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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融獨
語
於
二
十
四
座
風
景
之
間

讀
兩
年
來
的
︽香
港
文
學
︾扎
記

創
刊
號

靠
了
逆
水
行
舟
的
膽
量

，
還
藉
助
西
緒
福

斯
的
力
氣

，
︽香
港
文
學
︾
月
刊
終
於
問
世

。

它
的
誕
生

，
至
少
意
味
著

：
嚴
肅
文
學
儘
管
在

這
高
度
商
業
化
的
小
島
上
長
期
受
到
排
斥

，
得

不
到
應
得
的
關
注
和
重
視

，
卻
總
要
以
自
己
頑

強
的
生
命
力

﹁
破
土
而
出

﹂
。
前

一陣
文
壇
的

肅
殺

，
其
實
正
孕
育
著
希
望

。
當
時
的
悲
觀
論

者

，
現
在
應
該
自
嘲

。

為
捍
衛
嚴
肅
文
學
的
地
位

，
主
編
劉
以
鬯

先
生
有
意
通
過
雜
誌
確
定
它
的
價
值
標
準
並
有

所
示
範

。
尤
有
意
思
的
是
：
他
毫
不
含
糊
地
指

出
香
港
文
學
與
各
地
華
文
文
學
同
屬
一
﹁
源

﹂

，
都
是
中
國
文
學
這
條
大

﹁
鏈

﹂
上
的
單
環

；

要
使
環
環
相
扣

，
就
要
檳
棄
圈
子
加
強
彼
此
的

聯
繫
和
交
流

。
﹁
只
要
齊
集
在

一
起

，
不
會
不

感
到
團
聚
的
溫
暖

﹂
這
話
說
得
親
切
而
有
遠
見

以

﹁
香
港
文
學

﹂
為
題
的
筆
談
會

，
回
顧

歷
史

，
檢
視
現
在

、
展
望
未
來

，
雖
則
還
僅
僅

是
即
興

、
隨
意
式
的
表
達

，
但
由
於
態
度
嚴
肅

，
也
頗
多
的
論

。
談
及
文
學
刊
物

，
有
作
者
指

出
：
﹁
這
是
培
養
作
者

、
溝
通
讀
者

、
整
理
香

港
文
學
資
料
的
重
要
渠
道

。
﹂
︵
陳
德
錦

；

︽



隨
想

一
束
︾

︶
本
期
之

﹁
史
料

﹂
欄
正
好
提
供

了

一
點
論
據

。
不
消
說

，
它
是
個
有
意
義
的
開

端

。
葉
維
廉
的

︽閒
話
散
文
的
藝
術
︾
意
在
為

散
文
正
位

，
所
析
散
文
的
四
個
層
次
中

，
品
味

之
形
成
其
實
涉
及
的
正
是
散
文

﹁
靈
魂

﹂
之
所

在

，
惜
點
到
即
止

，
略
嫌
倉
促

。
作
者
似
乎
在

試
驗

一種
﹁

標
點
法
﹂

，
但
方
法
並
不
嚴
謹
，

有
些
地
方

︽
例
如
引
文

︶
前
後
的
處
理
也
不

一

致

。
我
懷
疑
他
自
己
可
能
也
沒
有

﹁
原
則

﹂
，

那
麼

，
又
何
必
取
消

﹁
成
規

﹂
？
何
況

，
那

﹁

成
規

﹂
早
已
通
行

，
也
不
見
得
有
什
麼
弊
病

。

第

二
期

最
突
出
的
是

︽戴
望
舒
逝
世
三
十
五
週
年

紀
念
特
輯
︾

。
蒐
集
戴
氏
軼
文
的
工
作

，
據
我

所
知

，
旅
美
學
人
鄭
培
凱

︵
程
步
奎

︶
也
在
進

行

，
但
在
本
港

，
盧
瑋
鑾
女
士
的
努
力

，
至
今

仍
無
出
其
右
者

。
本
期
所
載
戴
氏
在
港
著
譯
作

品
目
錄
表

，
難
能
可
貴

，
對
於
研
究
戴
望
舒
香

港
時
期
的
創
作

，
有
舖
路
之
功

。

柯
靈
的

︽遙
寄
張
愛
玲
︾

，
筆
帶
真
情

，

語
含
深
意

，
回
憶
的
經
緯
織
出
了
這
位
曾
經

﹁

紅
遍
上
海

﹂
的
女
作
家
過
去
鮮
為
人
知
的

、
在

多
災
多
難
的
中
國
現
代
文
壇
上
從
冒
起
到
絢
爛

又
從
絢
爛
旋
歸
平
淡
的
圖
象

。
這
裡
有
讚
賞

、

有
批
評

；
也
嚴
正

，
也
寬
容

，
字
裡
行
間

，
顯

露
的
都
是

﹁
惜
才

﹂
兩
字

，
正
是
文
壇
前
輩
的

傳
統
本
色

。
﹁
張
愛
玲
不
見
於
目
前
的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史

，
毫
不
足
怪

，
國
內
卓
有
成
就
的
作

家

，
文
學
史
家
視
而
不
見
的

，
比
比
皆
是

。
這

絕
不
等
於

﹃不
能
為
同
時
代
的
中
國
人
所
認
識

﹄

，
已
經
有
足
夠
的
事
實
說
明

。
往
深
處
看

，

遠
處
看

，
歷
史
是
公
平
的

。
張
愛
玲
在
文
學
上

的
功
過
得
失

，
是
客
觀
存
在

；
認
識
不
認
識

，

承
認
不
承
認

，
是
時
間
問
題

。
等
待
不
是
現
代

人
的
性
格

，
但
我
們
如
果
有
信
心

，
就
應
該
有

耐
性

。
﹂
柯
靈
如
是
說

，
一
方
面
是
對
唐
文
標

的
回
答

，
一
方
面
也
是

一種
深
具
信
心
的
預
言

。
能
夠
跳
出

﹁
回
憶

﹂
，
心
平
氣
和
地
述
說
得

