
小

蘭
兒
的
疑
問
︾

、
諸
葛
郎
的

︽
斷
了
的
欄
杆
︾

、
公
孫
魚
的

︽
交
換
太
太

︾

、
史
得
的

︽
海
的
女
兒
︾

、
君
素
的

︽
膺
品
︾

、
王
樹
的

︽
夜
劫
︾
以

及
路
易
士
的

︽
姊
妹
︾

。
我
以
為
這
種
改
變
說
不
定
可
以
使

︽
西
點
華

出

現
在
香
港
讀
者
面
前
時
收
到
更
好
的
效
果

。
但
是
出
版
社
負
責
人
卻
認
定

此
項
改
草
違
反
傳
統

，
要
我
少
登
文
學
創
作

。

情
形
稍
微
好

一
點
的

，
是

︽
星
島
週
報
︾

。
這
本
刊
物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創
刊

，
比

︽
西
點
︾
在
港
復
刊
早
十
天

。
我
在
編
輯

︽

西
點
︾
的
同
時

，
也
擔
任

︽
星
島
週
報
︾
的
執
行
編
輯

。
︽
星
島
週
報
︾

是
綜
合
性
雜
誌

，
雖
然
編
輯
委
員
如
曹
聚
仁

、
葉
靈
鳳

、
易
君
左

、
徐
訏

、
李
輝
英
等
都
是
文
學
愛
好
者

，
卻
不
能
刊
登
水
準
較
高
的
文
學
作
品

。

我
曾
經
因
為
發
了
孫
伏
園
的

︽
魯
迅
先
生
的
小
說
︾
而
受
責

。

︽
西
點
︾
與

︽
星
島
週
報
︾
都
是
動
機
基
於
商
業
利
益
的
刊
物

，
不

能
不
顧
到
雜
誌
本
身
的
銷
路

。
儘
管
這
兩
種
雜
誌
都
沒
有
黃
色
文
字

，
商

品
化
的
傾
向
相
當
明
顯

。
愛
好
文
學
的
讀
者

，
不
容
易
從
這
兩
種
雜
誌
�

得
到
滿
足

。

文
學
商
品
化
會
阻
止
優
秀
作
品
出
現

，
當
然
是

一
種
壞
的
傾
向

。
不

過

，
由
商
業
機
構
支
持
的
雜
誌

，
不
可
能
不
考
慮
商
業
利
潤

。
一
九
五
二

年

，
徐
訐
獲
得
新
加
坡

︽
南
徉
商
報
︾
的
支
持
後

，
放
棄
新
加
坡

︽
益
世

報
︾
給
他
的
工
作

′
回
港
創
辦

︽
幽
默
︾
半
月
刊

。
︽
南
洋
商
報
︾
是

一

家
以

︵
商

﹂
字
做
招
牌
的
報
館

，
辦
報
的
動
機
必
定
起
於
商
業
觀
點

，
支

持
徐
訏
辦
出
版
社
和
雜
誌

，
也
不
會
背
棄

﹁
在
商
言
商

﹂
的
原
則

。

徐
訏
是
﹁
論
語
派
﹂
的
健
將
，
做
過

︽人
間
世
︾
的
編
輯
，從
三
十

年
代
起
就
跟
隨
林
語
堂
提
倡
幽
默

，
可
以
說
是

﹁
林
記
論
語
公
司

﹂
的
夥

計

，
獲
得

︽商
報
︾
的
支
持
後

，
為
了
繼
承

︽論
語
︾
的
傳
統
並
發
揚

﹁

論
語
派

﹂
的

﹁
山
默
愈
山
愈
然
而
愈
妙
﹂
O
的
主
張

，
索
性
將
新
辦
的
雜

誌
稱
為

︽幽
默
︾

。
徐
訏
未
必
站
在
純
商
業
的
立
傷
來
辦
這
本
雜
