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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小說 7A	陳　恩

最吸引我的圖書，是懸疑小說。故事內容充滿謎團，吸引我不斷追看下

去。以為謎底要解開時，結果往往又出人意表，卻極之合理。小說的主人翁

都既聰明又細心，因為那份細心，使他們看見別人所看不到的線索。那些作

家令人嘆服，文筆既佳，能細緻描寫情節和環境，叫讀者彷如置身其中；又

故佈疑局，裝成兇手的同時又扮演偵探的角色，製造令人意想不到的懸疑和

謎團。可想而知寫作一本懸疑小說要付出多少心力。

最近看了兩本很精采的小說。第一本是《哈里波特：死神的聖物》，雖

然不算是懸疑小說，但配上魔法素材的點綴，情節和角色都極為精采。結局

是一貫的邪不能勝正，卻叫人盪氣迴腸。我看完後既失落又不捨，真希望作

者能夠繼續創作。另一本是《天使與魔鬼》，這本書同樣精采，不單有懸疑

的情節，還包括了宗教、歷史、科學、美術等元素，加上生動的描述，令人

有如置身局中，變成故事的主人翁。作者用了五百多頁，敘述的卻不過是六

小時內發生的事。

看過以上兩本小說，我開始懂得欣賞外國的作品。翻譯小說很難看出作

者的文筆，畢竟中、英文兩種語言差別很大。我欣賞的是他們天馬行空的創

意。香港現今的文壇，最暢銷的不外乎情情愛愛的小說。我並不是說愛情小

說不好，只是這類書近來有點泛濫。年輕人只知道亦舒、林詠琛、張小嫻、

深雪，她們的文筆的確不錯，但寫的都只是愛情故事，離不開苦戀、三角

戀、多角戀、生死戀，較新穎的也不過是加插懸疑佈局，奇幻情節，多看也

會厭膩。

香港的小說大多創意欠奉，主流作家只會寫愛情小說，扮演愛情專家，

卻內容空泛，難登大雅之堂。看過《天使與魔鬼》後，我覺得香港那些懸疑

愛情小說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同學博覽中外小說，自具識見，激烈陳辭，以西方

的魔幻小說及推理小說對比中文小說的局限，似有

愛之深責之切的熱情。（曾達輝老師）

繼《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後，Dan 

Brown另一名著《天使與魔鬼》亦已改編成電影，同

學對此青睞有加，還是覺得沒辱原著？

賞析與思考：

教 師 回 饋：

人笑痴 7A	蕭倩影

別人說他是一個瘋子，一個千古留名的編劇；在我心中，十三郎只是

痴，一個為世不容的痴心人。

由小至大，十三郎都沒改變過：自小愛看戲，長大寧願不作高薪厚職的

醫生，進入戲班為編劇；大學時代，對一女子鍾情，從此之後，三千弱水，

只取一瓢喝，一生一愛……。這樣的一個男子，只有一「痴」字可以形容。

我從未遇上這樣的人，唯一可媲美的只有屈原吧！「吾不能變心而從俗

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是否痴心、寧死不移的人下場都一樣？一樣的潦倒

落泊，一樣的令人心痛。屈原投江自盡，十三郎則於他最後的歲月裏，躑躅

街頭，瘋瘋癲癲。這一切到底是天妒英才還是紅塵俗世造成？

紅塵、紅塵，佛門總稱世間為紅塵，我想是因為世間塵俗滾滾，世人皆

不免沾染上身。或許我們出生時，真的是白璧無瑕。隨著時間流逝，我們學

懂觀眉識眼，知道所謂「什麼應該做，什麼不該做」的事。於是，「現實」

、「識事務者為俊傑」等詞句開始出現。最後，我們學懂了放棄。當大家願

意屈服，風塵滿臉時，我們失落了痴，也遺失了心。不過總有人緊握着，至

死堅持，我知道十三郎一定是其一。

他風光不再，仍不願屈就世潮改寫神怪戲；編寫的影畫劇被人篡改，他

氣得要燒掉菲林……。十三痴，十三只忠於自我，但在如此世道，人云皆黑

豈容人白，所以「痴」變了「黐」──「黐線」的「黐」。明明他編的劇都

是忠貞報國大義凜然的，竟被人嫌棄不夠「怪」、「壞」！這到底是世人的

過失還是十三的偏執？世人認為日出於西，是否我也盲從附和隨波逐流？十

三不肯放棄，世間容不下他，因為他特別。

想到這裏，我不禁大笑三聲，就是因他「特別」痴心，所以變了「黐

線」，被關進精神病院。我認為他並沒有黐，只是痴，即使是十三的病院院

友，也是痴多過黐。一個「正常」人會問「什麼叫做好人」，「什麼叫做壞

人」的問題嗎？我想不會，因為世俗已清楚地給了他們答案，他們已經滿足

了。但是那些「病人」不同，他們只相信自己，堅持自己的理想，活在自己

的世界，痴心一片，此志不渝。

我心生奇怪：有毅力願意堅持自我是「墮落」？懂得放棄是「上進」？

不知我們的「痴人」又如何看我們呢？澄清的眼睛看到的是世間的醜陋，我

們這些俗人卻在打滾，沾染滿身泥臭，也許他們才是真正遺世而獨立的白鳳

凰吧。

人笑痴，還是痴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