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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掌握小說的一二特點深入討論，突出主題，舉

例充分，抑揚頓挫間感嘆純真童心一去不返。（曾

達輝老師）

李贄《童心說》：「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

焉者也。」天真漫爛的心境不是處處受人歡迎嗎？

教 師 回 饋：

賞析與思考：

《南海十三郎》 7A	梁佩珊

「傷心淚呀，灑不了前塵影事，心頭個種滋味，唯有自己知……。」這

句唱詞，自小便經常聽到外祖父哼，但我從來就不知道這是什麼，莫說是誰

編誰唱，就連內容也聽不明白，耳中全只是「篤篤撐」的鑼鼓聲。直至看了

《南海十三郎》一書，才知道這是十三郎所寫的曲，出自《心聲激影之寒江

釣雪》。

《南海十三郎》是一個編劇家的故事。十三郎既是叱咤戲壇的才子，

亦是潦倒街頭的乞兒。他生於富貴之家，是江太史的公子，憑着才華，成為

三十年代炙手可熱的編劇家。「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看不穿」，這句說

話原創者正正便是十三郎。他過目不忘，文理皆精，又含着金鎖匙出生，本

應是一名令人羨慕的人物。但他卻往往愛與世界唱反調，對看不過的事抱打

不平。小時候，同學對校長怨聲四起，他便把校長的蚊帳燒掉；長大後，看

不過眼任惜花的勞軍戲便出手打人。他的種種行為，在別人眼中都是瘋癲都

是傻，他卻逍遙自在，閒適快活，一直地裝瘋扮傻過着大半生，直至老死街

頭。

看南海十三郎的一生，我的心情是矛盾的。

的確，他恃才傲物，目空一切，令人側目。好像所有人也必然地比他遜

色比他低級，眼睛看不到其他人。對於這個「他」，我感到既討厭又可惜。

原來天生聰穎的他，卻被他自己活生生的扼殺了。在面對自己所設的路障

前，十三郎不懂轉變，不明白「不是路走完，而是該轉彎」的道理，硬硬的

把自己逼入死胡同。他確實是鶴立雞群，但若固步自封，也是徒然的。可能

聰明反被聰明誤，天資聰敏把他帶上顛峰，也把他打落谷底，這樣的自殺行

為，何苦呢？

才子虎落平陽，不禁令人唏噓，但堅持理想的執着則讓我欣賞。

他面對着世人嘲笑，仍堅持原則理想，不願被別人改動自己的劇本，不

願為迎合觀眾需求寫低俗作品。這個「他」，有點兒像世俗社會上的一股清

泉，不隨大眾走、不做隨波逐流的小沙粒。換了是我，也許堅持不了，這樣

換走了事業家庭，犧牲未免太大了。正因為十三郎這份執着，才把他帶到事

業頂峰，令他的曲詞一直流傳，真正的文章有價，人死劇存。時間是最好的

試金石，生於九十年代的我也能聽到他那三十年代的曲，在高山劇場仍然有

人重演他的戲，就是最好的證明。

記得外祖父以前跟我說十三郎的故事時說過：「他的人生很可悲，瘋癲

也許是上天對他的懲罰，他被世界淘汰了。」那時只有七歲的我，壓根兒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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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外祖父的說話，只會傻傻的附和着。現在的我懂了。十三郎的人生是快