誌

，
不

過

，
︽幽
默
︾
雜
誌
像
滑
稽
片

一
樣

，
目
的
只
在
逗
人
發
笑

，
未
始
不
是

商
品

。

︽幽
默
︾
的
格
調
幾
乎
與
當
年
的

︽論
語
︾
相
同

，
︽論
語
︾
問

世
後
能
夠
風
行

一
時

，
︽幽
默
︾
不
應
－該
不
暢
銷

。
基
於
此

一
信
念

，
徐

訏
在
香
港
辦

︽幽
默
︾

，
名
稱
雖
不
同

，
卻
是
循
著

︽論
語
︾

︽人
間
世

︾
走
過
的
路
子
走
的

。

︽論
語
︾
有

︽論
語
社
同
人
戒
條
︾
十
條

？
︽幽

默
︾
也
有

︽本
刊
十
則
︾

。

︽人
間
世
︾
的

︽發
刊
詞
︾
這
樣
說
：
﹁
宇

宙
之
大

，
蒼
蠅
之
微

，
皆
可
取
村

，
故
名
之
為
人
間
世

。
﹂

︽
幽
默
︾
的

︽介
紹
幽
默
小
啟
︾
中
有
類
似
的
說
法

：
﹁
在
幽
默
的
境
界
中

，
我
們
都

意
識
著
宇
留
的
龐
大
與
白
我
的
微
小
。
︙
︙
﹂
由
此
可
見

，
︽
幽
默
︾
與

︽論
語
︾

、
︽人
間
世
︾
是

一
脈
相
承
的

。

︽論
語
︾

、
︽人
間
世
︾
能

風
行

一
時

，
︽幽
默
︾
不
會
不
受
歡
迎

。
可
是

，
事
實
證
明
這
種
看
法
並

不
對

。
也
許
徐
訏
的

︽幽
默
︾
不
夠
幽
默

；
也
許
香
港
人
不
懂
得
欣
賞

︽

幽
默
︾

，
這
本
名
叫

︽幽
默
︾
的
雜
誌
問
世
後

，
銷
售
情
況
並
不
理
想

，

與
當
年
的

︽論
語
︾
有
很
大
的
距
離

。
僅
此

一
事

，
就
可
以
證
明
魯
迅
的

眼
光
十
分
銳
利

。
魯
迅
於

一
九
三
四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寫
給
曹
聚
仁
的
信
中

就
說
過
這
樣
的
話

：

看
近
來
的

︽
論
語
︾
之
類

，
語
堂
在
牛
角
尖
農

，
雖
憤
憤
不
平

，
卸
更
鑽
得
滋
滋
有
味

，
以
我
的
微
力

，
是
拉
他
不
出
來
的

。
至
於

陶
徐

，
那
是
林
門
的
顏
曾

，
不
及
夫
子
遠
甚
遠
甚

，
但
也
無
法
可
想

了

。
0

魯
迅
信
中
的

﹁
夫
子

﹂
，
當
然
是
指
林
語
堂

。
至
於

﹁
陶
徐

﹂
，
誰
都
知

道
指
的
是
陶
亢
德
與
徐
訏

。
儘
管
魯
迅
沒
有
提
到

︽
人
間
世
︾

，
這
封
信

卻
是
在

︽人
間
世
︾
創
刊
後
三
個
多
月
寫
的

。
︽
人
間
世
︾
的
主
褊
是
林

語
堂

，
編
輯
是
徐
訏
與
陶
亢
德

。
魯
迅
說
林
門
的
顏
曾
遠
不
及
夫
子

，
確

有
先
見
之
明

。

一
直
跟
著
林
語
堂
提
倡
幽
默

、
也
寫
過

︽幽
默
論
︾
0
的
徐
訏

，
其

實
是

一
個
缺
乏
幽
默
感
的
人

，
常
常
情
緒
不
好

︵
o
u
T

 

