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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有
幸
與
沈
平
老
師
在
十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一
日
開
畫
展
。
沈
老
師
提
議

用
︽
家
在
香
港
︾，
讓
人
有
溫
暖
的
感

覺
。
事
實
上
他
一
直
都
愛
用
瀟
灑
的

筆
觸
與
色
彩
描
繪
香
港
的
人
、
事
與

地
，
反
映
小
市
民
的
生
活
、
拚
勁
與
感

情
；
香
港
的
風
土
、
地
貌
和
特
色
，
表
達

對
香
港
的
熱
愛
。
我
們
希
望
藉
畫
展
讓
大

家
細
看
香
港
溫
情
與
美
麗
，
引
起
共
鳴
，

帶
出
和
諧
訊
息
。

沈
平
老
師
北
京
出
生
，
八
零
年
來
港
定

居
落
地
生
根
，
培
育
藝
術
人
才
。
他
是
中

國
美
術
家
協
會
會
員
、
香
港
水
彩
畫
研
究

會
會
長
、
香
港
畫
家
聯
會
副
會
長
、
香
港

大
學
專
業
進
修
學
院
導
師
。
作
品
為
中
國

美
術
館
、
香
港
藝
術
館
、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等
和
私
人
珍
藏
。
看
他
繪
畫
香
港
生
活

小
品
的
大
量
水
彩
畫
，
便
知
道
他
有
多
愛

香
港
。

我
平
日
多
畫
人
像
，
為
配
合
︽
家
在
香

港
︾
這
題
目
，
挑
選
了
最
能
表
達
對
這
個
我
出
生
、

成
長
地
方
情
懷
的
多
幅
油
畫
。
﹁
我
們
相
親
相
愛
一

起
長
大
﹂
想
說
出
香
港
人
一
直
以
來
親
如
家
人
互
相

扶
持
；
﹁
焊
出
香
港
未
來
﹂
是
我
在
公
司
地
盤
看
到

一
位
燒
焊
工
人
專
注
地
工
作
，
黑
暗
中
的
火
光
帶
出

優
美
的
畫
面
，
不
久
現
代
化
的
貨
運
站
便
落
成
了
，

香
港
高
樓
林
立
，
建
築
工
人
功
不
可
沒
；
還
有
廟
街

占
卜
、
打
風
時
落
雨
擔
遮
、
賣
菜
婦
、
拾
紙
皮
老
人

等
香
港
小
景
。
四
幅
女
性
人
像
，
分
別
是
代
表
老
移

民
的
婆
婆
；
菲
律
賓
、
印
尼
、
南
亞
少
女
，
小
題
是

﹁
我
家
也
在
香
港
﹂。
想
表
達
住
在
這
裡
的
其
他
族
裔

同
樣
作
出
貢
獻
，
熱
愛
香
港
，
以
這
裡
為
家
，
大
家

應
互
相
尊
重
包
容
。

感
謝
香
港
太
古
地
產
借
出
太
古
坊
林
肯
大
廈
行
人

天
橋
的
場
地
，
並
精
心
策
劃
。
太
古
地
產
一
直
大
力

支
持
和
推
動
本
地
多
樣
藝
術
發
展
和
促
進
青
少
年
藝

術
教
育
，
將
形
形
色
色
的
藝
術
融
入
港
島
東
，
讓
本

地
創
作
人
有
最
佳
的
藝
術
文
化
舞
台
和
機
會
。

百
家
廊

朵
　
拉

《家在香港》畫展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雙
溪
竹
館
主
人
惠
寄
詩
稿
兩
首
，
其
一