樂的，他一點也不可悲，可悲的是悲眼看他的我們。他不是被世界淘汰了，

而是他遺棄了世界。他裝瘋扮傻，目的是冷眼看世界，目的是避過世上的醜

陋和污濁。他比起任何人也聰明，當世人每日勞勞役役地工作，受了氣卻不

敢作聲，只會像一頭牛似的在做，相比之下，十三郎更懂得享受生活，他是

真的活出自己，活出人生。

十三郎是一隻雪山的白鳳凰，曲高和寡，知音難求，甚至連薛覺先、唐

滌生也不是真的明白十三郎，這確實有點兒悲哀。但假若要白鳳凰離開皚皚

雪山，走進滾滾紅塵，所玷污的不只是牠的色相，更是那高潔的情操，這不

是更可悲嗎？這樣遺世而獨立不是更好嗎？

十三郎的眼鏡是破的，想看得清楚時用這一邊，不想看得清楚時用另

一邊，不用看得太真實，否則人生便太苦。這人生哲理是很適用於現今香港

人，香港人就是什麼也要看得清清楚楚，才常令自己煩惱痛苦，很多時即使

家財萬貫，也不開心。像十三郎這樣的癡看人生，也未嘗不好，我們或許要

像他癡看人生，有時候做一隻雪山的鳳凰，避開俗世，拋開紅塵。

癡人如他亦何況？

癡人正是十三郎！

他，只是癡得不夠低調，不夠漂亮，才導致如斯下場吧。

本文深入探討十三郎的一生，讓讀者認識他可歌可

泣的生命樂章。（冼佩玲老師）

或許正因為十三郎的「癡」，更見我們的「不癡」。

你認為呢？

教 師 回 饋：

賞析與思考：

《這杯咖啡的溫度剛好》 7A	麥泳欣

初聽到張曉風這名字，感到很陌生。

印象中，台灣的小說風格是不入流的，庸俗的千金小姐與俊俏少爺的愛

情小說充斥於現今台灣文壇中，作品良莠不齊，令人討厭。

然而，張曉風的《這杯咖啡的溫度剛好》一書卻令我喜出望外。缺乏誇

張的情節、浪漫的迷人故事、性格突出的人物和過於雕琢的文句，這書卻洋

溢着平淡俊俏的感覺。

就好像一杯甘甜苦澀的咖啡，雖沒有可樂啤酒和橙汁的鮮明強烈的印

象，但是單單是苦澀的味道，在你初嚐後，便難以忘懷。黑色憂鬱的外表下

卻有這麼一種幸福之感，殘存在舌頭下久久不退，更使人鍾愛。

書中情節取材自作者的生活瑣事，是這麼平凡，普通得甚至你我都感到

熟悉，好像鄰居的肉香味、一盒彩色的挑發針和甘甜多汁的€子的片段不斷在

腦海中浮浮沉沉，一個不防，便墜進作者的世界中，用心體會曾那麼熟悉但

不知何時忘記了的感情。相信你我都為了一個考試瘋狂，徹夜不眠，也曾為

了成績不理想而傷心，躲進巷子裏暗哭，面對自身的不幸，我們還有什麼力

量抵抗？就只有孤獨傷心。古人「江楓漁火對愁眠」，現在恐怕是「高樓燈

飾對愁眠」，然而，誰想到昔日沮喪的失眠者竟能留名千古？在人生遇到挫

折失落時，不妨呷一杯咖啡細看這故事，彷彿作者已給了你萬千的慰語，幾

百年前同樣有人失落過、痛苦過，但命運之神沒有離棄任何人，放棄的只是

你自己。

細膩的感情早已滲入書中的每一頁，連多麼普通的日常瑣事都充滿情。

想不到文學壇中優秀的女作家居然會為了得到「六元的獎金」而感到滿足。

也許這種滿足感早已不能用錢來衡量，就算她得到一百萬的六合彩獎金，恐

怕對她來說，不值一提。然而，看似在燈火闌珊處的快樂，卻不是人人能取

得，也許社會上的拜金主義者即是得到幾十倍的「六元獎金」，他們連絲毫

的滿足感也沒有，更不用說快樂。「知足常樂」自古便是一條金科玉律，獎

金不貴在多少，最重要的是它的意義。就算是微不足道的獎金，也值得也珍

藏，背後代表了作者的努力終於得到認同，物輕情義重的意思就在其中。

「文學算什麼？」

書中一句簡單的反問句帶來巨大的震撼力。

如果文學笨拙到無法觸及死亡，碰不到人生最劇烈的悲情，則有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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