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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文

互

涉

﹂
和

背

景

：

細

讀

兩

篇

現

代

香

港

小

說

（下
）

容
世
誠

三

﹁
本
文
互
涉
﹂
／

故
事
新
編
：

讀
劉
以
鬯
的
︽寺
內
一

3
.
1

︽寺
內
︾
和
︽
西
廂
記
︾
的
互
涉

這
裡
不
打
算
交
代

︽寺
內
︾
的
故
事
內
容

，
因

為
它
的
情
節
內
容

，
主
要
改
編
自
大
家
都
耳
熟
能
詳

的
元
劇

︽
西
廂
記
︾

。
其
實
這
﹁
不
交
代

﹂
本
身

，

已
經
說
明
了
︽寺
內
︾和

︽
西
廂
記
︾
的
指
涉
關
係

。

這
篇
文
章
之
不
描
述
前
者
的
情
節
內
容

，
是
基
於
假

設
並
相
信
它
的
讀
者
對

︽
西
廂
︾
故
事
早
已
認
識
；

更
重
要
的
是
：
這
同
時
也
是

︽寺
內
︾
作
者
的
假
設

。
於
此

，
︽寺
內
︾
朝
向

︽
西
廂
記
︾
的
指
涉
關
係

，
便
成
為
它
示
意
的
重
要
條
件

。

無
論
在
中
國
抑
或
西
方

，
改
編
舊
戲
以
創
作
新

劇
是

一
常
見
的
現
象

。
戲
劇
改
編
裡
面
的

門
前
現
作

品
﹂
︵
p
r
e
cu
rs
o
r

 

tex
t
︶和
新
作
品
之
間

，
存
在

著
密
切
的
互
涉
關
係

，
而
這
關
係
是
辯
證
的
。
在

一

次
故
事
新
編
的
創
作
裡

，
新
作
品
的
意
義
產
生

，
往

往
以
一
過
去
的
前
現
作
品
為
背
景
；
新
作
品
寄
生
於

舊
作
品
裡

，
依
賴
前
現
作
品
以
示
意

。
但
當
我
們
說

前
現
作
品
是
新
作
品
的
意
義
來
源
時

，
並
不
單
止
指

這
正
面
的
依
存
衍
生
關
係

，
更
包
括

一
反
面
的
否
定

相
逆
關
係

。
也
就
是
說

，
前
現
作
品
成
為
新
作
品
否

定
的
對
象
；
作
者
或
在

一
新
的
社
會
文
化
環
境
裡
再

次
詮
釋
舊
作

、
或
通
過
前
現
作
品
來
表
達

︵
︽剪
紙

︾
裡
的
黃
和
瑤
︶
︙
︙
但
必
定
有
所
改
動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新
作
品
裡
的
新
加
入
部
分

，
或
借
用
語
言

學
的
辭
彙
：
由
作
者
所
新
﹁
鑲
嵌
﹂
（
e
m
bed
d
in
g

︶
的

，
往
往
都
和
他
的
社
會
文
化
背
景
有
關

，
也
反

映
了
作
者
對
舊
作
的
再
詮
釋

。

通
過
借
用
來
表
達

、
通
過
鑲
嵌
以
否
定

，
﹁
二

組
本
文
相
接

、
相
逆
而
相
對

﹂
，
在

一
相
反
相
成
的

互
相
指
涉
中
令
作
品
產
生
新
義

。
又
正
如
加
斯
德
娃

說
：
﹁
所
有
本
文
都
是
其
他
本
文
的
吸
納
和
轉
化

。

﹂
句
中
所
謂
﹁
吸
納
﹂
和
﹁
轉
化

﹂
，
正
好
說
明
故

事
新
編
的
示
意
途
徑

。
下
面
將
會
以
這
些
觀
念
開
始

，
討
論

︽寺
內
︾
和

︽
西
廂
記
︾
的
關
係

，
以
理
解

前
者
的
示
意
方
式

。

3.2

︽寺
內
︾
對
︽
西
廂
記
︾
的
吸
納

︽寺
內
︾
改
編
自

︽
西
廂
記
︾

，
這
點
是
十
分

明
顯
的
：
它
們
有
相
同
的
人
物

、相
近
的
情
節
內
容

、
相
同
的
結
局

，
前
者
改
編
自
後
者

，
是
不
用
置
疑

的

。
還
有
更
有
趣
的

，
前
者
之
向
後
者
指
涉

，
不
單

止
在
故
事
內
的
題
材
內
容

，
更
兼
且
指
向
作
品
的
文

類
特
點
｜

故
事
外
的
文
學
背
景

，
這
點
在
下
節
會

有
更
詳
細
的
討
論

。
但
總
的
來
說

，
和
其
他
故
事
新

編
的
情
況
相
同

，
︽
寺
內
︾
吸
納
了
大
量

︽西
廂
記

︾
的
元
素

，
成
為
它
的
主
要
故
事
骨
幹
和
內
容

。

但
是

，
改
編
並
非
借
用

，
更
非
抄
襲
；
作
者
既

然
早
已
假
設
讀
者
知
道

︽
西
廂
︾
故
事

，
一
成
不
變

的
重
複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
另

一
方
面

，
讀
者
會
對
面

前
的
作
品
有

一
預
計
和
期
望

，
他
們
很
清
楚
它
是

一

個
改
編

，
希
望
能
找
到

一
些
在

︽
西
廂
記
︾
沒
有
的

東
西

，
也
看
看
作
者
怎
樣
再
次
詮
釋

︽
西
廂
記
︾

。

而
作
者
本
身
亦
十
分
清
楚
這

一
盼
望
和
預
期

。
所
以

，
當
我
們
討
論
到
二
者
的
類
同
性

，
二
者
正
面
的
吸

納
關
係
時
必
須
注
意

，
新
作
品
中
呈
現
的
和
舊
作
品

相
似
的
地
方
：
人
物

、
情
節

，
只
是

一
種
符
號

。
它

在
提
醒
讀
者
這
是

一
個
改
編

、
提
議
讀
者
要
運
用
本

文
互
涉
的
閱
讀
策
略
；
也
提
供

一
個
背
景
本
文

，
等

待
新
作
品
去
否
定

。
新
的
意
義
也
因
此
而
生

。

︽寺
內
︾
的
意
義

，
產
生
自
它
和

︽
西
廂
記
︾

之
間
的
辯
證
互
涉
關
係

，
讀
者
必
須
將
它
放
到

︽西

廂
記
︾
的
背
景
閱
讀

，
才
能
抓
到
它
的
意
義

。
這

一

衍
生
兼
寄
生
的
關
係

，
突
出
於

︽寺
內
︾
某
些
情
節

上
的
不
銜
接
空
隙
之
中

。
因
為
作
者
假
設
讀
者
認
識

︽西
廂
︾
故
事

，
因
而
留
下
某
些
意
義
不
明
顯
的
不

連
貫
地
帶

，
等
待
讀
者
用
他
們
的
﹁
互
涉
能
力
﹂
（

in
te
rtex
t

 

