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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到
歲
末
迎
新
的
關
口
，
聚
會
酒
席
不
免
會
多
起
來
，
雖
說
現
在
的
飯
桌
上
，
幾
乎

已
經
沒
有
想
得

吃
不
到
的
東
西
，
但
無
酒
不
成
席
的
規
矩
卻
始
終
未
破
。
在
中
國
歷
史

中
，
從
帝
王
將
相
、
文
人
墨
客
到
尋
常
百
姓
，
都
與
瓊
漿
玉
液
有

不
解
之
緣
。
而
古
都

北
京
，
在
其
千
年
歷
史
風
韻
中
也
無
不
散
發

迷
人
的
酒
香
。

《
史
記
．
刺
客
列
傳
》
中
有
﹁荊
軻
嗜
酒
，
日
與
狗
屠
及
高
漸
離
飲
於
燕
市
，
酒
酣

以
往
…
…
旁
若
無
人
者
﹂
的
記
載
。
這
恐
怕
算
得
上
較
早
的
古
都
飲
酒
名

人
了
。
後
經
歷
朝
歷
代
，
到
明
清
時
期
北
京
酒
業
更
加
繁
榮
，
清
代
時
更

有
﹁酒
品
之
鄉
，
京
師
為
最
﹂
之
說
。
那
時
，
在
北
京
大
大
小
小
的
酒
店

、
酒
舖
中
，
最
具
老
北
京
特
點
的
是
被
稱
作
大
酒
缸
的
酒
館
。

大
酒
缸
興
於
清
代
，
盛
於
民
初
，
是
北
京
大
街
小
巷
、
胡
同
旮
旯
隨

處
可
見
的
白
酒
零
售
店
。
大
酒
缸
一
般
規
模
不
大
，
與
通
常
的
飯
館
、
酒

館
不
同
，
有
的
是
一
間
門
臉
，
有
的
是
三
間
門
臉
，
進
門
迎
面
都
是
一
張

木
欄
櫃
，
櫃
枱
有
的
是
一
字
型
的
，
也
有
的
是
曲
尺
型
的
。
櫃
上
放

許

多
瓷
盤
，
盤
裡
盛

應
時
的
酒
菜
，
有
葷
有
素
。
這
種
酒
館
，
通
常
不
設

桌
子
，
而
把
存
放
酒
的
缸
埋
一
半
在
地
下
，
據
說
是
因
為
酒
沾
了
地
氣
喝

了
不
上
頭
。
缸
的
上
邊
再
蓋
一
個
朱
紅
油
漆
的
圓

形
蓋
子
，
這
就
成
為
了
酒
客
們
的
飲
酒
桌
。
依
店

舖
的
大
小
，
店
中
﹁桌
子
﹂
多
則
十
數
張
，
少
則

三
五
張
，
擦
拭
得
一
塵
不
染
。
來
大
酒
缸
飲
酒
的

，
有
賣
苦
力
的
，
也
有
家
境
殷
實
的
，
更
多
的
是

小
市
民
階
層
，
他
們
一
邊
嘗
菜
品
酒
，
一
邊
與
其

他
酒
友
閒
聊
，
這
裡
沒
有
高
下
尊
卑
之
分
，
不
論

相
識
與
否
，
大
都
一
見
如
故
。

那
時
，
經
營
大
酒
缸
的
多
是
山
西
人
，
因
為
山
西
人
一
能
吃
苦
，
二

會
計
算
，
而
且
服
務
熱
情
周
到
。
酒
缸
供
應
的
大
多
是
俗
稱
燒
刀
子
的
高

度
數
白
酒
，
但
也
有
賣
黃
酒
的
。
酒
具
也
是
特
製
的
，
一
般
喝
﹁二

﹂

（
舊
制
十
六

一
斤
）
用
上
敞
下
尖
的
深
瓷
碗
；