失

，
不
愧
大
手
筆

。

第
三
期

︽盧
瑋
鑾
特
輯
︾
是
對
小
思
創
作
和
研
究

活
動
的
肯
定

。
本
地
出
版
的
文
學
雜
誌
為
本
地

正
在
活
動
著
並
迭
有
成
就
的
作
家
組
織

﹁
特
輯

﹂
，
並
非
自
該
刊始
，

但
應
該
說
，

本
期
此
輯

做
得
尤
為
認
真
而
全
面

。
主
編
者
這
份
策
劃
的

勞
跡

，
很
可
讚
美

。
文
學
創
作
和
研
究

，
固
然

是

﹁
能
耐
得
住
寂
寞
的
人

﹂
的
事
業

，
但
文
壇

似
乎
也
不
必
太
吝
嗇
於
自
己
的
褒
揚

。
香
港

，

當
然
不
是

﹁
文
化
沙
漠

﹂
，
然
而

，
﹁
文
人
相

輕

﹂
之
陋
習
仍
餘
風
流
轉

，
適
時
而
恰
如
其
份

的
給
孜
孜
耕
耘
者
以
鼓
勵

，
我
想
也
是
有
卓
識

的
文
學
雜
誌
份
內
的
事

。

從
創
刊
號
到
本
期

，
短
篇
欄
內
先
後
發
表

了
吳
煦
斌
的

︽
暈
倒
在
水
池
旁
邊
的

一
個
印
第

安
人
︾

、
西
西
的

︽鎮
咒
︾
以
及
鍾
曉
陽
的

︽

柔
情
︾

。
比
較
起
來

，
吳
煦
斌
和
西
西
更
執
著

於
短
篇
小
說
創
作
的

﹁
出
新

﹂
，
但
前
者
落
力

於
隱
藏
深
意

，
後
者
則
熱
衷
於
提
供
新
內
容
或

新
手
法

。
鍾
曉
陽
用
的
是
傳
統
的
技
巧

，
卻
在

刻
劃
的
細
緻
上

，
表
現
才
情

。
劉
以
鬯
在
談
到

吳
時

，
說

：
﹁
讀
她
的
小
說

，
除
非
不
想
看
到

超
越
現
實
的

一
面

，
否
則

，
就
該
慢
慢
辨
別

；

細
細
咀
嚼

。
請
接
受
我
的
勸
告

：
牛
飲
與
囫
圇

下
吞
會
失
去
已
得
的
東
西

。
﹂
這
話
也
適
用
於

讀
西
西

。
如
果
說
她
們
兩
位
的
作
品

，
考
驗
的

是
你
的
悟
性

；
那
麼
鍾
的

，
挑
戰
的
便
是
你
的

感
性

。
她
們
三
位

，
雖
大
異

，
也
有
小
同

。
我

說
的
是
結
構

。
無
論
哪

一
位

，
都
相
當
嚴
謹

這
個
共
同
的
優
點

，
把
各
自
的
創
作
提
前
到

個
較
高
的
層
次

。

第
四
期

和
前
三
期
分
別
刊出
的
︽

馬
來
西
亞
華
文

作
品
特
輯
︾

、
︽加
拿
大
華
文
作
品
特
輯
︾
及

︽新
加
坡
華
文
作
品
特
輯
︾

一
樣

，
本
期
的

︽

美
國
華
文
作
品
特
輯
︾

，
也
是
當
地
有
心
人
士

助
編
的

。
四
輯
共
卅
七
篇
作
品

，
詩
佔
了
十
九

首

，
散
文

︵
包
括
隨
筆

、
遊
記

、
人
物
剪
影

）

十

，
短
篇
小
說
三

，
論
文
三

，
獨
幕
劇
和
史
料

各

一。
除
了
美
國
，

餘下
三
處
均
有
專
文
簡
介

當
地
華
文
文
學
的
歷
史
和
現
狀

。
作
者
們
大
抵

老

、
中

、
青
俱
現

，
頗
有
幾
位
是
香
港
移
去
的

﹁
筆
桿
子

﹂
。
我
又
想
起
了
主
編
在

︽發
刊
詞

︾
裡
關
於

﹁
單
環

﹂
和

﹁
文
學
鏈

﹂
的
比
喻

，

如
今

，
由
此
再
進

一
步

，
那
將

﹁
單
環

﹂
投
來

，
又
把
它
串
成
長

﹁
鏈

﹂
的

，
也
呼
之
欲
出
了

。
這
確
是
令
人
鼓
舞
的
事

。

黃
維
樑
的

︽
八
十
年
代
的
香
港
詩
壇
︾
連

刊
四
期

，
到
本
期
結
束

。
論
文
鳥
瞰
詩
壇
概
貌

之
後

，
點
評
了
戴
天

、
蔡
炎
培

、
楊
賈
郎

、
原

甸

、
黃
河
浪

、
韓
牧

、
胡
燕
青

、
趙
德
強

、
陳

漢
強

、
陳
德
錦

、
春
華

、
也
斯
等
人
的
詩
作

，

間
中
也
討
論
了
新
詩
的
禁
忌

、
語
言

、
節
奏
等



。
作
者
的
趣
味

，
不
用
說
是

一
家
的
趣
味

，
但

實
在
有
其
代
表
性

，
代
表
了
崇
尚
明
朗

、
理
性

和
節
制
的

一路
。

他
有
一

段針
砭
新
詩
壇
上
﹁

桀
驚
分
子
亂
闖
亂
寫
的
毛
病

﹂
的
文
字

，
我
深

有
同
感

。
黃
君
近
年
評
詩
頗
勤

，
可
惜
時
間
短

缺

，
本
文
僅
得
十
數
景
觀

；
好
在
這

一類
的
題

目

，
總
難
免
顧
此
失
彼

，
沉
寂
的
評
論
界
在
有

心
人
肯
做
這

﹁
吃
力
不
討
好

﹂
的
工
夫

，
我
們

感
謝
猶
恐
不
及

，
哪
裡
好
再
求
全
責
備
？

戲
劇
方
面

，
至
本
期
為
止

，
該
刊
發
了
三

個
劇
本

：
一是
師
陀
的
歷
史
獨
幕
喜
劇
︽

列禦

寇
︾

︵
創
刊
號

︶
、
一
是
田
流
的
獨
幕
劇

︽破

案
︾

︵
第
三
期

︶
、
一
是
英
國
湯
姆

·
史
圖
柏

︵
T
O
M

 

