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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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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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九百多字，夾敍夾議十三郎的悲慘一生。既寫

他的痴，何不寫他的真？（冼佩玲老師）

「眾人皆醉我獨醒」，「傻者語不傻者為傻」。痴

與不痴，有誰可知？是醉是醒，何人判定？

賞析與思考：

教 師 回 饋：

《集結號》觀後感 校友	曾棱尉

還記得當初電影《集結號》上映不久，文學科老師就催促我們趕快去

看。我認為《集結號》只是一齣普通的戰爭片，打打殺殺的血腥場面不是我

那杯茶，所以不以為意。到今天上歷史課時，我改觀了，老師所播放的教材

正是《集結號》。

電影是根據1949年的淮海戰役而虛構的故事。一開場便是一幕接一幕的

戰鬥場面，埋伏、狙擊、防守，槍林彈雨血流成河……。每個場景都真實得

令人頭皮發麻手腳冰冷，觀眾好像正跟隨士兵一齊踏上戰場，血脈沸騰，同

喜同悲，令人無法自已。導演無疑是緊緊地抓住了觀眾的脈搏，引導觀眾面

對殘酷的事實。

戰爭片對拍攝隊伍和演員都是個大考驗，對導演功力更有極高要求。一

眾不怕苦的工作人員應記一功，馮小剛的修為已算達宗師級了，編劇劉恒刻

劃出亂世中有情與無情的深遠一頁，沒有一般戰爭片的陳腔濫調。電影吸引

人之處，不僅在戰爭中血腥可怖的畫面，也在於情理兼備的故事情節，不但

揭示出官僚黑暗和人情冷暖，更多的是兄弟同袍的情和義。

演員演出入木三分，亦叫我拍案叫絕，尤其是飾演谷子地的張涵予和

飾演王金存的袁文康。張涵予將一名戰場老兵的困境演繹得淋漓盡致，他在

法理情間苦苦掙扎，去與留的疑問與內疚令他身心俱疲。他晚年的堅韌和固

執，亦彰顯出他身為軍隊長官的特質和對戰友的情義。戰場上的堅毅勇敢，

私底下照顧兄弟，執意要為戰友平反，都令谷子地這人物從銀幕躍然而起，

栩栩如生。袁文康雖然在片中戲份較少，他飾演的王金存卻是我眼中最突出

最值得欣賞的角色。有道是「百無一用是書生」，王金存卻能投筆從戎，驅

使他的是一份保家衛國的責任心，由什麼都害怕的新丁，到成為能獨當一面

奮勇殺敵的尖兵，最後英勇戰死。袁文康能純熟地和角色融為一體，盡情發

揮。

電影使我反思甚深。佛曰世間有七苦，其中有怨恨會苦、求不得苦。戰

爭從古自今，帶來的就是生靈塗炭、流離失所、哀鴻遍野、生離死別……，

這就是戰爭最真實的一面！可是人們偏不懂得前車可鑑，總是因著各種冠冕

堂皇的藉口，自私地傷害他人。電影強調的是在極端逆境中人性的真善美。

正因為谷子地、孫桂琴他們堅持，才能讓九連的戰友安息；因為趙二斗的義

無反顧，最後才能挖掘出真相，還九連一個公道。劇中所有人都經歷苦難，

但他們並沒有因而退縮，為了家國，九連在前線堅守至一兵一卒；為了承

諾，生死關頭亦無悔信守；為了愛情，縱使備受冷嘲熱諷仍不離不棄；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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