o
F
江
u
澎
。
悶
︶

。
他
在

︽幽
默
︾
創
刊
號
發
表
的

︽馬
來
亞
的
天
氣
︾
就
是

一
個
典
型
的



例
子

，
自
以
為
幽
默

，
寫
得
很
不
得
體

，
曾
引
起
新
馬
讀
者
的
反
感

。
徐

訏
寫
這
篇
小
說
時
決
不
會
忘
記
創
墾
出
版
社
的
總
社
是
設
在
新
加
坡
的

。

0

儘
管

︽幽
默
︾
沒
有
得
到
預
期
的
成
功

，
有
些
文
章

，
即
使
不
幽
默

，
也
值
得

一
讀

。

︽幽
默
︾
第
五
期
yfJ
出
的

︽
︿酒
店
﹀
的
側
面
︾
︵
曹

·

聚
仁
作

︶
就
是

一
篇
頗
有
一意
思
的
文
章

，
發
表
在

︽酒
店
︾
單
行
本
出
版

之
前
兩
個
月

，
其
實
就
是

︽酒
店
︾
的

︽前
記
︾

。
︽
酒
店
︾
的

︽前
記

︾
只
刪
去
開
頭
的

一
段

，
其
餘
都
相
同

。
刪
去
的

一
段
文
字
是
這
樣
的
：

﹁戎
寫
下
了
這

一
個
題
目

，
編
者
說
是
可
以
寫

，
我
明
白
他
的

音
思
：
要
寫
得
風
趣

一
點

，
不
祐
太

﹃
一
本
正
經
﹄

，
也
不
要
太
不

﹃
一
本
正
經
﹄
﹂
。

這
幾
句
話

，
指
的

︽
散酒
店
︾
的
側
面
︾
那
篇
文
一章

，
並
非

︽酒
店
︾
這

部
小
說
選
的
是
﹁
司
空
見
慣

﹂
的
題
材

，
倒
也
寫
得
相
當

﹁
正
經

﹂
。
曹

聚
仁
有
一意
通
過
搜
集
的
材
料
去

﹁
了
解
這
個
社
會

，
以
及
解
答
這
個
社
會

問
題
的
答
素

。
﹂
0

︽酒
店
︾
是

一
部
用
傳
統
手
法
寫
的
長
篇

，
沒
有
什
麼
藝
術
特
色

，

有
些
地
方
還
有
點
張
恨
水
小
說
的
味
道

。
不
過

，
當
作
家
們
的
墮
落
傾
向

越
來
越
明
顯
的
時
候

，
同
樣
在
這
個
商
業
社
會
一畏
賣
文
的
曹
聚
仁
一竟
能
勇

於
寫
現
實

，
通
過
小
說
人
物
的
遭
遇
真
實
地
反
映
了
所
處
的
時
代
背
景

，

是
值
得
稱
讚
的

。
在
五
十
年
代
初
期

，
肯
將
香
港
的
現
實
寫
在
小
說
一畏
而

不
將
小
說
當
作
政
治
宣
傳
工
具
的

，
為
數
不
多

。
曹
聚
仁
的

︽酒
店
︾
雖

然
寫
得
很
老
實

，
甚
至
有
點

﹁
俗

編
，
卻
比
徐
訐
的
奇
情
小
說
更
具
說
服

力

，
應
－該
給
予
較
高
評
價

。
讀
徐
訏
的
小
說

，
即
使
驚
詫
於
色
彩
的
豔
麗

，
也
會
產
生
霧
一畏
看
花
的
感
覺

。
霧
�
的
花

，
模
模
糊
糊

，
失
去
應
有
的

真
實
感

，
令
人
難
於
肯
定
是
真
花
抑
或
紙
花

。
徐
訏
沒
有
勇
氣
反
映
現
實

，
處
在
現
實
環
境
一畏

，
竟
像
醜
婦
照
鏡
似
的

，
想
看

，
又
不
敢
看

。
有
時

，
為
了
減
少
小
說
中
的
低
級
趣
味

，
還
將
哲
理
當
作
血
液
注
入
作
品

。
他

在
五
十
年
代
初
期
寫
的

︽彼
岸
︾

，
主
要
是

﹁
歌
頌
宇
宙
的
諧
和
﹂
0

；

野
心
很
大

，
給
讀
者
的
精
神
刺
激
卻
小

。
曹
聚
仁
則
不
同

，
寫

︽
酒
店
︾

時
有
意
要
把
握
時
代
的
脈
搏

，
側
重
於
現
實
的
反
映

，
將
看
到
和
感
到
的

東
西
用
文
字
表
達
出
來

，
藉
此
博
得
讀
者
的
共
鳴

。

︽酒
店
︾
與

︽彼
岸

︾
是
同
期
出
現
的
小
說

，
互
通
之
處
不
多

。

南
來
作
家
不
願
在
小
說
中
反
映
香
港
現
實

，
並
不
是
從
香
港
進
入

﹁

轉
形
期

﹂
之
後
開
始
的

。
事
實
上

，
即
使
戰
前
就
在
香
港
定
居
的
葉
靈
鳳

，
長
期
生
活
在
這
個
社
會
�

，
也
不
肯
在
小
說
中
表
現
香
港
的
現
實
生
活

，
寧
願