c
o
m
p
e
te
n
c
e
）
｜

對

︽
西
廂
︾
的
認

識
一

將
之
填
滿

。

例
如
在

︽第

一
卷
︾
作
者
描
述
崔
鶯
鶯
出
場
：

不
是
童
話

。
不
是
童
話
式
的
安
排

。
那
位
相
國

小
姐
忽
然
唱
了

一
句

﹁
花
落
水
流
紅
﹂
。
誰
也

不
能
將
昨
夜
的
夢
包
裹
於
寧
靜
中
︙
︙
。
︵
頁

一
四
四
︶



一
花
落
水
流
紅
﹂
在
這

一
段
裡
，
並
沒
有
太
大
的
意

義

，
和
上
下
文
的

﹁
童
話
﹂
一
將
夢
包
裹
﹂
也
無
甚

關
係

。
因
為
它
是
通
過
向
外
指
涉

，
連
繫
著

︽
西
廂

記
︾
第

一
本
楔
子
裡
崔
鶯
鶯
所
唱
的

一
曲
而
產
生
意

義
：

一么
篇
一
可
正
是
人
值
殘
春
蒲
郡
東

，
門
掩
重

關
蕭
寺
中
；
花
落
水
流
紅

，
閒
愁
萬
種

，
無
語

怨
東
風
。

︽寺
內
︾
中
﹁
花
落
水
流
紅
﹂
之
和
上
下
文
不
連
貫

，
使
讀
者
立
即
察
覺
到
它
的
獨
特
性

，
使
讀
者
將
它

轉
變
為

一
指
向

︽
西
廂
記
︾
的
符
號
來
閱
讀

，
這
是

它
向
外
的
指
涉
性

。
通
過
這
符
號
的
向
外
指
涉

，
不

但
使
它
和

︽西
廂
記
︾
連
繫
起
來

，
更
提
供
一
種
線

索

，
使
讀
者
在
下
面
的
閱
讀
中

，
也
繼
續
運
用
這

一

閱
讀
策
略

，
從
而
將

︽寺
內
︾
和

︽
西
廂
記
︾
也
連

繫
起
來

o

當
閱
讀
從
向
外
指
涉
再
次
回
到
書
中
﹁
那
位
相

國
小
姐
忽
然
唱
了
一
句

﹃花
落
水
流
紅
﹄

。
﹂
的
背

景
時

，
經
過
上
述
的
互
涉
閱
讀
後

，
一
花
落
水
流
紅

﹂
一
句
已
背
負
了
它
本
來
在

︽寺
內
︾
不
能
產
生
的

意
義

。讀
者
會
將
它
和
整
首

一么
篇
一
連
繫
起
來

，

於
是

︽
西
廂
記
︾
裡
崔
鶯
鶯
傷
春
的
情
態

，
透
過
r

殘
春
﹂
、
﹁
花
落
﹂
、
﹁
流
水

﹂
、
﹁
閒
愁

﹂
、
﹁

怨
東
風
﹂
等
意
象

，
經
過
讀
者
的
介
中

，
通
過
兩
個

本
文
的
重
疊

，
便
和

︽寺
內
︾

一
段
的
上
下
文
接
合

起
來

，
令
它
產
生
更
豐
富
的
意
義

。
再
者

，
﹁
殘
春

、
花
落

、
閒
愁
﹂
等
辭
彙

，
會
再
令
讀
者
和
中
國
文

學
體
系
裡
的
其
他
作
品
繫
接
起
來

，
使
它
的
意
義
更

形
豐
富

。
這
也
是
﹁
秘
響
旁
通
﹂
的
意
義
所
在

。

又
例
如
在

︽第
二
卷
︾

三
炷
清
香
燃
起
久
久
幽
閉
的
熱
情

，
也
悟
不
出

月
光
為
何
潔
白
似
銀
的
道
理
。
一
聲
蟲
嗚

，
一

絲
風

。
最
真
實
的
東
西

，在
月
光
底
下
竟
沒
有

影
子

O

老
槐
樹
說
：
這
個
女
人
一
定
知
道
他
躲
在
太
湖

石
邊

。

古
梅
說
：
不

一
定

。

老
槐
樹
說
：
她
的
第
三
願
望
是
故
意
講
給
那
男

子
聽
的

。

古
梅
說
：
但
是
她
沒
有
說
出
來

。

老
槐
樹
說
：
不
說
更
妙
。

古
梅
說
，
·你
的
意
思
是
這
個
女
人
在
挑
逗
那
個

男
子
？

老
槐
樹
說
·
·
一
開
始
就
是
這
樣
的

。

古
梅
說
：
明
明
是
那
男
子
先
吟
詩

。

老
槐
樹
說
：
她
又
何
必
依
韻
吟
和
？
︵
頁

一
五

二
）

老
槐
樹
和
古
梅
的
對
話
內
容

，
和
它
的
上
下
文
是
不

銜
接
的

，
而
且
明
顯
地
指
向

一
特
定
場
景

。
於
是

，

﹁
三
炷
清
香
﹂
、
﹁
太
湖
石
邊

﹂
、
﹁
三
個
願
望

﹂

、
﹁
吟
詩
和
韻

﹂
都
轉
化
成
符
號

，
建
議
讀
者
要
將

這
段
和

︽西
廂
記
︾

一
本
三
折
裡
，
張
君
瑞
在
太
湖

邊
旁
偷
看
鶯
鶯
焚
香
許
願
的

一
場

，
連
結
起
來
閱
讀

。
亦
即
是
說

，若
要
理
解
老
槐
古
梅
的
說
話
內
容

，

明
白
這
段
對
話
的
意
義

，
必
須
把
它
放
到
這
場
景

，

放
回

︽
西
廂
記
︾

一
本
三
折
的
背
景
之
中

一
方
能
達

致

。
在
這
裡
，
作
者
刪
去

一
重
要
場
景

，
卻
利
用
﹁

三
炷
清
香
﹂
、
﹁
太
湖
石
邊

﹂
等
符
號

，
向
讀
者
提

示
它
和
這
場
景
的
指
涉
關
係

。
另

一
方
面

，
老
槐
和

古
梅
的
對
話

，
是
原
著
中
沒
有
的

，
是
由
作
者
新
﹁

鑲
嵌
﹂
上
的

。
作
者
通
過
這
加
添
的
部
分

，
向

一
被

他
略
去
的
部
分

，
作
出
批
評

。
這

一
批
評

，
就
是
從

一
新
觀
點
看
鶯
鶯
和
君
瑞
之
間
的
關
係

，
也
就
是
作

者
對
這

一
被
刪
去
場
景
的
新
詮
釋

。
因
為
和
上
下
文

的
不
連
貫

，
這
一
距
離
反
而
將
這
﹁
不
出
現
﹂
（

ab
se
n
t
︶
的
場
景
推
向
前
景
︵
fo
r
e
g
ro
u
nd
）
，
令

讀
者
更
加
注
意
這
不
在
眼
前
的
人
物
處
景
和
動
作

。

經
過
互