題
為
︽
偕
麗
娟
遊
惠
州
西
湖
︾
：

遠
山
近
水
兩
悠
閒

柳
絮
輕
揚
燕
往
還

此
刻
抒
懷
難
擱
筆

一
雙
儷
影
憑
湖
欄

李
錦
標
詞
丈
愛
竹
，
遂
名
書
齋
曰
雙
溪
竹

館
，
又
有
一
印
章
曰
﹁
不
可
居
無
竹
﹂，
用
宋
代

大
文
豪
蘇
軾
︽
於
潛
僧
綠
筠
軒
︾
的
典
。
原
作

為
：
﹁
可
使
食
無
肉
，
不
可
居
無
竹
。
無
肉
令

人
瘦
，
無
竹
令
人
俗
。
人
瘦
尚
可
肥
，
士
俗
不

可
醫
。
旁
人
笑
此
言
，
似
高
還
似
癡
。
若
對
此

君
仍
大
嚼
，
世
間
那
有
揚
州
鶴
。
﹂
時
人
多
用

﹁
簡
化
修
正
版
﹂，
最
為
人
熟
知
：
﹁
寧
可
食
無

肉
，
不
可
居
無
竹
。
無
肉
令
人
瘦
，
無
竹
令
人

俗
。
﹂
現
代
人
多
肉
少
菜
，
倒
是
第
三
句
﹁
無

肉
令
人
瘦
﹂
最
多
讓
﹁
食
肉
獸
﹂
用
來
抗
議
菜

餚
少
肉
。

宋
代
理
學
家
周
敦
頤
的
短
文
︽
愛
蓮
說
︾
膾

炙
人
口
，
於
是
中
國
讀
書
人
皆
知
蓮
為
花
中
君

子
。
然
而
竹
亦
是
君
子
。
蓮
﹁
出
污
泥
而
不

染
﹂，
﹁
中
通
外
直
，
不
蔓
不
枝
﹂，
算
是
有
點

高
傲
而
﹁
遠
離
群
眾
﹂
的
君
子
。
竹
則
﹁
有
節
﹂，
而
且
天

性
護
幼
，
是
普
通
人
都
可
以
親
近
的
君
子
。

李
公
與
愛
侶
遊
湖
，
紅
袖
添
香
，
真
會
享
福
。
想
李
公

之
意
，
必
不
在
山
、
水
、
柳
、
燕
也
。
李
公
少
年
時
已
經

用
格
律
詩
來
﹁
追
女
仔
﹂，
風
雅
浪
漫
之
至
，
叫
晚
輩
欽
羨

無
限
。
想
來
，
麗
娟
女
士
一
定
收
過
很
多
雙
溪
竹
館
的
情

詩
，
應
該
足
夠
編
一
卷
︽
雙
溪
竹
館
情
詩
︾。

另
一
首
題
為
︽
獨
茗
︾
：

遠
離
喧
鬧
此
閒
身

靜
苑
凝
思
養
性
真

自
引
山
泉
添
樂
趣

阿
誰
共
啜
碧
螺
春

喝
酒
萬
不
可
獨
酌
，
亦
不
宜
在
太
過
靜
悄
悄
的
環
境
，

非
吵
鬧
一
點
不
可
，
否
則
就
是
飲
悶
酒
。
因
此
詩
仙
李
白

也
要
﹁
舉
杯
邀
明
月
，
對
影
成
三
人
﹂。
飲
茶
卻
無
妨
。

據
說
舊
時
歐
洲
人
經
海
路
來
華
，
驚
嘆
中
國
得
天
獨

厚
，
出
產
得
最
好
的
衣
料
、
糧
食
和
飲
料
，
即
是
絲
綢
、

大
米
和
茶
。
我
輩
﹁
食
肉
獸
﹂
與
東
坡
﹁
持
論
不
同
﹂，

﹁
寧
可
居
無
竹
，
不
可
食
無
肉
﹂，
飲
茶
則
偏
愛
普
洱
，
以

其
大
有
消
滯
之
功
也
。

李
公
兩
首
詩
都
點
出
一
個
﹁
閒
﹂
字
。
便
想
起
宋
代
另

一
位
理
學
家
程
顥
的
︽
春
日
偶
成
︾
：

雲
淡
風
輕
近
午
天

傍
花
隨
柳
過
前
川

時
人
不
識
余
心
樂

將
謂
偷
閒
學
少
年

李
公
先
是
﹁
兩
悠
閒
﹂，
然
後
﹁
凝
思
養
性
﹂
；
程
公
則

是
﹁
獨
樂
樂
﹂，
這
雲
、
風
、
花
、
柳
恐
怕
都
不
放
在
心

上
。兩

位
詩
人
在
想
甚
麼
？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本
人
阿
杜
，
年
近
七
十
，
三
十
歲
前
，

