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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長今》 3E	陳雪玲

《大長今》是我小六時連夜不睡追看的韓劇。現在出版了漫畫書籍，也

深受歡迎。

大長今原名徐長今，她的成就和付出得到朝廷的認同，受封為「大長

今」。但她沒有留在宮殿服役，卻和愛人走到鄉村行醫。她並不貪圖富貴，

過着幸福快樂的日子。

長今幼時聰明伶俐，好學不倦。她父母分別曾是宮廷的官兵和膳食掌

管，後來卻被陷害，離開王宮隱姓埋名。長今一次的任性，使父親死亡，母

親帶着六歲的她逃亡，不幸途中離世，剩下年幼的長今，令人心酸。這艱苦

的人生就是長今的宿命。

長今堅強而不屈不撓，進入宮殿做小宮女。她經歷曲折崎嶇的道路，不

停給人中傷，受盡委屈，曾經陷入深淵，經歷過生死邊緣。她憑着堅毅和打

不死的意志，度過重重難關。她憑著好學和聰明的個性，不斷嘗試，由小宮

女成為醫女。當中她的辛酸和害怕，你又感受到嗎？

畢竟，人生正正挑戰人們的靭力。人執着的不應是與其他人作比較，而

是自己的突破和進步。每個人包括我，生命中總有無數的黑夜，但黑夜中也

有微小的繁星照耀我們。雖然孤單的滋味並不好受，就好像全世界只剩下自

己一個，但仍要勇敢地面對和承受。

我深信善良和有實力的人，最終必定得到認同，就如大長今雖在王宮遭

人陷害，但她沒有因而報復，而是懷着一顆善心去行醫助人；相反加害她的

人，最終惡有惡報，下場悲慘。

大長今的一生可算坎坷，但先苦後甜也是值得的。

一齣情節緊湊膾炙人口的劇集，多年後仍是同學津

津樂道的話題。文章敘事扼要簡潔，句子深刻有

力，詞彙感情色彩強烈，抒發從故事中得到的勉勵

和啟發。（曾達輝老師）

遇上冷雨紛飛星沉月落的黑夜，又何妨在哆嗦顫抖

中等待黎明？

教 師 回 饋：

賞析與思考：

《半生緣》 6A	鄧星煒

《半生緣》，一個有情的故事，卻有一個無情的結局。從小到大，我們

都在白雪公主、灰姑娘等美滿的童話故事中成長，喜歡看大團圓結局，儘管

過程一波三折，只要有情人終成眷屬或一家團聚，便能讓我們會心微笑。然

而，《半生緣》正由於不得善終，才令人留下深刻印象，更重要的是，我們

人生的道路也是崎嶇不平，即使跨越了一個個的難關，亦多以遺憾收場，這

份無奈和悲哀，才是我們對此書忘不了的原因。

張愛玲筆鋒細膩，在不經意間引起共鳴，看來累贅的文字，原來別有心

意，令人物的神態、衣飾、心理活動均呈現於讀者腦海中，使人得以發揮無

盡的想像力，不知不覺身處其境沉醉其中。

書中有這麼一段：世鈞回鄉下探望母親前，曼楨給他送來早點，當她

說話聲好低時，他走過來聽，兩人的位置是那麼貼近，他好像是站在一個美

麗深潭的邊緣，有一點心悸，同時心裏又感到一陣陣的蕩漾。曾幾何時，你

我也有如此的經歷，那種又怕又愛的感覺，又怎可能隨着年月而悄然淡忘。

「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形容的大概便是這一刻的刻骨銘心

吧。

也有這樣的一段：沈太太知道自己兒子回來後，開心得神情恍惚，跑來

跑去地亂發施令，世均不知道這是因為自己的緣故，以為是母親老了而感到

傷悲，令人深刻的是母子之情。自己也曾有過世鈞的想法，對母親年老感到

悲傷，然而忽視了自己在母親心中是多麼重要，那種深厚的愛不管如何表達

都感人。《半生緣》的成功，就是總能在細節引起我們的共鳴吧。

書中有許多可嘆可恨的情節。顧曼璐以舞女形象出現，就注定要悲劇

收場，誰不對這行業懷有歧視眼光？不管背後有多崇高偉大的原因，敬而遠

之總是人之常情。曼璐最後設計€了妹妹的一生，可恨的，她又何嘗不是可憐

人？只盼望坎坷的道路上有祝鴻才的一點慰藉，希望身邊也有個愛人，難道

這也是奢求？沈世鈞呢？或許別人說他愛得不夠轟烈，輕易相信曼楨移情別

戀，失意後很快就與翠芝結婚，令讀者對男主角的性格缺點感到氣憤。為何