S
T
O
P
P
A
R
D

︶
的
獨
幕
劇

︽畫
廊

之
後
︾

︵
本
期

︶
。

︽畫
廊
之
後
︾
的
譯
者
嘗

試
用
粵
語
翻
譯
對
話

，
以
捕
捉
劇
中
傳
神
生
動

之
處

。
作
為
演
出
本

，
這
樣
處
理
自
然
不
無
道

理

，
然
而
作
為
正
式
中
譯
本
發
表

，
我
卻
認
為

仍
應
以
現
代
漢
語
譯
出
較
佳

，
因
為
方
言
的
流

通
面
畢
竟
較
窄

。

第
五
期

︽第
十
二
屆

﹁青
年
文
學
獎

﹂
小
說
組
得

獎
作
品
專
輯
︾
意
在
提
攜
新
秀

，
其
意
義
隨
著

時
光
的
流
逝
將
益
發
明
顯

。
發
現

、
鼓
勵
文
學

之
苗

，
乃

一本
文
學
雜
誌
無
可
旁
貸
的
責
任
，

也
是
其
生
命
力
的
來
源
之

一
。
主
編
既
是
文
壇

著
名
的

﹁
園
丁

﹂
和

﹁
伯
樂

﹂
，
在
這
方
面

，

相
信
會

一
如
既
往

，
不
遺
餘
力

。

第
六
期

四
月
廿
七

、
廿
九
及
卅
日

（
一九
八
五
年

︶
假
香
港
大
學
亞
洲
研
究
中
心
舉
行
的
本
港
首

次
大
規
模
的

﹁
香
港
文
學
研
討
會

﹂
的
盛
況
簡

介
和
宣
讀
的
論
文
中
的
兩
篇

，
刊
於
本
期

﹁
文

學
研
究

﹂
欄
內

。
盧
瑋
鑾
的

︽統

一
戰
線
中
的

暗
湧
｜

抗
戰
初
期
香
港
文
藝
界
的
分
歧
︾
填

補
了
現
代
文
學
史
上
的

﹁
空
白

﹂
；
劉
以
鬯
的

︽
五
十
年
代
初
期
的
香
港
文
學
︾
是
目
前
僅
見

的
一
篇
文
學
界
資
深
見
證
人
對

﹁
綠
背
浪
潮

﹂

衝
擊
下
的
香
港
文
壇
的
描
述

，
以
大
量
的
事
實

證
明
了
：
由
於
部
分
嚴
肅

、
有
使
命
感
的
作
家

的
掙
扎
苦
鬥

，
香
港
文
學
沒
有
在
五
十
年
代
初

期
成
為
怒
海
中
的
覆
舟

，
並
且
保
持
了
自
己
相

對
的
超
無
也

O
應
該
特
別
指
出
的
是

：
這
二
篇

論
文
涉
及
的
二
個
時
空

，
向
以
情
勢
動
盪

、
複

雜
而
鮮
有
研
究
者

，
現
在
有
人

﹁
闖
入

﹂
，
上

承
下
啟
的
結
果

，
必
將
促
使
完
備
的
香
港
新
文

學
史
著
早
日
誕
生

。

短
篇
創
作
部
分

，
似
乎
有
所
加
強

。
辛
其

氏
的

︽索
驥
︾
特
別
動
人

。
懷
舊
的
主
題
在
她

筆
下

，
通
過
不
舍
的

﹁
求
索

﹂
慢
慢
顯
示

、
加

深

；
季
如
的
形
象
是
在

﹁
我

﹂
及
其
他
人
的
回

憶
和
追
述
中
逐
漸
豐
滿
起
來
的

，
這
手
法
使
我

想
起
這
樣

一
句
詩

：
﹁
風
姿
綽
約
的
姑
娘
啊

，

我
從
路
人
的
眼
睛
裡
看
到
了
你
的
美
麗
！
﹂
小

說
開
頭
有
段
話
說

：
﹁
我
不
過
在
人
生
的
道
途

上
繞
了

一圈
，

回
到
原
來
的
地
方
，

這
城
區
已

然
捨
棄
了
我

，
就
像
眼
前
寂
寞
坦
露
下
陷
的
梯

級

，
鬱
鬱
地
沉
默
不
語

。
﹂
我
每
讀
到

﹁
我

﹂

的

﹁
線
索

﹂
中
斷
時

，
耳
畔
都
會
響
起
這
些
話

。
辛
其
氏
把
我
們
一
步
步
帶
進
她
那
二
位
善
良

主
人
公
的
深
情
裡

，
在
這
過
程
中

，
表
面
看
去

，
她
似
乎
極
為
冷
靜

，
實
則
不
然

，
她
始
終
在

憂
愁

，
淡
淡
的

，
長
長
的

，
唯
其
如
此

，
倍
增

了
作
品
的
魅
力

。
作
品
語
言
圓
熟

，
寫

﹁
我

﹂

聽
到
老
裁
縫
說
認
識

﹁
桂
姑

﹂
後
的
反
應

，
有

句
話

：
﹁
我
緊
緊
地
盯
著
老
人
的
臉

，
從
他

口

中
吐
出
的
語
音

，
頓
時
在
這
破
敗
的
間
房
間

裡

噗
噗
地
敲
擊
著
歲
月
的
牆

。
﹂
就
簡
直
是
詩

。

感
人
的

，
不
僅
是
那
比
擬
之
妙

，
更
是
那
動
詞

︵
盯

、
吐

、
敲

︶
之
切
和
場
景

︵
破
敗
的
房
間

、
老
人
的
臉

︶
與
意
象

︵
歲
月
的
牆

︶
之
貼
合

。