相
指
涉

，
將
鴻
溝
填
妥
後

，
這
﹁
出
現
﹂
（

p
r
e
se
n
t
︶
的
新
添
上
的
對
話

，
就
更
形
突
出

。
因

此

，
是
﹁
出
現
的
﹂
依
附
在
﹁
不
出
現
﹂
之
上

，
而

﹁
不
出
現
的
﹂
卻
倒
轉
過
來
突
出
這
鑲
嵌
的
部
分

。

除
了
指
向
特
別
場
景
外

，
也
有
指
向

︽
西
廂
記

︾
的
個
別
詩
詞
的

。

例
如
在

︽第
六
卷
︾
：

月
亮
的
手
指

，
正
在
撥
弄
閃
熠
的
池
水

。
音
訊

來
了
；
音
訊
來
了
一
崔
鶯
鶯
仍
在
迷
糊
中
與
自

己
搏
鬥

。

琴
聲
啟
開
心
扉

，
﹁
不
得
于
飛
兮

，
使
我
淪
亡

；
﹂
︙
︙
即
誘
出
禁
閉
十
九
年
的
秘
密

。
一
頁

一
六
九
）

﹁
不
得
于
飛
兮

，
使
我
淪
亡
﹂
截
取
自
第
二
本
第
五

折

，
張
生
向
崔
鶯
鶯
的

︽
鳳
求
凰
︾

一
曲

。
︽寺
曲

︾
所
引
用
的
兩
句

，
要
放
回
這
背
景
裡
，
才
能
產
生

深

一
層
的
意
義

。
原
文
如
下
：

窗
外
有
人

，
己
定
是
小
姐

，
我
︵
張
生

︶
將
絃

改
過

，
彈
一
曲

、
就
歌

一
篇

，名
曰

︽鳳
求
凰

︾
。
昔
日
司
馬
相
如
得
此
曲
成
事

，
我
雖
不
及

相
如

，
願
小
姐
有
文
君
之
意

。
︵
歌
曰
一
﹁
有

美
人
兮

，見
之
不
忘

，
一
日
不
見
兮

，
思
之
如

狂
︙
︙
張
絃
代
語
兮

，
欲
訴
衷
腸

。
何
時
見
許

兮

，
慰
我
彷
徨
？
願
言
配
德
兮

，
攜
手
相
將
一

不
得
于
飛
兮

，
使
我
淪
亡

。
﹂
︵
頁
七
O

）

︽
西
廂
記
︾
這

一
節
已
經
是
借
用
了
司
馬
相
如
琴
挑

卓
文
君
的
故
事

，
︽
寺
內
︾
兩
句
詩
句

，
必
定
要
放

回

︽
鳳
求
凰
︾
整
首
曲
中

，
及
其
相
關
的
引
伸
意
義

；

男
向
女
示
愛

，借
琴
傳
達
心
聲

，將
之
挑
引
︙

才
能
有
一

更
完
整
的
意
義
。

又
在
故
事
的
尾
聲

，
關
於
鄭
�
的
介
入

，
作
者

作
了
這
樣
的
描
述
二

翌
晨
︙
︙
崔
鶯
鶯
的
眼
睛
突
生
決
堤
之
泛

。

事
情
原
是
有
次
序
的
。
有
個
名
叫
鄭
恆
的
年
輕

人
，
在
極
度
的
憤
怒
中
攜
來
了
滿
身
灰
塵

。

諾
言
早
己
破
裂

，
憤
怒
是
眼
睛
的
胎
兒

。
那
失

戀
的
人
，
擎
起
幻
想

，
用
言
語
製
造
樓
與
閣
。



︵
頁
二
一
三
）

︽
西
廂
記
︾
對
於
鄭
�
和
鶯
鶯
的
關
係

，
有
詳
細
的

交
代
：
第

一
本
的
楔
子
已
有
伏
筆

，
在
第
五
本
第
三

折
再
有
描
述

。
於
是

，
﹁
諾
言
破
裂

﹂
、
﹁
失
戀
的

人
﹂
等
比
較
模
糊
的
地
方

，
便
通
過
和
上
述
的
原
文

相
互
指
涉
而
產
生
了
清
晰
的
意
義

。

這
節
所
討
論
的

，
是

︽寺
內
︾
如
何
正
面
地
和

︽
西
廂
記
︾
互
相
指
涉

。
綜
合
來
說

，
︽寺
內
︾
的

示
意

，
必
須
通
過

︽
西
廂
記
︾
這
前
現
本
文
作
為
背

景

，
方
能
完
成

。
首
先

，
二
者
有

一
衍
生
的

、
接
收

的
關
係

。
︽寺
內
︾
是

︽
西
廂
記
︾
的
改
篇

，
它
從

後
者
中
吸
取
素
材

，
構
成
自
己
的
故
事
主
體

，
所
以

二
者
表
層
的
情
節
內
容

，
極
為
接
近

。
第
二

，
︽寺

內
︾
之
能
產
生
意
義

，
是
通
過
它
和

︽
西
廂
記
︾
的

互
相
指
涉
關
係

。
正
如
前
面
所
說

，
在

︽寺
內
︾
中

呈
現
不
少
不
連
貫
地
帶

，
它
們
都
成
為
訊
號

，
引
領

讀
者
進
入
互
涉
空
間

，
驅
使
讀
者
將
上
下
文
和
原
文

連
繫
起
來

。
同
時

，
也
開
展
了

一
背
景

，
成
為
再
次

詮
釋
和
否
定
的
對
象

。

3.3

︽寺
內
︾對
︽
西
廂
記
︾的
再
詮
釋
：

從
鑲
嵌
到
否
定
到
意
義
的
產
生

當
我
們
說

︽寺
內
︾
在

︽
西
廂
記
︾
的
背
景
裡

示
意
時

，
實
際
上
指
陳
著

一
統

一
而
又
對
立
的
辯
證

關
係

。
︽寺
內
︾
改
編
自

︽
西
廂
記
︾

，
這
是

一
相

同
方
向
的
指
涉
的
吸
納
關
係

。
但

︽寺
內
︾
意
義
的

產
生

，
同
時
依
靠
著
另

一
反
方
向
的
否
定
力
量

。
經

過
改
動
和
轉
化
後

，
新
作
品
循

一
相
反
方
向
作
用
於

原
著
之
上

，
二
者
在

一
相
接
相
逆
關
係
裡
面

，
互
相

指
涉
而
產
生
意
義

。

所
謂
﹁
改
動
﹂
和
﹁
轉
化

﹂
，
往
往
就
是
一
種

鑲
嵌
：
改
編
者
在
改
編
過
程
中

，
增
添
上
新
的
部
分

。
這
鑲
嵌
部
分

，
顯
然
為
原
著
所
沒
有

，
而
它
更
反

映
了
改
編
者

對
原
著
的
再
詮
釋
之
處

，
又
或
反
映

了
改
編
者

的
社
會
文
化
背
景

。
因
此

，
透
過
觀
察

新
作
品
的
鑲
嵌