喝
四

、
半
斤
才
用
酒

壺
小
杯
。
酒
菜
通
常
分
自
製
和
外
叫
兩
種
，
自
製
又
有
常
備
和
應
時
的
分

別
。
如
炸
花
生
仁
、
煮
花
生
米
、
豆
腐
乾
、
辣
白
菜
、
拌
豆
腐
絲
、
拍
黃

瓜
等
是
四
時
常
有
的
酒
菜
。
而
拌
粉
皮
、
芥
末
白
菜
墩
、
燻
黃
花
魚
、
燉

排
骨
、
香
椿
豆
等
，
則
是
應
時
的
酒
菜
。
不
論
﹁應
時
﹂
和
﹁常
有
﹂
都

以
冷
食
為
主
。
通
常
酒
缸
裡
不
賣
飯
，
但
是
如
果
有
客
人
需
要
，
掌
櫃
的

會
派
夥
計
到
旁
邊
的
飯
館
買
來
飯
菜
。
那
時
一
些
穿
街
走
巷
的
流
動
商
販
摸
清
了
酒
缸
不

賣
飯
這
個
空
子
，
每
到
飯
點
，
就
經
常
在
酒
缸
門
前
叫
賣
，
掌
櫃
的
不
但
不
惱
，
有
時
還

主
動
招
呼
這
些
小
販
進
店
喝
水
。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後
，
隨

北
京
胡
同
的
改
造
，
胡
同
深
處
的
酒
香
聞
不
到
了
，
大

酒
缸
的
經
歷
，
從
此
成
了
上
歲
數
人
記
憶
中
的
往
事
。

憑仗自己
堅實而獨特的
寫作內功，莫
言破天荒地成
為 「二○一二
年諾貝爾文學
獎」得主，不

知幾多中國人追求了幾多年的夢想
終於化為現實。在一片頌讚聲中，
謙謙君子莫大哥格外清醒地說道：
此番若無諸多異邦譯者的鼎力相助
，我焉能獲得如此榮耀！

記得本世紀初即二○○一年，
莫言曾調侃自己對外語簡直就是一
頭霧水，根本不能直接閱讀外文原
著，更不用說操刀翻譯了，故成為
人生一憾。如此一來，人或曰，此
公除了能對從事翻譯的人表示感激
之外，恐怕對翻譯一事亦是霧水一
頭。孰料情形恰恰相反，莫言不僅
對翻譯有自己的認知，而且這些認
知還深刻得很，非一般人所能企及
。這位睿智的作家從評議翻譯家入
手，一語破的地道出了翻譯對文學
的影響。概括起來，大約有這樣五
個方面。

首先，翻譯能加深世界範圍內
的文學交往。譬如像俄羅斯的托爾
斯泰、法蘭西的巴爾扎克、英倫三
島的福克納、西班牙的馬爾克斯這
樣一些重量級文豪的作品，如果沒
有翻譯的襄助，簡直就不能走出各
自的國門，遑論與五湖四海交往，
產生世界影響了。

其次，翻譯能使各個國家的寫
作高手對外國文學有所借鑒。以中國為例，現代作
家排行榜前六名的魯郭茅巴老曹，誰沒借鑒過外國
文學？甚至連鄉土派作家的老大趙樹理對外國文學
也有過參照。即便像天才作家曹雪芹，其所創作的
巨製《紅樓夢》中亦有不少諸如佛教一類外國文學
的蛛絲馬跡。

再次，優秀的文學譯作實際上就是譯語國文學
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中一個最明顯不過的理由便是
譯者豐富發展了母語。而任何一個國家翻譯外國文
學的機構，同時也是培育本國文學的 「搖籃」和給
本國語言帶來新鮮素質的 「文體實驗室」。

複次，從語言表達的層面上分析，譯作的語言
只可能是譯者的語言，而不是原作者的語言。因此
，譯語國作家讀者讀譯作所受的語言表達影響，實
際上是譯者的影響，而非原文作者的影響，真正受
原文作者影響的僅僅是譯者本人而已。