篇
名
的

﹁
驥

﹂
舊
時
比
喻
賢
能

，
由
此

，
可

知
作
者
愛
之
所
在

。

第
七
期

短
篇
創
作
裡

，
三
個
年
青
的
作
者
都
力
求

在
題
材
或
手
法
上
有

﹁
與
眾
不
同

﹂
的
表
現

。

羅
貴
祥
尤
然

，
可
惜
並
不
精
煉

。
譚
淑
芬

，
把

散
文
詩
的
寫
法
引
進
小
說

，
雖
看
得
出
有
老
舍

︽月
牙
兒
︾
的
影
子

，
卻
在
遣
詞
造
句
上
講
究

了
﹁
經
濟

﹂
，
她
曉
得
留
下

﹁
空
隙

﹂
給
讀
者

，
令
人
刮
目
相
看

。
葉
曙
明
選
擇
了

﹁
奇
特

﹂

的
題
材

，
真
幻
交
錯

，
啟
迪
某
種
人
生
哲
理

。

作
者
說

：
﹁
我
對
它
仍
然
無
法
解
釋

。
﹂
這
其

實
並
不
要
緊

，
要
緊
的
是
他
到
底
完
成
了
自
己

的
構
思

，
讀
者
自
會
結
合
本
身
的
人
生
體
驗
各

自
作

一
番
解
釋

，
只
要
能

﹁
自
圓
其
說

﹂
便
是

道
理

。
胡
利
奧

·葛
蒂
沙
在
刊
於
本
期
的

︽短

篇
小
說
的
特
質
︾
一
文
裡
說
：
﹁
︵
小
說
家

︶

突
然
選
擇
了

一
個
題
目
來
寫
故
事

，
這
選
擇
不

是
簡
單
的

，
有
時
他
挑
選
他
的
題
材

，
有
時
他

感
到
那
題
材
不
可
抵
拒
的
非
要
他
寫
不
可

，
它

強
迫
他
寫
︙
︙
﹂
這
想
來
也
是
上
述
三
位
的
經

驗

。



第
八
期

喜
歡
三
篇
散
文
：
桑
簡
流
的

、
張
錯
的
和

歐
陽
江
河
的

。
前
二
篇

，
都
是
憶
人
之
什

：
一

是
晚
輩
對
前
輩
的
追
念

，
一
是
知
友
對
同
輩
的

緬
懷

。
此
類
文
字

，
首
要
情
真

，
其
次
文
采

，

若
二
者
之
外

，
尚
有
識
見

，
自
是
上
品

。
用
上

品
的
尺
度
衡
量

，
二
文
皆
屬

，
但
我
更
偏
愛
桑

文

。
它
指
出
許
地
山
神
似
泰
戈
爾

，
道
人
所
未

道

；
惟
言
其
文
采
成
就
和
地
位

，
﹁
足
以
和
魯

迅
周
作
人
相
比

﹂
，
卻
未
免
過
實

。
歐
陽
江
河

的

︽懸
棺
︾

，
本
質
上
是
散
文
詩

，
用
字
精
煉

，
意
象
繁
複

，
哲
理
內
涵
稠
密
而
雋
永

，
一
道

道
問
號
面
對
歷
史
和
現
實

，
結
句
呼
應
開
頭

，

有
千
鈞
之
力

。

第
九
期

人
存
於
世

，
成
名
成
家

，
固
乃
樂
事

，
卻

非
唯

一
標
的

，
尤
為
要
者

，
是
作

一
真
人

。
讀

本
期

︽豐
子
愷
先
生
逝
世
十
周
年
紀
念
特
輯
︾

，
最
深
切
的
感
受
在
前

。
真
人
之
何

，
溫
厚
單

純
者
是
也

。
豐
子
愷
就
是
這
樣
的
人

。
他
代
表

了

一
種

﹁
人
間
味

﹂
。
所
以

，
我
贊
成
明
川
的

話

，
紀
念
豐
子
愷

，
不
是
紀
念

一
個
人
那
麼
簡

單

，
而
是
為
了

﹁
誠
心
追
念

一
種
已
逝
去
的
溫

厚
情
懷

，
一
種
似
乎
被
現
代
人
視
為
落
伍
的
人

間
味

﹂
。

柯
靈
為
內
地
版
台
灣
散
文
選
寫
的
序

，
言

簡
意
賅

，
情
真
意
切

；
闡
析
特
點

，
肯
定
業
績

；
指
明
源
承
所
自

，
堅
信
將
有
公
評

。
在
在
體

現
前
輩
的
關
心

，
應
是
兩
岸
文
壇
交
通
的
前
音

第
十
期

錢
鍾
書
指
出

，
從
整
個
文
學
史
看
來

，
恐

怕
主
要
的
流
派
是
﹁
傷
痕
文
學

﹂
；
大
作
品
恐

怕
很
少
對
當
時
的
現
實
歌
功
頌
德

，
都
是
作
者

精
神
或
肉
體
上
受
了
傷

，
或
發
憤

，
或
不
平
而

作
的

，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講

、
歌
功
頌
德
的
文
學

，
倒
是
反
常
的
文
學

。
此
話

一
九
八
○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說
於
日
本
京
都
大
學
人
文
科
學
研
究
所