還
算
四
份
一
個
武
林
中
人
，
脈
出
廣
西
竹

林
門
螳
螂
北
少
林
一
支
。
家
母
因
外
公
打

死
人
匿
居
桂
林
深
山
，
後
隨
軍
旅
走
難
廣

州
投
入
我
家
大
宅
。
杜
家
是
廣
東
米
業
富

戶
，
正
室
生
了
四
個
兒
子
難
產
而
死
。
有
外
江
相

士
謂
，
家
母
有
旺
子
相
，
轉
聘
家
母
為
﹁
填

房
﹂，
果
然
生
了
四
胎
包
括
小
弟
，
其
後
家
母
病

逝
。
外
公
一
直
是
家
中
護
院
︵
保
鏢
︶。
那
是
民

國
初
年
黃
飛
鴻
等
傳
說
在
粵
港
興
盛
，
阿
公
聽
多

年
行
走
武
林
之
﹁
古
仔
﹂
轉
述
各
人
之
來
歷
。

所
謂
天
下
武
功
出
少
林
，
外
公
為
孫
兒
強
身

健
體
，
自
幼
傳
家
傳
功
夫
，
及
後
多
年
阿
杜
曾

在
紐
約
教
功
夫
，
後
返
香
港
轉
做
記
者
，
至
今

對
本
地
所
傳
武
林
各
脈
所
知
甚
多
，
今
日
在
此

道
來
，
以
抒
個
人
經
歷
見
識
。

外
公
在
我
幼
年
常
提
及
﹁
天
下
武
功
出
少

林
﹂，
但
真
正
武
功
出
於
達
摩
，
河
南
省
淨
慧
寺
佛
教
六
祖

禪
師
，
六
祖
夜
走
河
南
少
室
山
少
林
寺
，
少
林
寺
亦
成
為

武
功
之
源
。
在
少
林
寺
的
﹁
六
祖
﹂
有
私
傳
弟
子
火
工
頭

佗
及
打
掃
清
潔
頭
佗
，
少
林
七
十
二
秘
技
皆
傳
予
兩
位
頭

佗
，
二
頭
佗
把
武
功
傳
給
少
室
山
至
善
禪
師
。
清
朝
火
燒

少
林
寺
，
眾
武
僧
四
散
，
一
支
由
五
弟
子
南
走
廣
東
福
建

少
林
寺
，
有
至
善
禪
師
帶
領
洪
熙
官
、
白
泰
官
、
方
世

玉
、
胡
德
帝
、
九
難
尼
姑
五
大
弟
子
，
他
們
又
分
別
帶

弟
子
到
粵
星
散
粵
劇
班
，
有
太
平
天
國
武
人
李
文
茂
入
戲

班
收
徒
，
粵
劇
班
之
外
徒
佛
山
梁
贊
，
女
徒
九
難
師
太

︵
獨
臂
神
尼
，
傳
說
為
崇
禎
女
兒
︶，
而
大
師
兄
洪
熙
官
有

太
太
嚴
詠
春
發
明
詠
春
拳
，
教
門
徒
把
少
林
武
功
發
揚
光

大
，
而
武
劇
班
武
功
一
脈
通
過
﹁
七
小
福
﹂
愈
傳
愈
廣
，

﹁
七
小
福
﹂
中
門
人
有
葉
問
︵
陳
華
順
︶、
梁
贊
︵
賣
魚
燦
︶

︵
凌
雲
楷
︶、
豬
肉
榮
林
世
榮
︵
鄒
文
懷
之
師
︶
蘇
乞
兒
等

等
，
一
直
散
傳
到
今
天
。

戲
班
武
功
﹁
七
小
福
﹂
是
主
要
傳
功
點
，
正
如
洪
金
寶

就
如
黃
飛
鴻
是
主
要
大
師
兄
，
有
師
弟
成
龍
、
元
奎
、
元

華
、
元
秋
︵
女
︶、
元
紅
︵
女
︶、
元
俊
︵
吳
元
俊
，
名
花

旦
梅
雪
詩
之
前
男
友
︶、
元
文
︵
孟
元
文
電
影
黃
小
虎
扮
演

者
︶
等
等
人
選
散
落
江
湖
者
近
千
人
，
未
能
一
一
盡
記
。

武林脈談
阿　杜

杜亦
有道

