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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友情失而復得有感	 5A	郭佩儀

「快點執拾好你的『垃圾堆填區』，衣服到處亂放，糖果的包裝紙都掉

到地上……」媽媽的一連串炮轟，把沉醉在白日夢中的我驚醒過來。突然，

我留意到床下有一本厚厚的東西。

拾起來仔細一看，原來是一本已經遺失了多年的相簿，它收藏了我與她

的珍貴回憶。因為這本相簿，我倆的友情才能修補。

雯薏是我從小認識的好朋友，我們自幼稚園開始讀同一班，直到中學都

是一樣，無論到任何地方我們總是形影不離，很多同學都以為我們是孖生姊

妹。不過有一次，我和她吵架了。

中五那年我喜歡了班上一個男同學，他是班上的「風雲人物」，大家也

知道他是個喜歡玩弄感情的大壞蛋。雯薏曾勸喻過我：「你要想清楚，真的

要和他在一起嗎？今年要會考了，現在談戀愛，之前所付出的努力就會前功

盡廢，何況，他是一個不值得你愛的人。」我用盡所有力氣，把雯薏抓緊我

的手鬆開，說：「你算是甚麼朋友？不是說過甚麼事情都會支持對方的嗎？

哼！我們不再是好朋友了，我們絕交吧！」我的話還未說完，已看到雯薏眼

泛淚光，而我卻氣鼓鼓的跑了，只留下一本收藏了我倆珍貴友情的相簿。

一個月後，我和「風雲人物」分手了，他竟背著我與其他女孩子約會，

更說和我一起只是玩弄我的感情，並不是真心的。那時，我想起雯薏的忠

告，深感後悔。

我很想和雯薏道歉，卻不知如何開口。正當我懊惱著，雯薏不知何時已

走到我的面前，把一本相簿塞在我的懷裏。「好朋友，你留下了這本相簿，

下次再敢遺失屬於我倆的東西，我一定不放過你。」她邊笑邊說。「不會，

我一定不會再失去它的，我會永遠把它好好收藏。雯薏，對不起。」我又羞

又愧。

幸好，她原諒了我，否則，我會失去這位在我走上歪路時指正我的好朋

友。經過這件事，我知道我倆的友誼將會更深厚，我們會更懂得珍惜對方。

能適當運用各種記敍手法及描寫技巧突出人物的思

想感情，不俗。如情節方面多點變化更好。（黎嘉

諾老師）

真正的朋友，可以在我們犯錯時作出提醒和指正。

然而，良藥苦口忠言逆耳，當局者迷的我們會否接

受？

教 師 回 饋：

賞析與思考：

舞台劇《聊齋新誌》的創意 5A	梁翠姍

這是我第一次在現場看話劇。素聞杜國威先生的劇本十分精采，聽到有

《聊齋新誌》這個劇目上演，我就立刻購票了。改編《聊齋》故事的歌舞劇

我其實已經看過，話劇卻是頭一遭，心裏十分好奇。

不論是電視劇還是漫畫書，我都比較愛看古裝的故事。古裝劇的衣飾都

十分華麗，《聊齋新誌》的戲服也是鮮艷奪目。書生白如雲的白，狐妖紫玉

的紫，服色都切合他們的角色，也形成了對比。各隻狐妖腰間的絲帶有辨識

作用，當狐妖化身為其他人時，也是索上絲帶，讓觀眾清楚知道那個角色其

實是狐妖的化身，不會混淆。

劇中舞台分為前後上下不同部份，前方是古道，後方是書院。古道上方

是樹林，書院上方是房間，下面是書齋，舞台結構獨特而條理分明。書齋的

設計也花了不少心思，屏風置中，兩旁都有「旋轉門」，角色就在旋轉門中

進進出出。

戲中角色有隱居避世的老師孫潛、四隻狐妖、正直的白如雲、癡情的程

獨秀、愛惡作劇的錢萬貫、不務正業的書生弟子等，構成曲折動人的故事。

程獨秀的愛人出場時氣氛恐怖，毋須多說觀眾都知道她的身份。角色性格發

人深省，劇情以勤奮向學的狐妖，對比無心向學的書生，狐妖非我族類，卻

可能更比人類更上進，令我反思為什麼人們往往不努力學習。

對白台辭文雅之餘，又鬼馬生動，不失現代感，並不是文縐縐的之乎者

也，兩者間恰到好處。有些對白簡直讓人捧腹大笑，最記得小狐不斷追問的

一句「君還愛我否」，傻乎乎的十分討好。

一開場就是古道的渡頭，燈光有如鬼火，令我嚇了一跳，之後主要角色

如白如雲、狐妖、程獨秀等陸續現身。驅鬼和結尾眾人上船的兩幕，角色都