。
現
在
讀

，
也
許
不
覺
怎
樣

，
但
在
彼
時
彼
地

，
這
樣
說
仍
需
要
勇
氣

。

︽橘
黃
色
毛
巾
被
︾
的
結
局

，
把

﹁
我

﹂

的
境
界
降
低
了

，
對
善
良
的
傅
太
太
也
不
公
平

，
假
如
讓

﹁
我

﹂
的
手
止
於
門
鈴
上
而
不
撳
下

去

，
通
篇
的
價
值
可
能
改
觀

。
掌
握
分
寸
相
當

重
要

。
第
十
－
期

一隻
爪
伸
向
已
故
的
伊
·

卡
爾
維
諾
，

為

了
紀
念

，
也
為
了
借
鑒

；
一
隻
爪
伸
向
訪
港
的

內
地
作
家
團

，
撥
的
是
友
誼
的
琴
弦

；
一隻
爪

紮
進
本
土

，
爬
梳
這

一大
片
沃
野
的
收
穫
；

一

隻
爪
攀
著
母
體

，
渴
望
聽
聽
慈
母
的
歌

；
另
外

的
四
隻
爪

，
三
隻
牽
著
三
個

﹁
環

﹂
··
一
在
大

洋
彼
岸

，
一在
千
島
之
國
，

一
在鄰
近
古
老
的

小
城
裡

，
垂
下
那

一
隻

，
如
果
緊
緊
抓
住
日
月

潭

，
這
薄
薄
的
印
刷
品

，
就
會
是
更
可
愛
的
文

學
上
活
活
潑
潑
的

﹁
八
爪
魚

﹂
！

第
十
二
期

說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是
第

一
流
作
家
的
標
誌

，
不
對

，
因
為
有
賽
珍
珠

；
說
這
項
獎
勵
僅
僅

是
評
選
委
員
會
袞
袞
諸
公
互
相
妥
協
後
分
派
的

結
果

，
或
說
它
不
外
是
瑞
典
皇
家
科
學
院
那
班

老
頭
子
偏
愛
的
作
家
的

﹁
專
利

]
，
也
不
對

，

因
為
它
的
獲
得
者
絕
大
多
數
最
終
都
得
到
世
界

的
公
認

。
天
下
的
讀
者
是
欺
騙
不
了
的

。
本
期

及
時
而
詳
細
地
介
紹
了
本
屆
諾
獎
得
主

、
法
國

﹁
新
小
說
派

﹂
的
重
鎮
克
羅
德

·
西
蒙

，
顯
示

了
編
輯
部
的
高
效
率

。

第
十
三
期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講

，
香
港
新
文
學
史

，
實

際
上
主
要
是
香
港
文
藝
刊
物
和
報
紙
文
藝
副
刊

歷
史
的
分
析
和
綜
合

。
本
期
這
個
大
型
的

︽香

港
文
學
叢
談
︾
可
為
證
據

。
其
中

，
楊
國
雄

、

黃
傲
雲
二
人
的
整
理
工
作

，
尤
為
難
得

。
在
謀

生
日
艱
的
此
地

，
系
統
而
長
期
的
史
料
的
蒐
羅

分
類
和
爬
梳
整
理

，
現
時

，
似
只
能
主
要
由
集

體

︵
特
別
是
高
等
學
府

︶
之
力
來
從
事
了

，
而

適
時
地
把
成
果
發
表
出
來

，
也
是
文
學
雜
誌
的

責
任

。
當
然

，
若
能
發
動
更
多
的
人
專
注
於
此

，
前
景
將
更
樂
觀

。

西
西
的

︽永
不
終
止
的
大
故
事
︾
是

﹁
讀

書
小
說

﹂
︵
我
杜
撰
的
名
詞

）
，
也
是
另

一種

意
義
的

﹁
身
邊
小
說

﹂
。
她
把
自
己
生
活
的

﹁

故
事

﹂
和
心
儀
作
家
們
作
品
裡
的

﹁
故
事

﹂
交

叉
叔
述

，
又
把
這
本
書
和
那
本
書
的

﹁
故
事

﹂

揉
合
比
照

，
營
造
的
是

一
種
情
趣

，
可
謂
獨
出

機
杼

，
別
具

一
格

。
施
叔
青
的

︽驅
魔
︾
演
繹

的
仍
是
她
擅
長
的
情
慾
因
果

，
文
字
的
講
究
卻

為
前
此
的
八
題

﹁
香
港
的
故
事

﹂
所
罕
見

。



第
十
四
期

座
談
和
講
座
的
記
錄
稿

，
頗
有
價
值

。
前

者
的
議
題
是

︽
香
港
的
新
詩
︾

，
談
了
歷
史

、

個
人
經
驗

、
推
廣
和
語
言
諸
端

。
議
及
語
言

，

接
觸
到
詩
意
以
粵
語
和
普
通
話
為
載
體
孰
為
合

理
的
問
題

，
惜
未
談
透

。
鍾
阿
城
的
發
言
和
答

詞

，
內
容
豐
富

，
其
中
關
於
批
評
家
不
應
做
作

品
的
寄
生
蟲

，