部
分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就
能
了
解

，

新
作
品
是
怎
樣
通
過
否
定
前
現
作
品

，
以
賦
予
新
義

若
將

︽寺
內
︾
和

︽
西
廂
記
︾
並
列
比
較

，讀

者
不
難
發
現

，
作
為
改
編
者
的
作
者

，在

︽西
廂
︾

故
事
的
骨
架
上

，
新
鑲
嵌
上
不
少
關
於
性
慾
望
的
心

理
描
寫

，
和
有
著
性
的
暗
示
和
喻
意
的
情
慾
母
題

。

亦
即
是
說

，
二
者
在
表
面
的
情
節
動
作
的
層
次
上

，

雖
然
極
為
接
近

，
但
在
這
表
層
底
下
的
內
心
世
界

，

卻
並
不
一
樣

。
而
由
改
編
者
所
突
出
的

，
就
是
其
中

的
性
慾
望
部
分

。

︽
西
廂
記
︾
關
於
性
慾
的
描
寫

，
主
要
在
四
本

一
折

，
就
是
寫
鶯
鶯
和
君
瑞
幽
會
的

一
場

。
︽寺
內

︾
當
寫
到
這
一
片
段

，
是
用
了
比
較
含
蓄
的
象
徵
手

法

。
但
在
其
他
地
方

，
作
者
卻
在
不
同
的
人
物
身
上

，
鑲
嵌
上
對
其
內
心
性
慾
的
描
寫

。
前
者
包
括
：
孫

飛
虎

、
崔
鶯
鶯

、
紅
娘

、
張
君
瑞
和
崔
老
夫
人

。

例
如

︽第
四
卷
︾
寫
孫
飛
虎
對
鶯
鶯
的
性
幻
想

︵
過
三
天

，
那
千
嬌
百
媚
的
崔
鶯
鶯
就
要
與
我

共
枕
了
。
他
媽
的

，
咱
一
定
吻
她
的
乳
房

，
吻

得
她
笑
聲
格
格

。
這
相
國
的
女
兒
不
必
搽
香
粉

，
滑
膩
的
胴
體
本
身
就
是
一
種
秘
密

。
沒
有
人

見
過
她
的
胴
體

，
祇
有
她
自
己
。
他
媽
的
︙
︙

這
十
九
歲
的
閨
閣
千
金

，
應
該
算
是
異
味
了

，

不
能
不
教
她
知
道
咱
孫
飛
虎
的
厲
害
；
一
︵
頁

一
六
三
）

接
著
的
另

一
場
景

，
便
描
寫
崔
鶯
鶯
的
自
憐
和
性
想

像
：

荒
謬
的
今
夜

。
大
膽
正
在
孕
育
大
膽
。
崔
鶯
鶯

用
手
撫
摸
自
己
的
胴
體

，
愛
上
了
自
己
。
她
是

因
為
愛
自
己
才
向
張
珙
挑
戰
的

。

︵
他
是

一
個
讀
書
人
，
她
想

。
讀
書
人
在
床
上

的
瘋
狂
必
使
孔
子
流
淚

。
）

（
孫
飛
虎
是
一
個
粗
人

，
她
想

。
粗
人
的
動
作

可
以
想
像
得
到
。
）

︵
所
以

，
她
想

，
為
了
滿
足
好
奇

，
應
該
祈
禱

白
馬
將
軍
早
日
來
臨
。
）
︵
頁

一
六
四
）

又
在

︽第
六
卷
︾
：

隔
夜
的
琴
音
仍
在
徘
徊

，有
雄
性
的
意
象

，
與

太
陽
一
樣
真
實

。

鏡
子
最
誠
實

，
坦
白
告
訴
鶯
鶯
：
﹁
你
的
臉
色

很
難
看
劉
﹂

鶯
鶯
第

一
次
對
自
己
有
了
憐
憫

，
忙
將
絲
巾
覆

蓋
鏡
面
。
鏡
子
裡
的
﹁
我
﹂
有

一
對
餓
獅
的
眼

睛
。
這
完
全
不
能
解
釋

，
但
心
事
似
野
貓
在
日

午
所
做
的
甜
夢

。
︵
頁

一
七
○
）

這
段
描
寫

，
是
相
對
於

︽
西
廂
記
︾
的
三
本
二
折

。

一
雄
性
意
象
﹂
、
﹁
餓
獅
眼
睛

﹂
和
﹁
野
貓
的
夢

﹂

都
由
作
者
鑲
嵌
而
增
上

。
它
們
的
性
喻
意
都
十
分
明

顯

，
而
﹁
貓
﹂
在

︽寺
內
︾
裡
，
往
往
都
有
其
情
慾

的
暗
示
。

例
如

︽第
二
卷
︾
：

疾
步
而
去
的
紅
娘

，
想
起
魚
躍

。

呆
立
似
木
的
張
生

，
想
起
野
貓
在
屋
脊
調
戲

。

︵
頁

一
五
○

）

︽第
三
卷
︾
：

︙
︙
流
星
掉
落
在
靜
空

，寺
內
的
白
貓
仍
在
廚

房
門
口
嗅
舔
魚
腥

。
︵
頁
一
五
六
）

︽第
八
卷
︾
；

輕
輕
推
開
板
門

，
貓
在
屋
簷
尋
覓
異
性
的
足
跡

。
繡
花
鞋
突
生
處
女
之
羞
慚

，
︙
︙
︵
頁
一
八

六
）

又
在

︽第
七
卷
︾

，
張
君
瑞
跳
過
粉
牆

，
應
約

而
來
；
鶯
鶯
嘴
裡
說
著
：

﹁
紅
娘
；
你
躲
在
什
麼
地
方
？
快
來
一
﹂
一
頁

一
七
六
）



心
裡
想
著
的
卻
是
：

一
他
有

一
對
會
說
話
的
眼
睛

，
崔
鶯
鶯
想

。
他

是

一
個
有
膽
量
的
書
生

。
在
月
光
底
下

，
臉
色

顯
得
更
加
白
嫩

，
他
身
上
的
皮
膚

一
定
也
很
白

嫩

，
可
能
比
我
身
上
的
皮
膚
更
白
嫩

。
如
果
︙

︙
唉
一
這
種
念
頭
是
不
能
轉
的

，即
使
沒
有
人

知
道
也
是
有
罪
的
。
︵
頁

一
七
七
）

看
見
君
瑞
的
白
嫩
身
軀

，
鶯
鶯
便
興
起
性
的
慾
望

，

看
見
張
生
臉
色
蒼
白

，
她
便
想
像
張
生
曾
經
有
過
自

我
性
行
為

，
︿
頁

一
八
一
︶
這
都
反
映
了
鶯
鶯
內
心

的
情
慾

。

除
了
鶯
鶯
外

，
紅
娘
和
崔
夫
人
和
一
般
人
一
樣

，
都
有
性
的
渴
求

。

在

︽第
六
卷
︾

，
紅
娘
讀
過
張
君
瑞
一
相
思
恨

轉
添
j
一
詩
後

，
便
﹁
記
起
了
自
己
的
胸
脯