將
時
間
與
精
神
放
在
香
港
掌
故
的
研
究
上

。
他
計
劃
要
寫
的

﹁
大

小
說

騙
，
竟
是

︽黃
河
︾

。
他
曾
經
說
過
要

﹁
談
守
白
己
的
文
章
防
線
﹂

O

，
卻
寫
了
不
少
像

︽紅
毛
聊
齋
︾

、
︽炎
荒
豔
乘
︾
之
類
的
香
豔
文
字

。
從
這
種
情
形
來
看

，
在
香
港

﹁
謹
守
文
一章
防
錢

﹂
並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做

到
的
事

。
李
輝
英
於

一
九
五
○
年
從
東
北
來
到
香
港
後

，
就
我
記
憶
所
及

，
住
在
蕪
湖
街

，
生
活
全
靠
筆
耕
維
持

，
在
葉
靈
鳳
編
的

︽
星
座
︾
上
發

表
的
長
篇
小
說

︽
人
間
︾
尚
能
保
持
以
往
的
作
風

，
後
來
不
但
寫

﹁
都
市

傳
奇

﹂
，
還
化
－名
寫
了
武
俠
小
說

。
︽
人
間
︾
雖
然
獲
得
曹
聚
仁
的
稱
讚

，
也
不
是
寫
香
港
的

。

在
五
十
年
代
初
期

，
李
輝
英
的
小
說

，
無
論
是
保
持
舊
作
風
的

︽人

間
︾
或
迎
合
香
港
讀
者

口
味
的

︽
牽
狗
的
太
太
︾

，
都
不
像
徐
訐
小
說
那

樣
受
歡
迎

。
徐
訏
在
國
內
時
原
是
暘
銷
小
說
家

，
來
到
香
港
後

，
即
使
不

教
變
寫
作
路
錢

，
也
不
愁
沒
有
讀
者

。
不
過

，
徐
訏
不
是
香
港
讀
者
最
喜

愛
的
小
說
家

，
比
徐
訂
更
為
香
港
讀
者
喜
愛
的
小
說
家
是
徐
速
與
傑
克

。

徐
速
於

一
九
五
二
年
在
︽自
由
陣
錢
︾發
表
的
︽星
星
月
亮
太
陽
丫
讀
者
不
少

，也
與
香
港
現
實
生
活
無
關
。
至
於
傑
克

，
雖
非
徐
訏
的

﹁
洋
鴛
秀
蝴
蝶
派

﹂
0

，
卻
是

﹁
港
式
鴛
鴦
蝴
蝶
派

﹂
，
像

︽
紅
衣
女
︾

、
︽
名
女
人
別
傳

︾

、
︽
合
歡
草
︾

、
︽
鏡
中
人
︾

、
︽
改
造
太
太
︾

、
︽
一
曲
秋
心
︾
等

，
市
場
價
值
很
高

，
藝
術
魅
力
是
沒
有
的

。
︽
一
曲
秋
心
︾
在
廣
告
中
註

明
是

〔
香
港
淪
陷
時
期
的
真
實
故
事

〕
，
仍
然
不
能
減
少
傑
克
的

﹁
匠

﹂

氣

。
傑
克

︵
黃
天
石

︶
是
香
港
中
國
筆
會
的
創
會
會
長

，
一
九
五
四
年
還

編
過

︽
文
學
世
界
︾

。
香
港
中
國
筆
會
對
推
動
香
港
文
學
作
出
的
實
質
貢

獻
不
大

，
而

︽文
學
世
界
︾
又
是

一
本
暮
氣
沉
沉

、
毫
無
衝
勁

、
內
容
貧

乏

、
形
式
陳
舊
的
文
藝
雜
誌

。
綜
觀
傑
克
做
過
的
工
作

，
比
較
有
意
義
的

，
是

一
九
五
二
年
編
的

︽
托
爾
斯
泰
短
篇
小
說
集
︾

。
傑
克
編
這
本
書

，

為
了
紀
念
托
爾
斯
泰
逝
世
四
十
週
年

。
用
傑
克
自
己
的
話
來
說

：
做
了

一

件

﹁
真
有
文
藝
價
值
的
工
作

﹂
。
○

另

一
位
很
受
讀
者
歡
迎
的
作
者
侶
倫

︵
原
名
李
霖

︶
，
在

﹁
為
生
活

而
寫
作

﹂
時

，
態
度
比
較
認
真

，
無
意
將
自
己
的
小
說
成
為
純
消
遣
品

。

同

樣

寫

日
佔
時
期
的
香
港

，
︽
無
盡
的
愛
︾
引
起
的
注
意
比

︽
一
曲
秋



心
︾
大
得
多

。
侶
倫
是

一
位
勤
奮
的
作
家

，
產
量
頗
豐

。
五
十
年
代
初
期

，
香
港
文
學
處
於
低
潮

，
侶
倫
在

︽
星
島
日
報
︾
副
刊
發
表
了
長
篇

︽
戀

曲
二
重
奏
︾
和
中
篇

︽
三
顆
心
的
男
子
︾

。
在

一
九
五

一
年
與
五
三
年
之

間

，
還
出
了
好
幾
本
書

。
︽
伉
儷
︾

、
︽彩
夢
︾

、
︽
窮