第五，好的譯作可以替原作增光。關於這一點
，莫言以自己的親身經歷，進行了使人折服的論證
。一九八八年，美國人葛浩文開始翻譯莫言的作品
。葛浩文為了讓譯作能夠盡如人意，常常用寫信和
打電話的方式與莫言聯繫。僅僅兩年時間，信就寫
了 「一百多封」，電話 「更是無法統計」。有時為
了一個字或者不熟悉的某樣東西，兩人總是不厭其
煩地 「反覆磋商」。不諳英語的莫言甚至以其 「拙
劣的技術」向葛浩文繪圖說明。譯作完成以後，有
些雙語讀者評價說，原著與譯作 「是一種旗鼓相當
的搭配」。莫言聽到後，不加思索地答曰： 「我更
願意相信，他的譯本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

一個不懂外語和沒有任何翻譯實踐經歷的作家
，居然能夠提出如此深厚的翻譯認知，實令人感
佩。短短五個方面的樸實說法，足以勝過某些翻譯
理論家們厚厚的磚頭大作。縱觀天下，能與莫君比
肩者，恐罕有人矣！

靠近浙江紹興市中心前觀
巷有條幽深曲折的大乘弄，那
裡有座古建築─青藤書屋。
它是我國明代傑出的畫家、書
法家、詩人和戲曲家徐渭的故
居。它在我國繪畫史上佔有劃
時代的重要地位。

徐渭故居由四部分組成：庭園、花壇、水池、書
屋。步入書屋抬頭便見當代名畫家潘天壽和明代書畫
家陳老蓮的 「青藤書屋」 匾額，其下是徐渭的摹像畫
。長窗上掛徐渭手植的青藤一棵，枝蔓繞，古拙
可愛。據介紹，徐渭當年開創寫意畫，就是受這棵青
藤所予的靈感觸發而獨闢蹊徑的。長窗之下有石砌小

池，約一丈見方，此即所謂 「天池」，由於 「此地通
泉，深不可測，水不澇，旱不涸，若有神異」而得名
。天池正中有一方形石柱頂住書屋，書屋貼水而建，
夏日涼爽怡人，如此構建，自是性情中人極盡自然之
趣了。石柱上鐫 「砥柱中流」四字，蒼老遒健，不知
是否徐渭手跡。據說當年徐渭寫字作畫與洗硯均取自
天池之水。

呆立池前，情不自禁想起當年這位書畫家蘸水研
墨、凝神結想、大筆揮灑的情景；而當我流連書屋、
目迎《墨葡萄》等名畫的真蹟，以及陳列仿明桌椅
等器物，彷彿這位卓然特立的大藝術家就在身邊，那
傲岸不羈的氣息瀰漫於書屋之中，我似乎在沉潛的文
化積澱中聽到了 「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 的慨

嘆！是的，作為一代文化名流，藝術達人，徐渭的受
累太多了，他的不幸太多了，然而古今中外的特立卓
異之士又有誰免得了？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輕重、多
少罷了。

徐渭（一五二一至一五九三），字文清，後改字
文長。別號青藤道人、天池生，或以 「田水月」（ 「
渭」字的拆寫）署名。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他的
書畫、詩文、戲曲都堪稱一絕，尤以寫意畫為最。他
是個奇人奇才，廣泛涉獵文學藝術的各個領域，自稱
書法第一，詩第二，文第三，畫第四。其實，他的畫
成就最大，他是首創我國沒骨花鳥畫的開山祖，擅水
墨花卉、山水與人物，開創了我國寫意畫派的一代新
風，是中國畫史上的一個里程碑，與同時代陳淳共同