，
渴
望

有

一
隻
粗
暴
的
手

。
﹂
︵
頁

一
七
一
︶
此
外

，
崔
夫

人
晚
上
會
做
了
這
樣
的

一
個
夢
：

一
個
十
七
八
歲
的
小
伙
子

，藉
月
光
辨
認
方
向

，
不
知
是
故
事
的
錯
誤

，或
想
獵
取
好
奇

，
竟

走
入
她
的
臥
房

。
這
是
必
須
驚
詫
的
事

，
在
夢

中

，
她
有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喜
悅

。
然
後

，
她
夢

見
自
己
的
衣
服
給
小
伙
子
脫
去

，
並
不
感
到
羞

慚

，
因
為
相
國
在
世
時
也
常
有
這
種
動
作

。
然

後
床
變
成
池
塘

，
出
現
了
鴛
鴦
的
纏
綿

O
︙
︙

她
見
到
了
自
己
與
那
個
年
輕
的
男
人
睡
在
一
起

而
那
個
年
輕
人
竟
是
張
君
瑞

。
︵
頁

一
九
二
｜

一
九
四
）

可
見
崔
老
夫
人
對
張
君
瑞
是
有
性
幻
想

，
在
餞
行
席

中

，
她
以
﹁
眼
睛
蹂
躪
張
生
﹂
，
又

︵
這
個
讀
書
人
一
定
有
個
滑
膩
的
身
體

，
她
想

。
我
的
女
兒
有
福
了
。
）
︵
頁
一
九
六
）

以
上
的
關
於
人
物
內
心
世
界
的
描
寫

，
都
是
由

作
者
新
鑲
嵌
上

︽
西
廂
︾
故
事
的
骨
幹
之
上
？
尤
其

是
作
者
往
往
用
了
﹁
括
號
﹂
，
表
示
這
段
說
話

，
屬

於
說
話
者
的
內
心
獨
白

，
也
是
作
者
再
詮
釋

︽西
廂

︾
故
事
的
地
方
和
結
果

。
他
通
過
鑲
嵌

，
加
添
並
突

出
情
慾
的
描
述
部
分

，
從

一
現
代
人
的
眼
光

，
暴
露

︽西
廂
記
︾
人
物
的
心
理
狀
況

，
以
重
新
理
解
故
事

內
的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交
互
關
係

。

除
了
性
慾
的
心
理
描
寫
外

，
作
者
更
增
添
了
與

情
慾
有
關
連
的
辭
彙

，
構
成

一
系
列
重
複
出
現
的
情

慾
母
題

。
上
面
提
過
的
州
貓
﹂
就
是
其
中
例
子

。
而

﹁
慾
望
﹂
一
詞
本
身

，
亦
經
常
在
作
品
中
呈
現
：

慾
望
仍
未
觸
礁

，
張
君
瑞
無
意
翻
開
書
卷

。
（

頁
一
四
五
）

慾
念
屬
於
非
賣
品

，
誘
惑
卻
是
磁
性
的
。
︵
頁

一
四
五
）

微
風
輕
拂
臉
頰

，
有
慾
念
搭
成
意
象
的
圖
案

。

︵
頁

一
四
九
一

還
在
笑
︙
︙
慾
念
一
若
火
上
栗

，未
爆

。
︵
頁

一
四
九
一

︙
︙
這
邊
是
張
君
瑞

，
那
邊
是
崔
鶯
鶯

。
這
個

是
饞
嘴
的
慾
望

，
那
邊
是
會
捉
老
鼠
的
貓
。
（

頁

一
五
一
）

逗
出
了
處
女
心
，
神
壇
上
的
燭
火
燃
起
心
中
熱

情

。
︙
︙
將
使
奇
異
的
花
朵
茁
長
自
漸
次
擴
大

的
慾
念

。
︵
頁

一
五
五
一

大
雄
寶
殿
的
調
情

。

包
不
住
熊
熊
慾
火

。
佛
說
：
有
因
有
緣
的

，
就

會
生
長
。
︵
頁

一
五
五
）

此
外

，
﹁
飢
餓
眼
睛

﹂
、
﹁
春
色
春
意
﹂
、
﹁
香
味

引
誘

﹂
、
﹁
接
吻
﹂
等
辭
彙

，
也
曾
重
複
地
在

︽寺

內
︾
出
現

。
這
些
情
慾
母
題
的
重
複

，
這
些
新
鑲
嵌

部
分

，
構
成

一
﹁
辭
彙
冗
餘
﹂
︵
lex
ic
o
n

 

r
ed
u
n
-

d
a
n
c
y
︶
不
斷
地
重
複
著
同
一
訊
息
｜

情
慾

，
和

上
述
的
心
理
描
寫

，
互
相
呼
應

，
並
互
相
攜
手
形
成

一
股
反
方
向
力
量

，
作
用
於
原
作
之
上
。

總
的
來
說

，
除
了
上
節
討
論
過
的
吸
納
關
係
外

，
在

︽寺
內
︾
和

︽
西
廂
記
︾
之
間

，
也
存
在
著

一

反
面
的
指
涉

。
這
兩
種
關
係
互
相
作
用

，
互
相
配
合

，
以
完
成
示
意
的
任
務

。
因
此

，
︽寺
內
︾
是
從
否

定
中
建
立
意
義

，
︽
西
廂
記
︾
的
存
在
成
為
它
示
意

的
必
須
條
件

。
作
者
通
過
鑲
嵌
過
程

，
使
兩
組
本
文

互
逆
相
對

，
以
表
現
他
對

︽西
廂
記
︾
裡
的
人
性
的

新
看
法

。

然
而
這
對
人
性
的
新
看
法

，
這
些
鑲
嵌
部
分

，

正
如
前
面
所
說

，
和
作
者
所
處
的
社
會
文
化
背
景

，

有
莫
大
的
關
係

。
︽
西
廂
︾
故
事
始
自
唐
元
稹

︽會

真
記
︾

，
經
過
金
董
解
元

︽
西
廂
記
諸
宮
調
︾

、
元

王
實
甫

︽崔
鶯
鶯
待
月
西
廂
記
︾

，
以
及
明
清
李
日

華

、
陸
宋
等
人
的
改
編

，
都
沒
有
像

︽寺
內
︾
般
突

出
其
中
的
情
慾
成
分

。
而

︽寺
內
︾
作
者
之
能
從
這

角
度
重
新
詮
釋

︽
西
廂
︾

，
也
必
定
和
他
的
文
化
處

境
有
關

。
︽
西
廂
記
︾
在
不
同
時
代
有
過
不
同
的
改
編

，

但
只
有
到
了
二
十
世
紀

，
人
類
文
化
思
想
經
過
佛
洛

依
德
（
S
ig
m
u
nd

 