巷
︾

、
︽侶
倫

小
說
散
文
集
︾

、
︽
都
市
風
塵
︾

、
︽落
花
︾

、
︽
佳
期
︾

、
︽紫
色
的

感
情
︾

、
︽
暗
算
︾

、
︽舊
恨
︾

，
都
是
在
那
時
期
出
版
的

。
尤
其
是

︽

窮
巷
︾
的
出
版

，
猶
如
風
吹
死
水

，
使
香
港
文
壇
多
少
起
了

一
些
波
紋

。

儘
管
侶
倫
的
小
說

﹁
全
是
為
這
應
客
觀
條
件

︵
市
場

︶
的
需
要
而
寫
的
東

西
。﹂○

，寫
得
還
算
乾
掙

。

其
實

，
五
十
年
代
初
期
寫
香
港
現
實
生
活
的
文
學
作
品

，
不
是
沒
有

，
只
是
像

︽窮
巷
︾
和

︽
酒
店
︾
那
樣
寫

﹁
人
間
疾
苦

﹂
而
不
作
政
治
揚

聲
筒
的
小
說

，
很
少

。
大
部
份
作
品
都
是
為
宣
傳
政
治
目
標
而
寫
的

，
趙

滋
蕃
的
︽羊

流
社
會
︾
與
洛
風
的

︽
人
渣
︾
是
典
型
的
例
子

。

︽半
下
流
社
會
︾
與

︽
人
渣
︾
出
版
後

，
都
相
當
受
人
重
視

。
︽
半

下
流
社
會
︾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出
版

，
到

一
九
五
七
年
已
印
了
五
版

。
︽
人

渣
︾
先
在

︽
新
晚
報
︾
連
載

，
題
目
是

：
︽
某
公
館
散
記
︾

，
署
名

﹁
木

宅
管
事

﹂
，
後
來
出
單
行
本
時

︵
一
九
五

一
年
六
月
初
版

︶
，
題
目
改
為

︽
人
渣
︾

，
署
名
改
為

﹁
浴
風

騙
。
單
行
本
出
版
後

，
由
牧
浩
平
譯
成
日

文

，
題
目
改
為

︽
香
港
斜
陽
物
語
︾

，
︽
朝
日
新
聞
︾
的
書
評
曾
予
以
好

評

。
這
兩
部
小
說
都
是
寫
香
港

﹁
白
華

﹂
生
活
的

，
反
映
了
同

一
時
期
的

現
實

。
不
同
的
是

：
趙
滋
蕃
的

︽
半
下
流
社
會
︾

，
寫
香
港
難
民
營
中

﹁

低
等
難
民

﹂
生
活

；
洛
風
的

︽
人
渣
︾
寫
香
港

﹁
富
戶
區
﹂
內

﹁
高
等
難

民

﹂
生
活

。
同
樣
有
攻
擊
的
目
標

，
因
為
目
標
不
同

，
形
成
強
烈
的
對
比

，
也
間
接
說
明
了
五
十
年
代
存
在
於
香
港
文
化
界
的

一
種
現
象

。

趙
滋
蕃
對
現
實
的
觸
覺
相
當
敏
感

，
如
寫
颶
風

﹁
瑪
麗

﹂
襲
港
時
的

情
景

，
顯
示
他
有
能
力
將
自
己
所
處
的
環
境
如
實
表
現
出
來

。
問
題
是
：

過
分
濃
厚
的
政
治
色
彩
降
低
了
作
品
的
藝
術
性

。

洛
風
的
筆
鋒
更
銳
利

，
為
了
使
自
己
寫
的
小
說
成
為
宣
揚
政
治
目
標

的
工
具

，
竟
用
遊
戲
筆
墨
寫
了

︽
人
渣
︾
這
部
具
有
漫
畫
特
點
的
小
說

，

可
讀
性
雖
高

，
卻
不
能
算
是

一
部
好
小
說

。
︽
人
渣
︾
可
以
說
是
諷
刺
小

說

，
作
者
也
顯
露
了
諷
刺
的
能
力

，
因
為
寫
得
散
漫
凌
亂

，
甚
至
有
點
油

滑

，
所
具
藝
術
價
值
比

︽
半
下
流
社
會
︾
更
低

。
至
於
洛
風
繼

︽
人
渣
︾

寫
的
另

一
部
小
說

︽
孟
姜
女
︾

︵
一
九
五
二
年
五
月
出
版

︶
，
雖
然
也
寫

香
港

，
只
是
普
通
的
連
載
小
說

，
沒
有
甚
麼
特
色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趙

滋
蕃
另
外

一
部
小
說

︽
半
上
流
社
會
︾
五見
與
洛
風
的

︽
人
渣
︾

一
樣

，
也

是
寫
香
港

﹁
高
級
難
民

﹂
的

。

將
文
學
創
作
與
政
治
完
全
隔
離
幾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
也
沒
有
必
要
這