開闢晚明水墨大寫意一路，史稱 「青藤白陽」。後來
「揚州八怪」（尤其是鄭板橋）、吳昌碩、齊白石都

受其影響。因而論 「揚州八怪」，不說徐渭，令人心
酸。說起徐渭，辛酸更是無窮。

徐渭還是一位劇曲作家，這方面的作品有《四聲
猿》、《歌代嘯》等，是古代喜劇作品中的精品。《
四聲猿》共有四部作品，其中《狂鼓吏漁陽三弄》和
《雌木蘭代父從軍》兩齣，幾百年來不斷被改編上演
，是京劇《擊鼓罵曹》和《木蘭從軍》的祖本。他的
戲曲研究專著《南詞敘錄》，對戲曲的貢獻同樣功不
可沒，其成就當不在馮夢龍對通俗小說和民歌的貢獻
之下。

狷狂是徐渭的寫照。徐渭的狷狂，不僅流露於筆

下大寫意的畫作，流露在蒼渾雄肆卻又時見秀潤的書
風中，而在他的戲曲作品中更是恣肆奔放，元氣淋漓
，絲毫不像他那段自撰的墓志銘，有欲訴不得訴的
辛酸。

有一次，徐渭與友人飲酒行令，規定酒令中要一
花名，一鳥名，再搭四書二句，詞曲一句。一友曰：
「虞美人（花名）嫁了白頭翁（鳥名），翁曰： 『吾

老矣，不能用也。』寒窗更守十年寡。」文長曰： 「
十姊妹（花名）嫁了八哥兒（鳥名）， 『八口之家，
可以無飢矣。』可憐兩口兒無依倚。」（明．張岱《
快園道古》）雖是遊戲之作，亦可見徐渭的機敏佻達
。據明曹臣《舌華錄》記載： 「徐文長為胡總制公客
，有一將士病瘧，恐胡公督練急，乃轉求寬於徐。徐
曰： 『君正當求我，不當求胡。』令將士磨墨，取筆
書舊作詩一首付之曰： 『君可謹佩，百鬼自不敢來。
』」總之，徐渭以特立獨行的人格和藝術風格傲然於
世。所以，明人梅國楨在給袁宏道的信中說： 「病奇
於人，人奇於詩，詩奇於字，字奇於文，文奇於畫」
，袁宏道則這樣評論他： 「予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
，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畸）也哉，悲夫！」

不過，平心而論，徐渭的文章，在他的畫、書、
劇、詩多項文學藝術中是稍遜風騷的，其中的一個重
要原因是徐渭一生中代人寫了不少應酬文章。他自己
說： 「渭於文不幸者若馬耕耳。」 「存者也，諛且不
工」。事實正是如此，應酬文章怎能獨抒性靈，也不
可能不落俗套，這自然縛住了手腳，戴枷跳舞，縱使
竭盡騰挪閃展之能事，也得不到別人拍巴掌喝彩的。
曹臣《舌華錄》中有一條記載說： 「會稽（今浙江紹
興）徐渭，嘉靖間為胡梅林公幕客，甚被親遇。胡謂
徐曰： 『君文士，君無我不顯。』徐曰： 『公英雄，
公無我不傳。』又語公曰： 『公惠我以一時，我答公
以萬世。』徐渭真長者哉！」於此可略窺徐渭為人捉
刀的端倪了。

徐渭出生於一個小官僚家庭，父徐鍃做過夔州同
知。他的生母是他父親的第二個妻子苗氏的婢女，後
被徐鍃納為妾。徐渭出生百天後父親就去世了，這對
徐家的家境影響巨大，也加劇了家庭成員的矛盾。

苗氏無出，一直視徐渭如己出，給他幼小的心靈
帶來了一種溫情。他對此非常感激，在《嫡母苗宜人
墓志銘》中寫道： 「其保愛教訓渭，則窮百變，致百
物，散數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盡，渭粉
百身莫報也。」然而又是苗氏給徐渭帶來了巨大的心
靈創傷，他十歲那年，苗氏遣散了僕役，並把他的生
母也賣了出去。十四歲時，徐渭唯一的依靠苗氏也去
世了。他只得跟比他大二十多歲的同父異母的哥哥徐
淮過日子。在兄長家，徐渭受盡歧視， 「骨肉煎逼，
萁豆相燃，日夜旋顧，惟身與影。」