不理智些？為何不勇敢些？可是他性格如此，不可強求。就怪張愛玲塑造顧

曼楨這樣的悲劇人物，她被強姦，被迫與愛人分開，被姐姐陷害，被家人所

誤解，所有不幸均出於一個「被」字。「我不要這樣，我不願意」，便是她

對命運的哭訴。但我們只是故事的旁觀者，即使看到她的淚，卻不能為她€

乾。他們或可恨可笑可憐，或愚蠢或不值一哂，然而沒有他們，便也道不出

令人嘆恨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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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緣》中所有人物，距離幸福都差之毫釐，咫尺之遙，卻成就了畢

生無法扭轉的噩運。一顆棋子又怎能掙脫宿命的安排呢？我們呢？是否也要

像書中人一樣做只宿命的棋子，還是將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命運自有離奇險惡的安排，故事中人無論怎樣驚慌

奔走都不能擺脫它的魔掌。文章情感充沛，主客交

融，舉例指出小說扣人心弦的細節描寫，並為主人

公的無情厄運扼腕慨嘆。（曾達輝老師）

《論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自己可以掌

握的還算是命運嗎？

教 師 回 饋：

賞析與思考：

《我城》 6A	鄧星煒

萬物自有生命，

只消喚醒它們的靈魂。

——馬奎斯（Márquez）

《我城》是一本反映社會現實的小說。八十年代香港面對多種難關，本

書的出現正有勵志的作用，輕鬆樂天的內容讓人們苦中作樂。嚴肅的評論家

都在看它背後的含義，我著重的卻是書中蘊含無窮無盡的幻想。

「幻想」已被我遺失多年了。相信誰都在成長的過程中丟三掉四──	

幻想正是其中一種。閱讀《我城》時，童年時那種無拘無束天馬行空的想像

力，彷似老朋友與我久別重逢，緊緊擁抱在一起。身邊的東西不再是死物，

一件擺設也會妙語驚人，一支筆也會載歌載舞。就如書中臉龐給我的感覺是

荷花，她便是荷花盛放於水上，那白菜給我的感覺是燈泡，它便會如燈泡般

發光。那種隨心所欲的逍遙想像讓我解放自己。

許多小說均以愛情、親情為題材，借情節撩動讀者心中的情懷，但《我

城》並沒有這些構思。我看到的只有童話般的想像力，如「我」踏上樓梯時

發出巴隆巴隆的聲音，想到的是自己踏進了一座森林，一些赤足的獵頭族人

正在打鼓；又想到一個大風琴，一群人可以在鍵上跑跳。想像力滿載於《我

城》每一頁。

一些無關重要的細節，別人會輕描淡寫；在這書中，一間房子也會變

得隆重起來，就像每樣事物都是主角，每樣東西都值得細寫。回憶一下白雪

公主與七個小矮人的故事，侍衛是怎樣的？高的矮的？肥的瘦的？記不清楚

吧，可是這書中一切都令你有清晰的概念。

《我城》的插畫是全書不可忽略的特色。簡陋的圖案充滿稚氣，又與正

文所寫事物互相映襯錦上添花。簡單幾筆都令我們懷念，曾幾何時這樣的圖

畫也在我們的筆下誕生。那時我們追求的很簡單，而現在我們所要的，又何

只那幾筆。

《我城》一書以電話對話的形式結束，帶出現今社會的主要問題，如人

口過多、污染嚴重，思索地球被我們破壞後，人類何去何從？一系列的問題

令我們憂心，這是全書最嚴肅的地方。「坐飛船去新的行星，在新的星球上

建立美麗的新世界。」西西這樣解決問題。這方法當然只是幻想，現實並不

可行。人類的未來究竟如何？值得我們去想像。

書中附錄建議讀者以看《清明上河圖》的方法去讀《我城》，每看一次

都有新的感受。《我城》是值得我們去發掘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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