樣
倣

。
不
過

，
為
特
定
的
政
治
目
的
而
寫
的
文
學
作
品

，
必
會
削
弱
作
品

的
文
學
價
值

。
在
五
十
年
代
初
期

，
於
政
治
目
標
當
揚
聲
筒
的
文
學
作
品

很
多

，
具
有
較
高
藝
術
純
度
的
文
學
作
品
很
少

。
在
少
數
藝
術
性
較
高
的

作
品
中

，
柳
存
仁
的

︽
庚
辛
︾
應
得
較
高
的
評
價

。
︽
庚
辛
︾
是
長
篇
小

說

︽
青
春
︾
中
的

一
部

，
無
論
題
材
的
處
理

、
人
物
的
刻
劃

、
氣
氛
的
營

造

，
甚
至
掌
握
語
文
的
能
力

，
都
高
出
同
期
的
香
港
小
說

。
不
過

，
︽
庚

辛
︾
雖
由
香
港
大
公
書
局
出
版

，
內
容
與
香
港
現
實
生
活
完
全
無
關

。

︽庚
辛
︾
出
版
後

，
受
歡
迎
的
程
度
遠
不
及

︽
名
女
人
別
傳
︾

、
︽

星
星
月
亮
太
陽
︾

、
︽
半
下
流
社
會
︾

、
︽窮
巷
︾
之
類
的
小
說

，
甚
至

比

︽彼
岸
︾

、
︽
酒
店
︾

、
︽
人
間
︾
之
類
的
小
說
更
少
人
注
意

。
不
過

，
通
過
這
些
作
品
以
及
其
他
的
出
版
物

，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香
港
文
學
在
本

質
上
的
轉
變

，
從
而
認
識
它
的
衍
進

。

從

一
九
五
○
年
到
五
二
年

，
由
於

﹁
綠
背
文
化

﹂
還
沒
有
形
成
狂
潮

，
縱
使
文
學
商
品
化
的
傾
向
正
在
逐
步
顯
現

，
大
部
分
文
學
活
動
仍
能
保

持
應
有
的
超
然
性

，
像

︽
世
界
文
藝
叢
書
︾
與

︽
海
濱
文
學
叢
書
︾
之
類

的
文
學
書

，
都
是

一
九
五

一
年
出
現
在
書
市
的

。
到
了

一
九
五
二
年

，
情

況
有
了
顯
著
的
改
變

。
徐
訏
主
編
的

︽
幽
默
︾
與
黃
思
騁
主
褊
的

︽
人
人

文
學
︾
幾
乎
同
時
創
刊

。
︵
︽
幽
默
︾
創
刊
於

一
九
五
二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
︽
人
人
文
學
︾
創
刊
於

一
九
五
二
年
五
月
一一十
日

。
︶
儘
管
徐
訏
無
意

將

︽幽
默
︾
編
成
文
藝
刊
物

，
由
於
刊
載
的
只
是
散
文

、
小
品

、
隨
筆
和

短
篇
小
說

，
無
論
用
甚
麼

﹁
新
奇
的
名
詞

﹂
稱
呼

，
仍
然
是

一
本
文
藝
雜

誌

。
它
與

︽
人
人
文
學
︾
不
同
的
地
方
是
：

︽
幽
默
︾
由
罰

墾
出
版
社
﹂

督
印
及
發
行

，
有
商
業
期
望
而
無
政
治
目
標

，
不
屬

﹁
綠
背
文
化

﹂
。
︽

人
人
文
學
︾
與

︽
中
國
學
生
週
報
︾

︵