二十歲時由於沒錢，徐渭只能 「倒插門」入贅潘
家，比他小七歲年方十三歲的潘姑娘美貌溫柔，對徐
渭十分體貼，幸福的婚姻生活給了徐渭極大的慰藉。
然而潘氏不到二十歲就得產後病死了。徐渭以後又結
過三次婚，前兩個沒多久都不歡而散，而第三個老婆
則是被他殺死。

徐渭小時被視為神童，然而徐渭在科舉考試上卻
是舉步維艱。他二十歲時參加秀才考試，初考名落孫
山。後經一再請求，考官才特許他覆試，總算考中了
秀才。此後徐渭參加三年一次的鄉試，連考八次，次
次落榜。

徐渭晚年近乎癲狂，曾幾度自殺，甚至用錘子自
擊腦袋和睾丸，用錐子刺雙耳，幸得不死。用現代醫
學的觀點來說，這可能是一種精神分裂症。徐渭狂傲
不羈，無法（禮法而非法律）無天，憤世嫉俗，因此
不容於當道，兩眼徬徨，一生，他缺少的是陶淵
明的通脫： 「縱身大浪中，不喜亦不懼。」但陶是陶
，徐是徐，在古代儒林中特立獨行，個性鮮明。所以
，袁宏道稱他為 「有明一人」！

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三年）去世，時徐渭年七十
三歲，與孔丘老夫子同庚。

說
起
唐
人
街
，
我
就
會
想
起
十
九
世
紀
上
中
葉
最
早
一
代
赴
美
做
苦
工
的
中
國
移

民
，
拖

長
辮
子
，
被
人
打
罵
、
瞧
不
起
。
時
隔
一
百
五
六
十
年
，
如
今
許
多
的
的
中

國
留
學
生
、
移
民
帶

大
把
的
美
元
昂
首
闊
步
在
美
利
堅
的
土
地
上
！
唐
人
街
的
變
遷

就
是
一
部
海
外
華
人
發
展
壯
大
的
歷
史
，
也
是
中
華
民
族
擺
脫
閉
關
落
後
，
走
向
開
放

昌
盛
的
歷
史
！

為
同
胞
自
豪
的
同
時
，
也
為
同
胞
羞
恥
—
—
第
一
唐
人
街
髒
亂
臭
（
魚
蝦
味
）
。

兒
子
媳
婦
曾
去
過
一
次
，
說
﹁再
也
不
去
了
﹂
。

看
見
網
上
有
一
篇
文
章
感
慨
道
：
為
什
麼
美
國
的
建
築
物
，
無
論
是
公
共
建
築
，

還
是
私
人
房
屋
，
似
乎
無
論
經
過
多
少
年
，
外
觀
都
變
化
不
大
、
始
終
整
潔
美
觀
。
後

來
發
現
，
一
是
美
國
各
地
的
空
氣
清
新
度
確
實
比
較
高
，
大
氣
中
的
有
害
物
質
，
如
酸

雨
等
含
量
非
常
低
，
對
建
築
物
外
觀
的
損
害
極
小
；
二
是
美
國
的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確
實