當
年
慧
雲
李
憑
︽
亂
世
佳
人
︾
奪
得
奧
斯

卡
最
佳
女
主
角
獎
時
，
評
審
團
讚
賞
她
：

﹁
她
有
如
此
天
仙
美
貌
，
根
本
不
必
有
如
此
精

湛
演
技
。
她
有
如
此
演
技
，
不
必
有
如
此
美

貌
。
﹂
兩
者
兼
備
，
世
間
難
求
，
惟
獨
慧
雲

李
得
到
上
天
眷
顧
。
可
惜
天
妒
紅
顏
，
美
人
患
精

神
病
，
早
逝
。

明
天
是
慧
雲
李
百
年
忌
辰
，
倫
敦
為
了
紀
念
英

國
絕
代
佳
人
，
最
近
舉
辦
了
連
串
活
動
，
包
括
展

覽
和
演
出
。
其
中
舞
台
劇
︽
給
羅
利
的
信
︾︵L

etter
to
L
arry

︶
最
矚
目
，
這
是
美
人
患
病
後
，
丈
夫
要

求
離
婚
，
她
回
覆
丈
夫
二
十
二
封
信
函
，
寫
得
字

字
情
深
，
演
得
扣
人
心
弦
。

慧
雲
李
十
九
歲
嫁
予
一
律
師
，
二
十
四
歲
時
與

已
婚
的
英
國
著
名
演
員
羅
蘭
士
．
奧
利
花
︵
羅
利
︶

合
演
︽
英
倫
浩
劫
︾
而
相
戀
，
兩
人
相
處
困
難
重

重
，
各
自
離
婚
後
再
婚
。

婚
後
夫
妻
恩
愛
，
慧
雲
李
事
業
如
日
方
中
，
她

的
︽
魂
斷
藍
橋
︾
盡
顯
光
芒
，
後
來
的
︽
慾
望
號

街
車
︾
更
再
次
奪
得
奧
斯
卡
金
像
獎
。
慧
雲
李
希

望
與
丈
夫
合
拍
電
影
，
當
希
治
閣
選
中
奧
利
花
主

演
︽
蝴
蝶
夢
︾
時
，
慧
雲
李
曾
力
求
做
女
主
角
，
但
希
治
閣
偏

偏
沒
看
中
她
。

拍
戲
之
餘
，
慧
雲
李
跟
隨
丈
夫
演
出
舞
台
劇
，
成
績
當
然
及

不
上
拍
電
影
。
據
奧
利
花
的
日
記
透
露
，
慧
雲
李
拍
︽
亂
世
佳

人
︾
感
染
肺
炎
，
身
體
轉
弱
；
加
上
工
作
壓
力
和
兩
次
小
產
，

精
神
出
現
問
題
。
她
曾
經
在
後
台
歇
斯
底
里
尖
叫
，
在
家
打
罵

丈
夫
。
慧
雲
李
患
精
神
病
成
為
影
壇
公
開
的
秘
密
。

奧
利
花
為
了
躲
避
妻
子
，
長
年
離
國
演
出
。
一
九
六
零
年
兩

人
結
束
二
十
年
的
婚
姻
；
七
年
後
慧
雲
李
病
逝
，
享
年
僅
五
十

四
歲
。

奧
利
花
的
藝
術
貢
獻
遠
超
慧
雲
李
，
他
集
演
員
、
導
演
和
製

片
人
於
一
身
，
奧
斯
卡
得
主
、
十
四
次
奧
斯
卡
提
名
、
演
活
了

莎
翁
人
物
、
是
英
國
國
家
劇
院
創
建
者
之
一
。
他
逝
世
後
，
大

英
圖
書
館
為
他
設
立
的
檔
案
，
其
中
有
慧
雲
李
寫
的
情
信
。

︽
亂
世
佳
人
︾
裡
，
慧
雲
李
野
性
激
情
；
︽
慾
望
號
街
車
︾

裡
，
她
迷
茫
軟
弱
，
人
生
和
舞
台
她
一
樣
演
得
精
彩
。
百
歲
忌

辰
，
絕
代
佳
人
的
美
貌
永
留
人
間
。

絕代佳人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有