一
九
五
二
年
七
月
創
刊

︶
同
是

﹁

綠
背
文
化

﹂
的
產
物

，
有
政
治
目
標
而
不
太
重
視
商
業
利
潤

。
︽中
國
學

生
週
報
︾
曾
培
育
過
不
少
新
人

，
但

︽
人
人
文
學
︾
雜
誌
對
當
時
年
輕

一

代
的
文
學
愛
好
者
曾
起
過
刺
激
作
用

；
選
稿
方
面
似
乎
沒
有
甚
麼
標
準

。

以
第

一
期
為
例

，
用
福
克
納
的
演
詞
代
替
發
刊
詞

，
是
與
眾
不
同
的
處
理

，
可
是

，
將
西
洋
笑
話
放
在
純
文
藝
雜
誌
�
就
不
是
聰
明
的
做
汰

。
此
外

，
政
治
色
彩
也
相
當
濃

。
在
答
覆
讀
者
顧

一
敏
的
詢
問
時

，
︽
人
人
文
學



︾
的
褊
輯
說
：
﹁
把
文
學
單
純
地
作
為

一
種
工
具

，
或
者
純
為
政
治
服
務

，
未
免
把
文
學
的
價
值
展
低
了

。
﹂
話
雖
如
此

，
只
要
讀
過
第

一
、
二
期

︽
人
人
文
學
︾
的
人

一
定
會
注
意
到
黃
思
騁
的

︽
殉
道
︾
和

︽
古
城
夜
譚
．

︾
都
是
政
治
色
彩
很
濃
的
小
說

。
︽
人
人
文
學
︾
與

一
九
五
三
年
創
刊
的

︽文
藝
新
地
︾
比
較
起
來

，
﹁
純

﹂
度
顯
然
較
低

。

事
實
上

，
五
十
年
代
初
期
的
香
港
文
壇

，
並
不
如

一
般
人
的
想
像
那

樣
寂
歷

。
單
是

﹁
罵
曹

﹂
︵
聚
仁

︶
的
文
一章

，
在
短
短
二
十
個
月
中

，
就

有
八
百
多
篇
！
不
過

，
說
這
是
香
港
文
學
的

﹁
蓬
勃
期

﹂
，
也
不
正
確

。

市
場
雖
有
過
多
的
出
版
物
湧
現

，
大
部
份
是
廉
價
的

、
﹁
純
為
政
治
服
役

﹂
的
東
西

。
這
些
東
西
不
但
削
弱
了
獨
立
機
構
出
版
物
的
銷
售
力

，
也
使

純
商
業
機
構
的
出
版
物
受
到
排
擠

。
﹁
綠
背

﹂
已
變
成
吸
鐵
石

，
作
家
們

像
小
釘
子
般
被
吸
了
過
去

。
政
治
不
斷
蠶
食
文
學

，
文
學
幾
乎
變
成
政
治

的

一
部
份
了

。
在
那
個
時
期

，
即
使
張
愛
玲
那
樣
有
才
華
的
作
家

，
從
上

海
來
到
香
港
後

，
為
了
﹁
綠
背

﹂
，
也
寫
了

︽
秧
歌
︾
與

︽
赤
地
之
戀
︾

因
此

，
有
人
感
慨
地
說
了
這
樣
的
話
：

︙
︙
可
以
寫
寫
文
藝
的
朋
友
，不
是
改
寫
政
治
文
章

，就
是

改
寫

電
影
的
故
事

，
前
者
是
從
政

，
彼
者
是
從
商

，
原
也
是
五
四
來
中

國
文
化
通
常
變
化
的
路
徑

。
O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優
秀
的
作
品
當
然
是
不
容
易
出
現
的