在
做

物
業
管
理
部
門
應
該
做
的
工
作
。
每
年
的
十
月
份
開
始
，
各
種
建
築
物
都
在
做


或
大
或
小
的
維
護
、
修
繕
工
作
。
往
大
裡
說
是
維
護
社
區
的
統
一
形
象
，
往
小
裡
說

是
為
了
保
護
物
業
的
市
場
價
格
不
墜
、
甚
至
是
提
升
。
更
不
用
提
一
年
四
季
不
同
的
花

木
栽
培
與
更
換
。
總
之
，
讓
你
感
到
高
房
租
換
來
的
是
物
有
所
值
的
高
質
量
服
務
與
享

受
。
而
不
像
在
中
國
，
屋
主
一
旦
入
住
，
高
昂
的
管
理
費
照
交
，
服
務
卻
遠
遠
跟
不
上

。
特
別
是
建
築
物
外
牆
的
清
潔
與
維
護
幾
乎
不
再
進
行
，
以
致
於
購
買
時
的
﹁高
級
豪

華
﹂
公
寓
樓
，
不
到
幾
年
時
間
便
變
得
污
跡
斑
斑
，
盡
顯
頹
敗
，
資
產
貶
值
自
不
待
說

（
我
加
一
句
：
許
多
有
錢
的
戶
主
，
也
是
讓
自
己
看
的
房
間
漂
亮
乾
淨
，
讓
別
人
看
的

陽
台
堆
滿
垃
圾
。
）
於
是
乎
，
又
是
拆
舊
蓋
（
翻
）
新
，
大
動
干
戈
。
勞
民
傷
財
、
浪

費
資
源
。
如
此
惡
性
循
環
，
幾
十
年
不
變
。
真
希
望
離
別
故
土
幾
年
後
再
回
去
時
，
這

些
不
盡
人
意
之
處
都
已
成
為
往
事
。

我
二
十
年
前
在
德
國
時
，
就
聽
說
政
府
要
求
私
人
別
墅
的
戶
主

，
每
三
年
要
刷
新
一
遍
外
牆
。
德
國
真
是
沒
有
一
個
角
落
會
讓
你
看

到
髒
亂
差
的
，
整
個
國
家
新
美
如
畫
。

似
乎
世
界
上
，
中
國
人
是
最
不
看
重
公
眾
形
象
的
。
余
秋
雨
遊

歷
各
國
回
來
後
也
有
同
感
，
他
歸
結
原
因
為
：
中
國
人
的
文
化
傳
統

中
，
公
民
意
識
極
度
貧
乏
。

有
經
濟
、
文
化
、
環
境
的
原
因
，
我
覺
得
也
有
信
仰
的
原
因
。

像
基
督
教
文
化
，
為
上
帝
管
理
財
物
的
意
識
是
源
遠
流
長
的
。
記
得

在
加
拿
大
名
著
安
妮
系
列
的
一
部
中
，
安
妮
有
一
次
給
家
裡
大
掃
除

，
最
後
把
儲
藏
室
也
清
理
得
一
塵
不
染
。
她
朋
友
不
理
解
，
說
：
﹁

儲
藏
室
誰
也
看
不
見
，
那
麼
費
勁
幹
嘛
？
﹂
安
妮
說
：
﹁人
看
不
見

，
上
帝
看
得
見
！
﹂

坐
在
蓓
蕾
家
簡
樸
的
餐
桌
上
，
吃

她

做
的
餃
子
，
不
禁
想
起
小
時
候
幾
個
同
學
在

她
簡
樸
的
家
裡
嘰
嘰
喳
喳
鬧
騰
。
她
和
她
媽

媽
都
是
好
脾
氣
，
常
笑
咪
咪
拿
出
好
吃
的
招

待
我
們
。
如
今
年
過
半
百
，
蓓
蕾
依
然
笑
咪

咪
，
凡
事
心
平
氣
和
，
所
以
大
半
輩
子
風
風

雨
雨
過
來
，
她
依
然
身
體
健
朗
。

蓓
蕾
媽
媽
已
經
信
主
。
蓓
蕾
和
老
董
對

教
會
印
象
也
很
好
，
說
他
們
當
年
剛
到
新
墨

西
哥
州
時
，
教