會走向觀眾席，好像演員跟觀眾有所互動，令我覺得很新奇。單陽道長和狐

妖鬥法，以及狐妖最後和錦衣衛對抗的兩幕，都以舞蹈演繹打鬥的過程，可

能比起真正的拳腳功夫更富趣味。

故事在古道開場，又以古道收結，有首尾呼應的效果。結局時，狐妖在

古道向白如雲他們道別，白如雲說：「如果人有魂魄的話，我會連魂魄都想

念你。」故事就在這裏戛然而止，叫人欲知後事如何，充滿想像的空間。

後來，我在互聯網知道有人偷錄了《聊齋新誌》，放在網上，質素很

差。我希望劇團可以效法其他舞台劇的做法，推出話劇的VCD、DVD，讓我

可以和無暇入場觀看的母親在家中一起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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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全面，洋洋灑灑，從劇情結構、台詞風格、角

色性格、舞台設計、人物造型到主旨寄意都加以評

述，提出《聊齋新誌》一劇獨到而令人難忘的編

排。（曾達輝老師）

香港的話戲團體多年來默默耕耘，近年逐漸得到社

會各界的重視，我們有沒有忽略他們的創意和努力

呢？

教 師 回 饋：

賞析與思考：

窗外的風景	 5A	梁翠姍

我是一個剛出道的畫家，也算薄有名氣。我在郊區設立工作室，它只是

一間小屋，看來有點殘舊，但我愛的是窗外的景色。

早上如常到了工作室，把窗推開，一股清新的空氣迎面而來，放眼一

看，田中的小苗被風吹得亂舞，農民都已經拿着工具，浩浩蕩蕩到田中工

作。背景正是一巒巒翠綠的山，一輪紅日剛剛從山後昇起，雲被日光染得紅

彤彤的，這種紅又有不同的變化，是調色盤中看不到的顏色，我嘗試把它畫

下來，但都不成功，因實在變化太多了。這輪紅日，跟山的翠綠和苗的嫩綠

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配合田中的小徑鳴蟬，形成了一幅美麗的大自然圖

畫，這是人類買不到的東西，自然是最好的。

我每天來到工作室都不願回到市區去，我家窗外只看到高樓大廈和不同

的招牌，花花碌碌的，令我有一種喘不過氣的壓迫感。窗外一棵樹都沒有，

有的只是我放在近窗的小盆栽，我從不把窗打開得太大，因窗外的空氣被污

染得太厲害了。我從小就有鼻敏感，這裏莫說是少許太陽看不見，就連太陽

外的紅霞都看不見，實在對我的創作百害而無一利，要不是爸媽的阻撓，我

一定搬到工作室那裏住。

工作室窗外山巒的春夏秋冬，我都看過，最愛的還是秋天。那正是我剛

買下這裏的時候，山上的樹有如紅綠燈，有些紅色，有些黃色，有些還保留

了夏天的綠。淡淡的秋風吹到屋內，把夏蟬的鳴叫聲也一併吹了進來。田中

的農作物也因成熟而變得七彩繽紛。這個構圖最令我喜歡和滿意，於是我執

筆畫了在工作室的第一幅畫──《秋》，結果大獲好評，畫作也開始有人欣

賞。

有一次跟朋友吵架，便到工作室冷靜一下。那時正在下雨，窗外的山被

弄成灰綠，旁邊啡色的房屋顯得更殘舊，田中小徑翻起了泥濘，農作物經過

雨水的洗禮而彎下來。我借景抒情，把這樣的景象畫下來，名《雨》。

現在是初夏，我已經忍受不了城市沒有變化的景象、被污染的空氣和高

樓大廈的壓迫感，我堅決對爸媽說：「我受夠了，我要搬到工作室。」爸媽

終於答應了，並且一同搬到工作室旁的一間平房。雖然我已經是一個成名的

畫家，有時也因工作需要到城市去，但我對城市已無一點眷戀了。

以繪畫作全文線索，描述窗外風景，寫來一氣呵

成，觀察細膩。（蘇淑敏老師）

《秋》和《雨》兩幅畫作的靈感從何而來？當中表

達了甚麼感情？

教 師 回 饋：

賞析與思考：


	69.pdf
	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