F
re
ud
）
性
愛
理
論
和
精
神
分

析
學
思
潮
的
洗
禮

，
才
會
出
現

︽寺
內
︾
這
種
突
出

其
性
愛
含
義
的
改
編
本

。
在
這
新
的
性
觀
念
裡
面

，

性
慾
被
視
為
人
類
的
正
常
慾
望

，
是
不
應
被
壓
抑
的

；
它
是
人
類
與
生
俱
來
的
本
性

，
不
應
被
視
為
禁
忌

。
精
神
分
析
學
傾
向
從
人
類
潛
意
識
的
角
度
解
釋
他

們
的
行
為

，
更
帶
來
了
例
如
：
夢
境

、
幻
想

、
遂
願

說

、
自
戀
等

一
系
列
觀
念

。
小
說
裡
崔
夫
人
晚
上
的

綺
夢

，
崔
鶯
鶯
的
對
鏡
自
憐

、
小
紅
娘
對
性
的
希
冀

，
這
些
新
鑲
嵌
上
的
部
分

，
都
產
生
自
這
類
對
性
的

新
看
法

。

在
過
去

，
︽西
廂
記
︾
往
往
被
視
作
﹁
誨
淫
﹂

，
但
從
今
天
的
眼
光
來
看

，
書
中
並
沒
有
太
多
露
骨

的

、
赤
裸
的
性
慾
描
寫

。
︽寺
內
︾
的
作
者

，
站
在

二
十
世
紀
的
文
化
背
景
裡

，
重
新
評
估

︽
西
廂
︾
故

事
內
人
物
的
性
和
人
性
的
關
係
。
通
過
刻
意
的
性
心

理
描
寫

、
重
複
的
情
慾
母
題
，將
本
來
只
屬
於
暗
流

的
情
慾
成
分
，
在
小
說
中
推
向
前
景

，
加
以
突
出

，



也
就
是
把
在
原
作
中
潛
藏
的

，
或
被
壓
抑
了
的
性
慾

，
翻
張
倒
轉
過
來

，以
呈
示
在
讀
者
的
面
前

。
這
也

是

︽
寺
內
︾
所
指
向
的
文
化
背
景

。

3.4

文
類
形
式
的
指
涉
和
不
同
層

次
的
背
景

︽寺
內
︾
和

︽
西
廂
記
︾
的
關
係
是
辯
證
的

，

前
者
是
在
後
者
的
背
景
上
產
生
意
義

，
這
主
要
指
一

故
事
內
容
上
的
互
相
指
涉

；
而
二
者
的
相
異

，
其
中

所
牽
涉
的
改
動
和
鑲
嵌

，
也
和
二
者
出
現
的
社
會
文

化
背
景

，
有
著
不
可
割
離
的
關
係

。
．

前
面
說
過

，
︽寺
內
︾
對

︽
西
廂
記
︾
的
指
涉

，
除
了
上
述
的
故
事
內
容
的
吸
納
和
轉
化
外

，
更
涉

及
一
文
類
形
式
上
的
指
涉
關
係

。
也
就
是
說

，
︽寺

內
︾
作
為

一
現
代
小
說

，
當
然
不
能
和
元
雜
劇

︽
西

廂
記
︾
相
提
並
論

。
但
是

，
前
者
裡
面
的
某
些
形
構

部
分
或
描
述

，
是
指
向
幾
種
不
同
的
文
類
；
這
些
文

類
指
涉

，
及
其
相
關
描
述

，
都
由
故
事
的
敘
事
者
聲

音
所
道
出

。
它
們
可
能
和

︽
西
廂
︾
故
事
相
連
繫
的

文
類
背
景
互
相
指
涉
；
這
文
類
背
景
的
指
涉

，
突
出

兩
組
本
文
的
相
對
和
對
立

，
敘
事
者
聲
音
的
介
入

，

突
出
了

︽寺
內
︾
的
兩
組
時
空
背
景

。

︽寺
內
︾
是
這
樣
開
始
的
：

︽第

一
卷
︾

那
頑
皮
的
小
飛
蟲

，
永
不
疲
憊

，
先
在
﹁
普
﹂

字
上
踱
步

，
不
能
拒
絕
香
氣
的
侵
襲

，
振
翅
而

飛

，
又
在
﹁
敕
﹂
字
上
兜
圈

，
然
後
停
在
﹁
寺

﹂
字
上

。
﹁
廟
門
八
字
開

，
﹂
故
事
因
絃
線
的
抖
動

而
開
始
。
﹁
微
風
泰
然
於
樹
枝
的
抖
動
中

，
唯

寺
內
的
春
色
始
於
突
然

。
短
暫
的

同劉

﹄

、

一
若
彗
星

，
藐
視
軌
跡
的
束
縛

。
﹂

下
午

。
黃
金
色
的

。
一
頁

一
四
三

一

這
段
描
寫

，
包
含
有
兩
組
時
空
背
景

，
與
及
兩
把
不

同
的
聲
音

。
描
寫
﹁
頑
皮
小
飛
蟲

﹂
的
第

一
段

，
是

敘
事
者
在
敘
述
故
事
；
有
較
高
互
涉
能
力
的
讀
者

，

憑
﹁
普
救
寺
﹂
三
字

，
可
能
已
經
會
將
下
文
和

︽西

廂
︾
故
事
連
繫
起
來

。
重
要
的
在
於
第
二
段

。
從
一

故
事
因
絃
線
的
抖
動
而
開
始

﹂
一
句

，
和
作
者
所
用

的
引
號
看
來

，
敘
事
者
是
在
描
述
另

一
講
唱
者

，
在

拿
著
樂
器
邊
彈
邊
唱
地
開
始
他
的
講
唱
表
演

，
正
在

準
備
向
聽
眾
講
述
一
個
在
廟
內
發
生
的
故
事

。
所
以

，
如
果
說
前
者
所
描
寫
的
事
物
背
景

，
是
在
於
故
事

以
內
的
話

，
則
後
者
的
陳
述

，
便
是
處
於
故
事
背
景

之
外

。此
外

，
熟
識

︽
西
廂
記
︾
的
讀
者

，
可
能
立
即

會
發
覺

，
第
二
段
的
陳
述

，和
變
文
的
押
座
文

、
話

本
的
入
話
相
似

，
都
是

一
種
正
文
的
撮
要
和
點
題

，

在
未
正
式
進
入
講
述
正
文
前

，
向
聽
眾
提
綱
挈
領
地

交
代
全
文
的
要
旨
或
內
容

。
這
項
說
唱
文
學
中
的
文

類
慣
例

，
加
上
一
絃
線
抖
動

﹂
的
敘
述

，
很
容
易
便

使
人
聯
想
到

︽
西
廂
記
︾
的
前
現
作
品
1

又
被
稱

為

︽弦
索
西
廂
︾
的
說
唱
文
學
：
︽
西
廂
記
諸
宮
調

︾

。
雖
然

，
之
後
敘
事
者
和
講
唱
者
的
聲
音
便
沒
有

被
作
者
清
楚
地
分
開

，
然
而
講
唱
者
的
琴
弦
聲

，
卻

穿
插
於
作
品
的
不
同
段
落
：

丁
｜

冬
一

丁
冬

絃
線
為
故
事