會
給
了
他
們
很
大
的
幫
助
，
一
位
老
姐
妹
到
現
在
還

與
他
們
聯
絡
，
把
他
們
看
做
﹁遠
方
的
孩
子
﹂
。

下
午
，
與
紐
約
以
便
以
謝
教
會
的
兩
位
牧
師
一
起
去
他
們
教
會

參
觀
了
一
下
。
教
堂
很
大
很
整
潔
，
只
遺
憾
還
是
租
用
的
。
然
後
稍

稍
座
談
了
一
下
，
他
們
依
然
建
議
我
們
杭
州
的
小
組
慢
慢
﹁走
出
去

﹂
，
為
需
要
的
人
送
去
上
帝
的
愛
，
在
他
們
中
間
建
立
團
契
。

二○

一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主
日

今
天
又
一
次
參
加
母
堂
的
粵
語
敬
拜
。
中
間
出
去
了
一
下
，
看

見
一
間
間
小
房
間
裡
都
在
安
安
靜
靜
地
舉
行
主
日
學
、
團
契
。
每
主

日
上
午
，
各
種
聚
會
交
叉
進
行
，
但
都
﹁規
規
矩
矩
按
秩
序
進
行

﹂
。

中
午
吃
飯
，
我
們
被
引
到
粵
語
團
契
的
小
房
間
，
吃
免
費
的
﹁新
人
餐
﹂
。
兒
子

粵
語
尚
可
，
也
加
入
媳
婦
和
大
家
的
﹁相
談
甚
歡
﹂
。

離
別
紐
約
，
回
到
小
城
，
覺
身
心
舒
坦
。
沃
爾
瑪
創
始
人
沃
頓
的
夫
人
曾
有
名
言

傳
世
：
﹁決
不
要
生
活
在
超
過
三
千
人
以
上
的
城
鎮
裡
。
﹂
伍
斯
特
有
十
八
萬
人
口
，

已
經
算
中
型
城
市
了
，
但
比
起
大
城
市
，
舒
坦
多
了
。
出
行
有
高
速
公
路
，
購
物
有
連

鎖
店
；
有
大
學
，
有
大
醫
院
，
中
心
花
園
（G

r e en
H

i l l
P a r k

）
，
博
物
館
、
圖
書
館

、
還
有
小
小
動
物
園
等
，
都
乾
淨
整
潔
；
住
宅
區
周
邊
有
山
、
有
水
、
有
樹
林
，
空
氣

清
甜
，
安
寧
寂
靜
，
民
風
淳
樸
…
…
更
不
用
說
美
國
的
無
數
大
學
小
城
、
特
色
旅
遊
小

城
，
更
有
田
園
牧
歌
風
味
，
更
像
童
話
世
界
！

我
家
葛
先
生
曾
經
被
旅
遊
團
帶

遊
玩
美
國
各
大
城
市
、
著
名
景
點
。
他
的
印
象

﹁不
乍
的
﹂
，
﹁美
國
環
境
遠
不
如
澳
洲
﹂
。
其
實
，
美
國
的
好
地
方
在
小
城
鎮
。
美

國
的
文
化
中
心
是
小
城
鎮
文
化
。
大
城
市
因
資
源
豐
富
集
中
、
工
作
機
會
多
，
出
行
成

本
低
，
生
活
更
便
利
等
原
因
，
常
聚
滿
了
少
數
民
族
，
特
別
是
黑
人
群
體
，
環
境
相
對

髒
亂
、
嘈
雜
、
污
染
…
…

根
據
美
國
人
口
統
計
學
家
肯
尼
思
．M

．
約
翰
森
博
士
的
研
究
，
從
二○

○
○

年

到
二○

○

五
年
的
五
年
間
，
共
有
一
百
六
十
萬
人
口
從
美
國
大
都
市
遷
居
到
小
城
市
工

作
生
活
。
約
翰
森
博
士
解
釋
說
：
﹁他
們
已
經
厭
倦
了
時
尚
潮
流
和
物
質
虛
榮
，
美
國

人
重
新
發