而
應
有
自
己
的
世
界

；
關
於
創

作

，
首
先
得
滿
足
自
己

；
關
於
寫
作
者
心
裡
要

有
古
今
中
外
精
華
的
積
匯

；
關
於
藝
術
不
是
在

技
巧

，
而
是
在
人
格
等
說
法

，
極
有
啟
發
性

。

葉
嘉
瑩
和
綠
原
的
論
文

，
同
為

﹁
溫
故

﹂

，
各
出

﹁
新

﹂
知

：
一
則
講
明
了
判
斷
好
詩
的

方
法

，
一
則
廓
清
了
文
學
歷
史
的
真
相

。

杜
甫
詩
云
：
﹁
致
君
堯
舜
上

，
再
使
風
俗

淳

。
﹂
︵

︽奉
贈
韋
左
丞
丈
二
十
二
韻
︾

︶
表

達
了
他
的
理
想
和
抱
負

，
卻
不
受
重
視

；
蔡
元

豐
移
杜
句
為
題

︵
把

﹁風
俗
﹂
改
為

﹁文
學
﹂

）
，
就

﹁
廣
告
可
否
入
文
學
之
林

﹂
發
表
異
見

，
諒
不
會
是

﹁
秤
砣
落
在
棉
絮
上

﹂
罷

。

第
十
五
期

短
篇
小
說
的
篇
幅
大
為
增
加

，
尤
可
注
視

的
是
給
不
知
名
的
投
稿
者
的
機
會

。
曾
經
聽
說

有
人
指
出
該
刊
在
發
掘
新
秀
方
面
應
有
更
佳
表

現

，
理
論
上
極
是

，
實
踐
上
卻
並
非
主
觀

一
面

所
可
左
右

。
有

一
次

，
劉
以
鬯
先
生
非
常
明
確

地
表
示

：
絕
對
歡
迎
新
人

，
雜
誌
方
面
將
給
新

人
開
綠
燈

。
這
就
是
答
案

。
但
據
說

，
﹁
來
稿

中
有
百
分
之
七
八
十
是
新
詩

﹂
︵
見
上
期
第
五

頁

︶
，
因
此

，
我
想

，
這
比
例
改
變
之
日

，
才

是
該
刊
在
發
現
新
秀
方
面
更
上
層
樓
之
日

。
至

於
如
何
改
變

，
恐
怕
只
有

一
條
路
：
主
觀
客
觀

雙
管
齊
下

，
一
起
努
力

。

第
十
六
期

不
知
怎
的

，
看
陳
嘉
農
的

︽
那
些
音
色
悲

哀
的
歌
︾

，
忽
然
想
到

，
關
於
綠
原

，
我
還
欠

前
輩
主
編
的
副
刊

一
篇
稿
倩

。
三
個
多
月
前

，

在

﹁
中
國
書
展

﹂
開
幕
時

，
初
識
這
位
四
十
年

代
名
聞
遐
邇
的
詩
人

。
稍
後
有
幸
聆
聽
他
談
詩

、
談
自
己

、
談
當
代
中
國
新
詩
壇

，
做
了
臨
場

錄
音

；
花
了
好
幾
個
夜
晚

，
把
錄
音
整
理
成
文

字

，
竟見
過
了

一
萬
五
千
字

。
想
到
必
須
壓
縮

，

改
寫
成
印
象
記

，
一
忙
就
擱
下

，
直
到
本
期
問

世

，
方
後
悔
自
己
的
不
果
斷

。
但
轉
而

一
想

，

有
些
印
象
待
沉
淀
下
來
也
許
更
清
晰

，
拖

一
拖

，
未
嘗
不
是
好
事

。
且
讓
我
再
讀
讀
綠
原

、
想

想
綠
原

，
待

一
個
衷
心
寧
靜

、
周
遭
寧
靜
的
夜

晚
到
來

，
清
清
爽
爽
地
試
造
他
的
影
像

。

第
十
七
期

︽第
十
三
屆
青
年
文
學
獎
作
品
特
輯
︾
中

，
有
四
位
作
者
是
中
學
生

。
他
們
的
得
獎
作
品

顯
示

，
雖
然
不
少
人
都
說
本
港
中
學
中
文
程
度

有
下
降
趨
勢

，
但
是
那
已
經
達
到
的
水
準
尚
頗

可
觀

。
我
想

，
只
要

﹁
橫
竿

﹂
還
在
高
位

，
就

有
榜
樣
在

，
也
就
有
希
望
在

。
把

︽
香
港
文
學

︾
辦
成
中
學
生
文
藝
刊
物
自
是
無
稽
之
談

，
然

而

，
給

﹁
初
出
茅
廬

﹂
的
中
學
文
藝
愛
好
者
及

時
的
鼓
勵

，
不
啻
植
樹

。
經
了
細
心
培
育

，
根

深
葉
茂
的

一
天
總
會
到
來

。

第
十
八
期

趙
瑞
蕻
教
授
主
張
新
詩
要
自
然
而
來

，
像

瓜
熟
蒂
落

，
像
水
到
渠
成

；
他
認
為
我
們
早
有

很
好
的
傳
統

，
詩
作
須
得
精
練

、
復
又
可
歌
可

誦

；
他
傾
向
於
有
限
中
作
無
限
的
變
化

，
在
規

則
裡
求
最
大
的
自
由

；
趙
教
授
說
了

，
也