美
食
天
堂
之
稱
的
香
港
，

又
多
了
一
個
美
酒
天
堂
的
稱

號
。
一
年
一
度
的
香
港
美
酒
佳

餚
巡
禮
，
上
周
四
移
中
環
填
海

區
新
海
濱
一
連
四
日
舉
行
。
本

人
不
懂
紅
酒
品
評
，
但
置
身
場
中
被

氣
氛
所
薰
陶
，
也
可
從
品
酒
過
程
中

入
門
，
領
略
箇
中
學
問
，
首
選
價
值

六
千
元
的
德
國
國
宴
級
紅
酒
，
在
巡

禮
中
只
開
一
瓶
不
作
出
售
。
可
惜
我

無
緣
一
嚐
。
自
由
開
放
的
香
港
，
有

人
喜
歡
茅
台
，
也
就
是
內
地
國
宴

酒
，
有
人
喜
飲
極
品
拔
蘭
地
。
紅
酒

學
問
近
廿
年
在
港
提
倡
，
紅
酒
風
勁

吹
旋
即
成
潮
尚
，
更
受
年
輕
一
族
所

愛
戴
。
再
加
上
，
年
前
，
香
港
免
去

紅
酒
入
口
稅
，
在
有
心
人
大
力
宣
傳

推
介
下
，
香
港
旋
即
成
為
世
界
紅
酒

之
都
、
紅
酒
集
散
地
。
媒
體
加
入
宣

傳
之
餘
，
舉
行
品
酒
推
廣
活
動
更
是

功
不
可
沒
。
一
年
一
度
美
酒
佳
餚
巡

禮
是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舉
辦
推
廣
旅

遊
活
動
，
寓
美
酒
佳
餚
，
品
味
人
生
。
今
年
為

分
散
人
潮
，
收
取
三
十
元
入
場
費
，
其
實
是
物

有
所
值
。
香
港
始
終
是
福
地
，
香
港
人
一
世
夠

運
。
凡
戶
外
活
動
無
論
主
辦
單
位
如
何
努
力
花

上
一
番
功
夫
，
然
而
，
始
終
是
祈
求
天
公
作

美
。
今
年
活
動
舉
辦
前
，
天
文
台
預
測
可
能
有

颱
風
暴
雨
。
相
信
美
酒
佳
餚
巡
禮
開
幕
順
利
舉

行
，
四
天
內
閉
幕
禮
或
許
颱
風
屆
時
也
從
境
外

吹
來
助
興
。

開
幕
那
天
晚
上
，
正
碰
上
﹁
哈
囉
喂
﹂
西
方

萬
聖
節
，
中
環
蘭
桂
坊
一
帶
本
是
最
熱
鬧
之

地
，
而
今
多
了
一
班
扮
鬼
扮
馬
的
人
群
流
竄
，

不
期
然
，
遇
上
中
環
新
海
濱
參
加
美
酒
佳
餚
巡

禮
的
另
一
幫
人
群
，
無
疑
此
已
成
新
天
地
，
華

洋
潮
仔
潮
女
吃
、
喝
、
玩
、
樂
的
天
地
。
中
西

文
化
薈
萃
共
融
的
世
界
，
香
港
這
地
方
可
真
是

可
愛
。
農
曆
七
月
盂
蘭
節
在
中
國
人
眼
中
，
傳

說
中
的
鬼
節
，
另
一
靈
界
鬼
門
大
開
，
遊
魂
野

鬼
出
沒
之
時
，
令
人
有
陰
深
恐
怖
之
感
。
中
國

人
相
信
要
供
奉
祖
先
表
孝
思
。
然
而
，
在
十
月

西
方
萬
聖
節
時
，
香
港
之
中
國
人
卻
又
崇
尚
西

方
文
化
，
快
樂
沉
醉
於
萬
聖
節
中
。

美酒佳餚巡禮
思　旋

思旋
天地

細
心
的
讀
者
可
能
會
發
現
，
小
狸
已
經
很
久
沒

有