。
在

﹁
綠
背

浪
潮

﹂
的
沖
擊
下

，
作
家
們
不
但
失
去
獨
立
思
考
的
能
力

，
甚
至
失
去
創

作
的
衝
勁

，
沒
有
勇
氣
堅
持
自
己
的
原
則

，
寫
出
來
的
作
品

，
多
數
因
過

分
重
視
思
想
性
而
缺
乏
藝
術
魅
力

。
縱
然
如
此

，
完
全
獨
立
的
綜
合
性
文

藝
雜
誌
如

︽
幸
福
︾

，
純
粹
基
於
文
學
使
命
感
而
出
版
的

︽托
爾
斯
泰
短

篇
小
說
集
︾
以
及
能
夠
真
實
地
反
映
當
時
現
實
情
況
的

︽酒
店
︾
之
類
的

書
籍
與
雜
誌
也
曾
在
這
個
時
期
出
現
過

。
由
於
部
分
文
學
工
作
者
的
苦
鬥

與
掙
扎

，
香
港
文
學
的
超
然
性
還
不
至
於
完
全
喪
失

。
香
港
文
學
沒
有
在

五
十
年
代
初
期
成
為
怒
海
中
的
覆
舟

，
這
些
文
學
工
作
者
的
努
力
不
應
抹

煞

。

︵
一
九
八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初
稿

︶

附
註
：

0
曹
聚
仁
：

︽
採
訪
新
記
︾

︵
香
港
創
墾
出
版
社

，
一
九
五
六
年

一
月
初
版

︶
，
第
十

四
頁

。

0
同
上

，
第
七
十
五
頁

。

0
夏
濟
安
：

︽
香
港
∣

－
九
五
○

︵
附
後
記

︶
︾

，
台
灣

︽
文
學
雜
誌
︾

，
第
四
卷

第
六
期

︵
一
九
五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
，
第
十
三
頁
。

○

︽新
晚
報
︾

，
一
九
八
○
年
十
月
廿

一
日
，
第
十
三
版

。

0
緬
人
：
︽難
解
的
結
︾

，
︽
新
宇
︾

，
第
十
七
期

︵
一
九
八
一
年
五
月

︶
，
第
二
十

二
頁

。

O
沈
寂
答
筆
者
問

，
一
九
八
四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來
信

。

0
林
玉
堂

：
︽
幽
默
雜
話
︾

，
︽
論
幽
默
︾

︵
邵
洵
美
選

，
上
海
時
代
書
店
印
行

，
一

九
四
九
年
重
排
初
版

︶
，
第
五
頁

。

0

︽
魯
迅
書
信
集

︵
上
卷

︶
︾

，
︵
北
京

：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
1
九
七
六
年

︶
，
第

六

一
六
頁

。

0
徐
訏

：
︽
幽
默
論
︾

，
︵
邵
洵
美
選

，
上
海
時
代
書
店
印
行

，
一
九
四
九
年
重
排
初

版

︶
，
第
六
十
五
｜

七
十
頁

。

○

︽
幽
默
︾
半
月
刊
第
三
期

︽
編
後
記
︾
有
這
樣
幾
句
話
：
﹁
有
人
對
於
這
個
刊
物
與

創
墾
出
版
社
的
關
係
不
解

。
創
墾
出
版
社
總
社
在
星
加
坡

，
在
香
港
想
設
立

一
個
分

社

，
不
用
說

，
是
兩
方
面
都
想
出
點
書
刊
的

。
︙
︙
﹂

O
曹
聚
仁

：
︽
A酒
店
﹀
的
側
面
︾
，︽
幽
默
︾
半
月
刊
第
五
期

︵
一
九
五
二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
，
第
二
十
頁

。

。

︽
世
界
小
說
叢
書
︾
第

一
種

︽
妹
妹
的
歸
化
︾

︵
一
九
五

一
年
七
月
初
版

︶
第
三
十

六
頁
有

︽
彼
岸
︾
的
廣
告

，
說

︽
彼
岸
︾
的
作
者

﹁
歌
頌
宇
宙
的
諧
和

﹂
。

。

︽星
島
週
報
︾
第
八
期

︵
一
九
五
二
年

1
月
三
日
出
版

︶
有

︽
新
春
隨
筆
︾

，
葉
靈

鳳
在

︽我
的
文
章
防
錢
︾

一
文
中
說

：
﹁
將
謹
守
自
己
的
文
章
防
棧

。
﹂

0
陳
封
雄
在

︽
憶
徐
訏
︾

︵
載
香
港

︽
大
公
報
︾

，
一
九
八
○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
十
六

日
︶
中
說

：
﹁
︙
︙
有
人
說
他
是

r洋
鴛
鴦
蝴
蝶
派
J

，
說
他
是

門黃
色
小
說
家
﹄

︙
︙
﹂

O
傑
克
在

︽
托
爾
斯
泰
短
篇
小
說
集
︾
的

︽
編
者
序
︾
中
說

：
﹁
去
年
夏
天

，
我
們

一

斑
朋
友

，
偶
然
動
念
想
做
些
真
有
天
氣
價
值
的
工
作

，
於
是
選
定

︽托
爾
斯
泰
短
篇

小
說
集
︾

，
分
任
譯
述

。
﹂

○
侶
倫
在

︽
窮
巷
︾

︽
新
訂
本
題
記
︾
中
說
他

﹁
所
有
出
版
了
的
作
品

，
差
不
多
全
是

為
適
應
客
觀
條
件

︵
市
場

︶
的
需
要
而
寫
的
東
西
︙
︙
﹂
見

︽窮
巷
﹀

︵
新
訂
本

·

一
九
五
八
年

一
月
版

︶
，
第
四
頁

。
︾

0
見

︽
幽
默
︾
半
月
刊
第
十
期

︵
一
九
五
二
年
十
月

一
日
出
版

︶
︽
編
輯
者
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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