這
樣

作
了

，
入
行
詩
的
實
驗
值
得
研
究

。
｜

以
上

所
及

，
其
實
是

﹁
老
調
重
彈

﹂
；
只
是
今
日
重

彈

，
不
乏
現
實
意
義

。
中
國
新
詩
倘
要
永
遠
立

足

，
對
於
形
式
不
可
等
閑
視
之

。

第
十
九
期

凡
是
訪
問
文
壇
耆
宿

︵
不
論
中
外

︶
的
文

章

，
我
都
愛
讀

。
那
些
閱
盡
滄
桑
的
老
人

，
他

們
像

一
片
老
榕
樹

，
用
無
數
垂
下
的
氣
根
照
拂

著
它
們
濃
蔭
下
的
乘
涼
者
；
我
們
都
是
乘
涼
者

，
只
要
走
上
前
去

，
不
會
受
到
拒
絕

。
那
些
滿

面
皺
紋

，
一
頭
白
髮
的
老
人

，
他
們
多
麼
像
無

所
不
知
的
智
者

、
用
徐
緩
的

、
平
淡
的
話
語
啟

迪

、
指
點
我
們

，
那
是
溫
軟
的
風

，
專
助
我
們

驅
散
驕
氣
和
煩
躁
的

，
只
要
我
們
迎
上
前
去

，

我
們
就
將
得
益

。
真
的

，
讀
博
爾
赫
斯
的
答
問

，
心
情
舒
暢
極
了
！

劉
再
復
是
創
作
長
篇
散
文
詩
的
能
手

，
這

篇

︽慈
母
頌
︾
感
情
濃
烈
而
細
密

，
得
之
於
真

切

，
卻
失
之
於
直
露

。
我
忽
地
記
起
揚

·
聶
魯

達
歌
頌
母
親
的
那
首
短
詩

，
他
把
母
愛
的
偉
大

，
把
自
己
對
母
親
的
感
激
都
集
中
在
反
復
吟
昹

兩
心
的
時
刻
相
通
上

，
特
別
令
人
心
動

。
母
愛

無
比
豐
富

，
一
生

一
世
怎
麼
寫
得
完

，
與
其
面

面
俱
到

，
不
如
專
寫
其
一

，
因
為
一
而
能
深

，



便
包
涵
了

一
切

。

第
二
十
期

非
馬
的
短
詩

，
白
而
耐
讀

。
這
首

︽對
話

︾
也
是
例
子

。
詩
人
與
三
代
人
的
對
話

，
告
訴

我
們
、·這
是
什
麼
樣
的
世
界

！

每
段
第
三
行

的
問
話

，
固
然
都
是

一
次
升
級

，
而
第
四
行
跟

第
二
行
的
重
複
更
是

一次
深
化
。

詩
人
留
下
許

多
思
索
的
餘
地

，
叫
我
們
各
自
去
豐
富
那
詩
的

內
涵

。
重
複
在
這
裡
加
強
了
詩
句
的
力
度

，
也

增
添
了
它
的
密
度

。

第
廿
一
期

除
了
注
重
香
港
文
學
史
料
的
整
理
外

，
對

台
灣
文
學
史
料
的
蒐
羅

，
該
刊
也
沒
有
冷
漠

，

第
四
至
八
期

，
連
載
過
葉
石
濤
的

︽
台
灣
文
學

史
大
綱
︾

；
上
期
和
本
期

，
又
刊
登
林
燿
德
的

長
篇
論
文

：

︽
不
安
海
域
｜

台
灣
地
區
八
○

年
代
前
葉
現
代
詩
風
潮
試
論
︾

，
前
後
當
然
還

有
不
少
空
白

，
只
好
期
之
於
來
日

。

郭
楓
評
阿
城
的

︽超
以
象
外

，
得
其
圓
中

︾
只
是
台
灣

﹁
阿
城
旋
風

﹂
颳
後
的
一
片
落
英

，
意
義
之
深
遠
自
不
待
說

。
落
紅
原
是
有
情
物

，
化
作
春
泥
更
護
花

。
郭
楓
說

：
﹁
具
有
濃
郁

的
中
國
文
化
韻
味
而
又
能
脫
俗
創
新
的
作
品

，

究
竟
是
醉
人
的
啊
！
﹂
這
樣
的
作
品

，
兩
岸
該

都
有
的

，
交
流

一
下

，
對
誰
都
有
好
處

。
兩
岸

的
批
評
家
們

，
讀
者
大
眾
有
厚
望
焉
！

第
廿
二
期

鄭
明
娳
的
研
究
成
果

，
繼
續
補
充
著
前
期

所
說
的
空
白

。
看
到
事
情
總
有
進
展

，
是
值
得

高
興
的

。

短
篇

、
散
文
和
詩

，
該
刊
的
成
分
都
逐
漸

在
增
加

，
也
許
是
對
以
往
不
足
的
彌
補

，
這
自

然
也
是
非
常
合
理
的

。

作
家
憶
作
家

，
四
篇
長
短
不
一
，
卻
有
個

共
同
點
：
可
讀
性
高

。
熊
式

一
寫
作
已
不
多

，

近
期
卻
有
三
篇

︽
八
十
回
憶
︾
陸
續
交
該
刊
發

表

，
可
說
是
一該
刊
讀
者
之