寫
與
時
事
有
關
的
文
章
了
，
不
是
小
狸
不
再

關
心
時
事
，
而
是
太
多
的
時
事
越
來
越
不
容
關

心—
—

當
所
有
人
都
深
不
可
測
，
當
所
有
事
都
面

目
不
清
，
當
所
有
的
一
切
都
可
能
、
而
且
是
很
可

能
有
它
的
B
面
，
要
以
以
往
的
熱
情
緊
跟
時
事
，
那
絕

對
是
一
件
力
氣
活
。

有
點
雲
裡
霧
裡
，
那
就
講
兩
個
故
事
。

第
一
個
故
事
：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
廣
州
︽
新
快
報
︾

在
頭
版
刊
出
三
個
斗
大
的
字
：
﹁
請
放
人
﹂，
配
字
的
還

有
檄
文
一
篇
，
痛
訴
該
報
記
者
陳
永
洲
因
報
道
中
聯
重

科
而
被
長
沙
警
方
﹁
跨
省
﹂
刑
拘
，
要
求
長
沙
警
方
立

即
放
人
。
全
版
文
字
時
髦
而
激
昂
，
尤
其
副
題
﹁
敝
報

雖
小
，
窮
骨
頭
，
還
是
有
那
麼
兩
根
的
﹂
相
當
煽
情
，

讓
人
忍
不
住
就
想
拍
手
叫
好
。
事
實
上
，
那
天
︽
新
快

報
︾
的
衛
星
放
了
之
後
，
確
實
有
不
少
人
尤
其
是
媒
體

人
馬
上
把
版
面
發
上
朋
友
圈
和
微
博
，
並
呼
籲
同
行
轉

發
點
讚
聲
援
。
說
實
話
，
看
到
報
紙
的
那
一
刻
，
小
狸

是
激
動
的
，
看
到
同
行
的
呼
籲
也
一
度
有
熱
血
的
瞬

間
，
但
是⋯

⋯

是
啊
，
但
是
。
但
是
就
是
：
這
是
真
的
嗎
？

小
狸
很
快
就
發
現
不
只
自
己
有
這
想
法
，
﹁
雞
賊
的
沉
默
者
﹂

大
有
人
在
，
因
為
眼
看

無
數
圈
裡
人
在
同
步
發
出
風
花
雪
月
的

帖
子
，
但
就
是
沒
有
人
在
集
結
號
貼
下
表
態
。

然
而
事
實
真
的
再
一
次
證
明
雞
賊
的
正
確—

—

在
︽
新
快
報
︾

又
發
射
了
一
次
﹁
請
再
放
人
﹂
的
二
號
星
之
後
，
中
央
電
視
台
突

然
間
扔
出
了
﹁
陳
永
洲
承
認
報
道
造
假
﹂
的
原
子
彈
，
而
︽
新
快

報
︾
也
在
蘑
菇
雲
之
後
配
合
一
百
八
十
度
轉
彎
，
在
原
來
刊
登

﹁
請
放
人
﹂
的
地
方
刊
登
了
道
歉
信
。

比
馬
戲
團
還
熱
鬧
，
比
宮
廷
劇
還
虐
心
，
比
孫
子
兵
法
還
兵
不

厭
詐
，
不
雞
賊
行
嗎
？

第
二
個
故
事
來
自
於
微
信
雞
湯
，
講
的
是
美
國
一
個
小
鎮
某
日

發
生
銀
行
劫
案
。
劫
匪
在
與
警
察
對
峙
中
抓
了
個
五
歲
男
孩
當
人

質
。
談
判
破
裂
，
千
鈞
一
髮
之
際
劫
匪
被
狙
擊
手
擊
斃
，
被
濺
一

身
血
的
男
孩
嚇
得
嚎
啕
大
哭
。
之
後
的
事
情
是
另
一
個
世
界
才
能

發
生
的
事
情
：
為
了
保
護
孩
子
的
心
靈
，
談
判
員
急
中
生
智
喊
了

一
句
﹁
演
習
結