現
，
家
庭
生
活
的
樂
趣
才
是
最
基
本
的
生
活
價
值
。
他
們
發
現
原
來
生
活
需

要
讓
人
感
動
的
電
影
，
需
要
野
外
燒
烤
的
閒
情
逸
致
…
…
因
此
，
當
美
國
人
生
活
在
紐

約
、
芝
加
哥
、
費
城
感
到
天
天
像
將
要
觸
及
高
壓
線
一
樣
的
時
候
，
終
於
想
到
大
都
市

也
許
不
是
他
們
想
要
的
生
活
了
。
﹂

（
居
美
散
記
之
八
，
全
文
完
）

老北京大酒缸 許 揚

莫
言
的
翻
譯
認
知

鄭
延
國

大畫家徐渭素描 魏泉琪

居美散記 王雯雯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文文化化
什錦什錦

域域外外
漫筆漫筆

醉醉書書
亭亭

舊
日
一
些
醒
目
的
寫
字
人
，
會
事
先
搜
集
及
整
理
好
一
些
年
紀

老
邁
或
病
重
的
名
人
資
料
，
編
輯
成
書
擺
在
櫃
頂
；
待
名
人
兩
腳
一

伸
，
立
即
落
機
推
出
書
店
或
報
攤
，
賣
個
滿
堂
紅
，
發
死
人
財
。
這

樣
把
握
機
會
賺
一
筆
的
手
法
，
香
港
俚
語
稱
之
為
好
﹁噱
頭
﹂
。
愛

寫
作
的
情
侶
或
夫
婦
出
合
集
以
示
恩
愛
，
其
實
也
是
一
種
﹁噱
頭
﹂

，
因
為
你
只
要
喜
歡
他
們
其
中
之
一
的
，
都
不
會
介
意
接
觸
他
的
另

一
半
，
銷
量
很
可
能
會
增
加
一
倍
。
此
所
以
﹁雙
葉
叢
書
﹂
能
一
輯

再
輯
，
銷
數
不
錯
。

一
九
七
六
年
末
，
台
北
《
中
華
日
報
》
副
刊
辦
了
次
名
為
﹁我
的
另
一
半
﹂
的
徵
文

，
由
作
家
寫
寫
他
或
她
對
另
一
半
的
看
法
。
此
舉
相
當
有
﹁噱
頭
﹂
，
不
單
作
家
來
稿
似

雪
片
飛
來
，
追
看
的
讀
者
也
很
多
。
編
輯
部
乘
勢
推
出
第
一
集
《
我
的
另
一
半
》
（
台
北

中
華
日
報
社
，
一
九
七
七
）
，
作
者
有
楊
乃
藩
、
司
馬
中
原
、
趙
淑
俠
、
葉
慶
炳
、
三
毛

、
思
果
…
…
等
，
收
文
二
十
餘
篇
。
兩
個
月
後
再
推
出
第
二
集
，
如
是
者
我
見
到
的
已
有

四
集
，
收
百
餘
位
作
家
寫
他
們
另
一
半
的
文
章
，
感
情
豐
富
之
餘
，
讀
者
並
因
此
得
知
作

家
們
琴
瑟
和
鳴
之
樂
，
引
人
羨
慕
！

一
套
有
好
﹁噱
頭
﹂
的
書
，
不
一
定
是
好
書
，
但
一
定
是
套
好
銷
的
書
，
上
述
這
套

《
我
的
另
一
半
》
，
我
買
到
的
是
一
九
七
八
年
的
第
六
版
，
不
理
它
每
版
印
多
少
，
應
該

算
是
相
當
滿
意
的
了
。
更
何
況
事
到
如
今
又
過
去
了
二
十
多
年
，
不
知
又
印
了
幾
版
？

另
一
半
的

﹁
噱
頭
﹂

許
定
銘

《我的另一半》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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