幸

。

第
廿
三
期

關
於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和
它
的
分
支
｜

台

灣
文
學
的
研
究

，
或
以
專
論

，
或
以
史
料
的
形

式

，
繼
續
有
計
劃
地
發
表

。
本
地
的
創
作
也
有

﹁
新
氣
象

]
，
像
崑
南

，
梓
人
這
些
過
去
曾
在

文
壇
上
活
躍
而
久
已
沉
默
的
作
者

，
重
在
刊
物

上
露
臉

，
應
該
是

一
種
好
兆
頭

。

本
期
報
道
了

﹁
香
港
文
學
研
究
會

﹂
的
成

立

，
我
以
為
這
是
文
壇
的

一
件
要
事

。
順
便
提

及

，
本
刊二
年
來
以
照
片
的
形
式
，

盡
可
能
多

地
記
錄
了
本
港
的
文
學
活
動
和
文
人

、
學
者
的

足
跡

，
保
留
了
頗
可
觀
的
資
料

。
這
些
資
料
的

價
值

，
將
隨
時
光
遠
去
而
與
日
俱
增

。
至
於
版

面

、
插
圖
和
封
面
的
設
計

，
給
人
的
印
象
可
以

這
樣

一
句
話
概
括

：
豐
富
活
潑

，
精
益
求
精

。

假
如
可
以
挑
剔
的
話

，
我
卻
以
為
封
面
略
嫌
花

哨

。
再
素
淡
些

，
是
否
更
好
？

第
廿
四
期

第
廿
期
開
始
連
載
至
今
的
潘
亞
暾
的

︽港

台
海
外
華
文
文
學
現
狀
︾

，
是
至
今
能
見
的
內

地
介
紹
港
台
海
外
華
文
文
學
現
狀
最
詳
盡
的
文

字

，
雖
然
僅
流
於
簡
介

，
卻
把
面
舖
得
頗
廣

，

對
當
前
的

一
些
新
趨
向
也
有
比
較
敏
銳
的
反
應

。
作
者
是
每
年
都
有
機
會
訪
港
的
研
究
者

，
資

料
的
掌
握

，
比
內
地
其
他
同
行
會
更
多

，
更
及

時
些

，
他
的
文
章

，
充
分
顯
示
了
他
利
用
這
項

個
人
優
勢
的
聰
明

，
但
我
覺
得
他
似
乎
更
應
該

﹁
沉
潛

﹂
些

，
尤
其
是

，
當
我
讀
到
他
關
於
編

寫
香
港
新
文
學
史

、
台
灣
百
年
文
學
史
及
海
外

華
文
文
學
史
料
和
訊
息
的
建
議
時

，
這
份
感
覺

更
強
烈

。
以
內
地
科
研
的
條
件
加
上
自
己
的

﹁

得
天
獨
厚

]
，
﹁
沉
潛

﹂
只
會
給
他
帶
來
更
大

的
好
成
果

。

澳
門
作
家
的
創
作
向
來
不
太
受
人
注
意

，

因
此

，
本
期
璧
華
評
論
陶
里
詩
作
這

一
篇

，
也

是
很
可
注
視
的

。
﹁
港
澳

﹂
一
貫
聯
稱

，
在
澳

門
方
面
尚
未
有
自
己
的
文
學
刊物
時
，

香
港
這

個

﹁
鄰
居

﹂
似
有

︵
拔
刀
相
助

﹂
的
道
義
在

。

短
篇
中
的

︽瑪
麗
個
案
︾
宣
示

：
西
西
還

是
那
個
西
西

，
她
的
創
作
已
近

﹁
隨
心
所
欲

﹂

的
境
界

。
這

一
篇
所
用
的
形
式
是
否
可
再

，
是

另
外
的
話
題

，
我
看
取
的
是
那
股
奔
突
著
的
不

斷
尋
求
變
化

，
尋
求

﹁
與
眾
不
同

﹂
的
極
致
的

精
神
和
努
力

。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二
月
四
｜

七
日

·
香
港

附
記

：︽香
港
文
學
︾
已
經
出
版
廿
四
期

。
廿
四
本
雜

誌

，
是
廿
四
座
風
景

。
近
逢
大
假

，
乘
興
遊
覽
其
間

，
或
登
高
丘
上
俯
瞰

，
或
在
亭
臺
裡
小
坐

，
每
有
所

得

，
記
之

一
二
。
主
編
劉
以
鬯
先
生
電
詢
可
否
趁
雜

誌
二
歲
之
際

，
塗
鴉
幾
句

，
因
感
提
攜
之
情

，復
覺

所
記
種
種

，
亦
可
聊
表
對
該
誌
的
熱
愛
之
心

，
恭
賀

無
以
為
禮

，
區
區
數
段
或
可
充
之

，遂
錄
下
獻
醜

。

唐
突
錯
謬

，自
所
不
免

，
讀
者
作
者

，
幸
諒
察
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