束
！
﹂
而
就
是
為
了
保
護
這
個
男
孩
能
不
在
陰
影

下
成
長
，
所
有
人
都
選
擇
了
保
密
，
而
且
一
保
就
是
三
十
年
。
這

其
中
，
最
讓
人
感
動
的
是
媒
體
，
現
場
有
無
數
媒
體
，
但
第
二
天

集
體
失
聲
。

兩
個
故
事
，
兩
個
世
界
，
裡
面
都
有
新
聞
從
業
者
，
他
們
都
沒

有
或
者
疑
似
沒
有
按
新
聞
規
律
辦
事
，
在
霧
裡
看
花
的
世
界
裡
，

小
狸
無
力
針
對
具
體
人
和
事
下
任
何
判
斷
，
唯
一
可
以
確
定
的
，

是
兩
個
世
界
的
境
界
完
全
不
同
。

兩個故事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秋日中午，走出古寨，越過大路，爬上堤岸，
站在韓江邊，向下俯望位於潮安縣、韓江西岸之
濱的龍湖古寨。在和煦陽光的照耀下，深深淺淺
的灰色屋頂發出靜謐閒適的幽幽清亮，彷彿千年
以來，這兒就是如此清雅恬淡。
一群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下車以後，徐緩踱步

穿過城牆的拱門，石塊鋪置的狹窄小路，只能容
單車或電單車通行，當年居民是騎馬或走路吧？
周邊的老屋有些還住人，更多是兩面門板掩蓋，
且拴上鎖，似無居民。
石結構的屋子並列成排，按 地形建築，整齊

有序，但見許多深灰淺灰的屋簷屋頂皆生出小樹
和雜草，甚至還有盛開 鮮艷亮麗的野花，迎
略帶寒意的秋風在招展，這花開花落究竟多少年
了呢？
由於優越的地理位置，龍湖早年便商賈雲集，

經濟繁榮，各方人士到此謀生，日久落戶定居，
結果成為諸多姓氏聚居之地。根據地方志記載，
唐、宋年間已有先民至此。觀察房子的結構，有
些老屋遠自宋朝。中國古代惟有天子可建宗廟，
自唐朝開始有私廟，到宋代改為家廟，並稱祠
堂。由於龍湖地處潮州府沿韓江通聯海外的重要
中轉站，因此培養出龍湖人兼容並蓄的開放胸
懷，也造就了今天仍保存完好的56所祠廟、16處
府第、10座牌坊。這些老建築遍佈古寨各個角
落，叫受邀來品讀廣東的作家們步伐益發緩慢。
每一棟建築的匾額、屋架、門廊、門樓肚、窗

戶、欄杆、柱礎、側壁等等的書法和裝飾構件，
無論是木雕、石刻、瓷嵌、灰塑、貝雕等，各有
各精彩，處處散發 精緻絕倫尊貴秀美的氣度，
難怪有傳言「京都帝王府，潮州百姓家」，難怪古
寨每個轉角處，都給人一個驚喜，叫作家們目不
暇接。
一般傳統祠廟乃同姓氏宗親為紀念共同的祖先

而築建，龍湖祠堂卻別有特色。宗族祠堂和名宦
府第以及富商豪宅相依共存。既有生前為自己修
的「生祠」，也有鄉民為尊敬把鱷魚趕走的韓愈而
建的「韓文公祠」，還有為子民教育而建設的「龍
湖書院」。在南洋，聽說潮汕人皆重男輕女，卻在
龍湖寨直街市頭段西側，距離我們進入的北門五
十米處，看見「周氏祠」。祠堂大門有一匾額，刻
「椒實蕃枝」四字，因此又稱「椒實蕃枝祠」。清
朝富商黃作雨，母親周氏是父親的妾，非原本便
沒有名份，死後神主牌不准許入進宗祠。孝順的
兒子為了奉祀生母，花大錢擇吉地，修建一座比
普通宗祠更有氣派的「周氏祠」，然而，封建社會
的當時，「阿娘」是屬於原配的稱呼，兒子再孝
順，也只能稱親生母親為「阿婆」，周氏祠因此被
稱「阿婆祠」。名為「周氏祠」的大門廊下懸 的
紅燈籠，書寫 「兄弟進士．黃」，可見傳統的
「妻從夫姓」習慣仍然保留。