的
發
展
而
抖
動

。
︵
頁

一
五
三

）

這
是
在

︽第
三
卷
︾
的
開
始

，
又
例如
在
︽

第六
卷

︾
的
開
始

：

丁
｜

冬
一

丁
冬

故
事
為
絃
線
而
抖
動

。
︵
頁

一
六
九

︶

在
故
事
的
最
後
結
尾
：

丁
一

冬

；

丁
冬

故
事
為
絃
線
的
抖
動
而
舞
蹈

，最
後
的
音
符
在

另
一
端
找
到
老
家

。
一
頁
二
一
五
）

︽寺
內
︾
本
身
是
現
代
小
說

，
有
自
己
的

一
套
文
類

常
規
；
在
作
品
中
呈
現
了
說
唱
文
學
的
文
類
形
式

，

這
種
和
上
下
文
不
連
貫
的
部
分

，
會
令
讀
者
意
識
到

有

一
向
外
指
涉
的
需
要

。
而
這
指
涉
往
往
朝
向

一
先

存
作
品

，
或
一
更
廣
闊
的
文
學
常
規

。

其
他
有
關
文
類
的
指
涉

，有
：

女
孩
子
第

一
次
患
了
憐
己
狂

，
感
情
在
發
炎

，

︙
︙
明
日
有
陽
光
乎
？
且
聽
下
回
分
解

。
︵
頁

一
五
四
一

﹁
且
聽
下
回
分
解

﹂
是
章
回
小
說
的
套
語

。
此
外

，

︽
西
廂
記
︾
是
一
戲
劇
文
學

，
敘
事
者
認
為
它
是

一

齣
喜
劇
：

︙
︙
靈
藥
似
仙
丹

，
張
君
瑞
始
發
現
自
己
仍
在

喜
劇
中
串
演
丑
角

。
︵
頁

一
八
五
）

他
一
張
君
瑞
︶
看
到
一
齣
悲
劇

，
然
後
看
到

一

齣
喜
劇
一

一
齣
有
他
參
加
演
出
的
喜
劇

。
（

頁

一
八
五
）

將
潮
濕
的
憤
怒
掛
在
古
琴
上

，
琴
說
：
﹁
你
（

張
君
瑞

︶
是
個
優
秀
的
喜
劇
演
員

。
﹂
（
頁

一

七
九
一

紅
娘
踩
著
簷
鈴
的
旋
律

，
心
跳
似
高
僧
敲
木
魚

。
一
切
都
是
喜
劇
的
素
材

，
兩
個
主
角
卻
流
了

太
多
的
淚
水

。
︵
頁

一
七

一
︶

喜
劇
或
悲
劇
的
戲
劇
文
類
觀
念

，
加
上
一
串
演
騙
、

一
參
加
演
出
多
、
﹁
喜
劇
演
員

一
等
描
述

，
會
使
讀

者
將
小
說
和
某
種
外
在
本
文

，
甚
至
是

一
實
際
演
出

，
連
繫
起
來
；
而
所
上
演
的
故
事

，
可
能
會
就
是

︽

西
廂
記
︾

。

不
同
方
向
的
文
類
指
涉

，
突
出
了
小
說
裡
的
不

同
時
空
背
景

。
︽寺
內
︾
是
二
十
世
紀
的
香
港
中
篇

小
說

，
它
的
作
者
在
二
十
世
紀
的
時
空
向
讀
者
說
話

，
這
是
第

一
層
次

。
在
小
說
裡

，
作
者
透
過

一
把
敘

事
者
的
聲
音

，
敘
述

一
講
唱
者
在
講
唱

︽
西
廂
︾
故

事

。
一
個
講
唱
表
演

，
自
有
它
的
表
演
場
合
：
講
唱

者
在
某

一
時
空
場
合
裡
進
行
講
唱

，
和
觀
眾
溝
通
；

而
這
傳
訊
可
能
不
是
單
方
向
的

，
聽
話
人
的
觀
眾
可

能
會
有
即
時
反
應

。
所
講
唱
的
故
事

，
是
關
於

烈
西



廂
記
︾
的

。
於
是

，
小
說
裡
的
故
事

，
除
了
自
己
本

身
的
時
空
背
景
外
；
更
會
和
其
他

︽
西
廂
︾
故
事
連

繫
起
來

，
在

一
更
廣
闊
的
時
空
國
度
裡
和
讀
者
對
話

於
是

，
作
品
便
交
織
著
多
種
不
同
的
聲
響
：
作

者
的

、
敘
事
者
的

、
講
唱
者
的

、
︽寺
內
︾
的
鶯
鶯

的

、
君
瑞
的

、
紅
娘
的

、
其
他

︽西
廂
︾
故
事
裡
的

鶯
鶯
的

、
君
瑞
的
︙
︙
等

，
他
們
分
別
在
不
同
時
空

背
景
裡

，
向
讀
者
說
話

。
而
這
些
不
同
背
景
的
說
話

，
分
屬
兩
個
範
疇
：
作
品
裡
面

︽
西
廂
︾
故
事
人
物

的
聲
音

，
和
作
品
裡
敘
事
者
的
聲
音

，
前
者
是

︽
西

廂
︾
故
事
以
內

，後
者
是
在
它
背
景
以
外
的

。

和
話
本
小
說
說
話
人
介
入
的
情
況
相
似

，
︽寺

內
︾
的
敘
事
者

，
經
常
穿
梭
游
離
於
這
兩
種
時
空
背

景
之
間

，
讓
他
的
聲
音

，
從

一
現
代
的
故
事
外
的
背

景

，
闖
入
故
事
內
的
時
空
裡

。
在

一
距
離
之
外

，
回

過
頭
來
評
論
故
事
裡
的
事
物
或
情
節

。
例
如
：

紅
娘
踩
著
簷
鈴
的
旋
律

，
心
跳
似
高
僧
敲
木
魚

。
一
切
都
是
喜
劇
的
素
材

，
兩
個
主
角
卻
流
了

太
多
的
淚
水

p
一
頁

一
七

一
）

前
兩
句
的
描
述
屬
於
故
事
以
內

，
後
者
則
是
敘
事
者

的
評
論
了

。

又
例
如

：

如
果
眼
淚
可
以
抵
擋
鞭
撻

，老
夫
人
非
病
不
可

如
果
西
廂
沒
有
紅
娘

，
這
故
事
就
不
能
在
千
百

年
後
仍
極
新
鮮

。

如
果
紅
娘
不
反
抗
皮
鞭

，愛
情
必
將
失
去
應
有

的
光
澤

。
一
頁

一
九
一
︶

雖
然
三
句
都
是
敘
事
者
的
說
話

，
但
一
三
兩
句
所
指

涉
的

，
是
故
事
內
的
事
件

，
但
第
二
句
卻
像
站
在
另

一
遠
距
離
之
處

，
回
望
整
個
故
事

。
又
：

︙
︙
這
個
不
想
做
官
的
年
輕
人

，亦
將
騎
馬
而

去

，
讓
田
野
與
山
莊
都
變
成
他
的
佈
景
︙
︙

這
是
很
好
的

，
即
將
騎
馬
而
去
的
年
輕
人
必
替

陳
舊
的
故
事
找

一
個
快
樂