隨 眾人曲折前行到隆慶巷中段北側連在一起
的進士第和方伯第，這裡原是明嘉靖二十年
（1541年）劉子興考取進士後修建的「進士第」，
後年久失修，至1923年，裔孫劉葵如從新加坡返
鄉，重新修復，並花四年時間增建相連的「方伯
第」，合成一座大院。劉子興官高福建左布政使，
「方伯」意為「一方之伯侯」。坐北朝南的大院格
局正是潮州地方特有的「七間過」。其中匾額、對
聯、古屏、石雕等充滿中式風格之外，裡外細節
裝飾工藝風格融合中西藝術之美，豐富多彩，豪
華典雅。佇足門外在觀賞門廊下的壁畫與書法，
有一大姐捧來一茶盤，盤中裝滿小小杯的功夫
茶，無論來客識與不識，人各一杯，請客人喝茶
為當地人的生活習俗，這份熱情和禮貌感動了來
客。跨過門檻，透亮的天井種 不同的盆花綠
葉，第一進的廳堂上擺 長桌，桌上鋪羊毛毯，
毯上攤開一宣紙，筆墨硯齊整排列。廳堂牆面為

「方伯第」後代名人介紹，其中較熟悉的名字，是
國際知名書畫鑒賞家和收藏家劉作籌。原來他是
劉子興裔孫，早年曾向謝公展學畫花卉，並師從
黃賓虹畫山水，後來在香港四海通銀行分行當經
理，眼見大量中國畫流失海外，立志成為中國畫
收藏家，竭盡全力求購古代書畫，共有逾千件收
藏，被譽為海內外私人收藏中國書畫第一人。
1983年在日本出版《虛白齋》藏畫選，內收珍品
書畫145件，三年後將珍藏的明清書畫在上海展
出，轟動一時。最為人稱頌的是他化私藏為公藏
的精神，晚年將珍藏的藝術品捐贈香港藝術館，
英女皇為此頒賜皇佐勳章褒獎。我仔細閱讀劉作
籌先生生平事跡，一邊忖想，難怪會在此地擺設
文房四寶，自以為明白了，卻聽見有人建議「叫
朵拉揮毫。」
之前並非沒有揮毫的經驗，不過，那全都是事

前預先溝通好的現場表演。這回應邀「品讀廣東
行」，之前已離家外出一個月，行色匆匆趕到潮汕
采風，毫無心理準備。主人一再盛情邀請，卻之

不恭。即將開始時才發現沒備顏料，只得單靠墨
分五色來見深淺虛實。細細拉劃線條或徐徐圈點
小花，皆不適合揮毫，由於時間限制，惟有大筆
潑墨，荷葉荷花畫好，荷桿拉向左或向右，講究
的是劃出的幾何圖形怎麼製造出空間留白的美
感，以及線條的渾圓效果，完成以後，身邊的掌
聲和喝彩具有極強鼓勵性，忍不住說「倘若荷花
可以有一點紅更獲得點睛的效果。」豪邁的潮州
藉女作家，也是此次「品讀廣東行」的召集人R從
皮包裡抓出一條唇膏來，「用這口紅可以吧？」
在周邊圍觀的作家們的起哄聲中，我給荷花上了
一點紅。
離開古寨前，經過大街，一家老店的老主人正

在自畫自娛，停下一看，竟然是售賣毛筆紙墨。
剛開發的旅遊景點，遊人不多，老店主卻不改售
賣一般遊客喜歡的龍湖酥糖，堅持在古寨內保有
筆墨紙硯店，淡泊老人並不在乎生意好壞。這份
對藝術的動人深情，令我躑躅躊躇，捨不得離
開。揮毫的作品，我留在古寨，從古寨帶走
的，是跟老店主購買的兩支「元清筆莊」的碗
筆。日後提筆繪畫時，這座樸實原始，於2012
年11月被評定為「廣東省十大最美的古村落」，
看似灰樸樸，彷彿不起眼，卻將游移不去，定格
在心中。

我在「方伯第」揮毫

■龍湖古寨城牆。 網上圖片 ■石結構的屋子並列成排。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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