的
結
尾

，
好
讓
聽
故

事
的
人
在
回
家
的
道
路
上
有
說
有
笑

。
於
是
老

夫
人
為
他
舉
杯
預
祝

，
慾
望
始
獲
革
命
性
的
發

展

。
一
頁

一
九
八
一

第

一
段
的
描
寫

，
是
屬
於
故
事
以
內
的

，
但
接
著
的

敘
述

，
已
跳
入
另

一
時
空
背
景
｜

講
唱
表
演
裡
的

，
之
後

，
又
再
跳
回
過
去
的
故
事
之
中

。

這
些
文
類
形
式
的
指
涉
或
仿
效

，
故
事
裡
對

︽

西
廂
︾
故
事
本
身
的
評
論

，
是
和
故
事
裡
面
的
上
下

文
不
相
諧
協
的

。
這

一
不
協
調

，
及
其
產
生
的
疏
離

效
果

，
更
加
突
出
了
作
品
裡
的
兩
種
時
空
背
景
；

過
去
和
現
在
的

。
敘
事
者
之
跳
躍
於
這
兩
組
時
空
之

間

，
令
讀
者
更
能
察
覺
到
是
有
兩
組
相
接
相
逆
的
互

相
指
涉
的
本
文

，
分
別
存
在
於
兩
種
時
空
裡
面

。
和

32
裡
討
論
到
的
不
銜
接
地
帶
相
似

。
這
些
敘
事
者
聲

音
的
闖
入
，
成
為
一
種
訊
號

，
提
醒
讀
者
它
的
身
分

，
是

一
故
事
新
編

。
然
而

，
前
者
是
指
向

一
過
去
的

︽
西
廂
︾
故
事

，
後
者
卻
叫
讀
者
留
意

，
它
是

一
二

十
世
紀
的
產
物

。

四

結
語

︽寺
內
︾
是

︽
西
廂
記
︾
的
改
編

。
作
者
通
過

它
和

︽
西
廂
記
︾
的
既
統

一
，
又
矛
盾

；
既
吸
納

，

又
否
定
的
互
相
指
涉
關
係

，
再
次
詮
釋

︽
西
廂
記
︾

裡
的
人
性
與
及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
也
是

一
對
傳

統
的
重
估

。
︽剪
紙
︾
裡
的
兩
個
故
事

，
是
各
自
獨

立
的

。
但
作
者
分
別
運
用
了
引
文
（
在
小
說
內
是
中

國
詩
詞

︶
／
文
化
背
景
的
相
對
互
逆

，
和
框
內
本
文

的
疏
離
化
等
互
涉
途
徑

，突
出
了
香
港
社
會
傳
統
和

現
代
文
化
的
隔
閡
和
不
能
對
話

。
因
此

，
本
文
互
涉

在
這
兩
篇
小
說
裡
，
同
時
都
有
著
重
要
的
意
義
產
生

功
能

，
成
為
小
說
的
重
要
構
成
原
則

。

兩
篇
小
說
分
別
用
了
改
編

、距
離
化

、引
文
引

喻
等
作
為
示
意
手
段

。
但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兩
篇
小

說
都
表
現
了
它
們
的
作
者
對
﹁
本
文
互
涉
﹂
一

本

文
和
本
文
互
相
指
涉
一

的
自
覺

。
︽寺
內
︾
有
很

多
不
連
貫
的
空
隙

，
等
待
讀
者
運
用
互
涉
閱
讀
和

︽

西
廂
記
︾
的
劉
將

之
填
滿
。

另
外
，

通
過
文

類
形
式
的
互
涉

，
作
者
強
調
了
作
品
內
現
在
︵
︽寺

內
︾
的

︶
和
過
去

一
︽西
廂
記
︾
的

︶
的
時
空
對
立

。
敘
事
者
在
這
兩
組
時
空
中
穿
梭
往
來

，
在

︽寺
內

︾
站
在

︽寺
內
︾
一
現
代
香
港
小
說

︶
的
時
空

，
評

論

︽西
廂
記
︾
︵
元
雜
劇

︶
裡
的
情
節
動
作

。
在
這

些
地
方

，
作
者
都
有
意
地
在
小
說
裡
暴
露
出

︽寺
內

︾
和

︽西
廂
記
︾
的
依
存
關
係

，
反
映
出
作
者
對
自

己
的
作
品
和

一
外
在
本
文
的
指
涉
關
係
的
自
覺

。

︽剪
紙
︾
裡
的
作
者
自
覺

，
更
加
明
顯
。
︽剪

紙
︾
本
身
是
一
﹁
後
設
小
說

﹂
︵
M
e
ta
fic
tion

）

︿
關
於
小
說
的
小
說

）
，
多
處
表
現
了
作
者
對
小
說

創
作
的
反
省

、
對
文
字
的
懷
疑
和
肯
定

，
對
本
文

、

信
息
和
背
景
之
間
關
係
的
探
索

，
對
符
號
性
質
的
思

考
等

。
因
此

，
本
文
互
涉
對
於

︽剪
紙
︾
來
說

，
可

能
不
只
是
一
個
來
自
批
評
者
的
描
述
辭
彙

，
可
能
更

是

一
發
自
作
家
自
己
的

，嘗
試
在
小
說
創
作
中
表
達

出
來
的

一
個
關
於
小
說
創
作
的
觀
念

。

最
後

，兩
篇
小
說
都
通
過
本
文
互
涉
的
手
段

，

表
現
了
一
種
對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的
關
注
和
反
省

。
︽

剪
紙
︾
裡
可
呈
現
的
兩
種
文
化
的
隔
閡

，
以
及
作
者

所
流
露
出
對
日
漸
褪
色
的
傳
統
文
化
的
惋
惜

，
︽寺

內
︾
通
過
改
編
對
傳
統
的
重
估

，
這
是
否
都
體
現
了

香
港
知
識
分
子
對
傳
統
的
一
份
敏
感

，
表
現
了
他
們

在
逐
漸
步
向
現
代
化
的
香
港
社
會

，
對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角
色
的
反
省
？
但
是

，
一
一位
作
家
都
不
約
而
同
地

，
用
較
現
代
的
小
說
技
巧

，
表
達
這
關
注
和
反
省

。

這
一
種
現
象

，
是
否
又
再
次
反
映
了
香
港
的
文
化
特

色

，
和
先
前
提
出
的
二
元
結
構
；

﹁
互
相
指
涉

﹂

？

（
全
文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