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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文學：從夏志清評張愛玲兩部作品談起 何與懷

前兩年，有一首歌在網路上爆紅，讓我久久不

能忘懷。

歌名叫《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以下簡稱《可

可托海》）。我外甥也把視頻分享給我，乃是亞男

（唱）的版本。我又在油管（YouTube)上搜索了一

下，果然火得一塌糊塗。有人將洋仔、亞男、王琪三人的

演繹放在一起，讓聽眾可以作個比較。太太說其中要以洋

仔唱得最動情，好像在唱說自己的故事。但此歌的詞曲作

者和原唱卻是王琪，而亞男則是另一位出色的演唱者。以

下是這首歌的歌詞：

那夜的雨也沒能留住你/山谷的風它陪著我哭泣/你的

駝鈴聲彷彿還在我耳邊響起/告訴我你曾來過這裡//我釀的

酒喝不醉我自己/你唱的歌卻讓我一醉不起/我願意陪你翻

過雪山穿越戈壁/可你不辭而別還斷絕了所有的消息//心上

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們說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為那

裡有美麗的那拉提/還是那裡的杏花才能釀出你要的甜蜜//

氈房外又有駝鈴聲聲響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再沒人能

唱出像你那樣動人的歌曲/再沒有一個美麗的姑娘讓我難

忘記

據說這首歌所描述的，是真實的故事，是一個牧羊

人和一個養蜂女的真實愛情故事。他們在草綠花開的季節

相遇，彼此產生了愛意。可是養蜂女有兩個失去了父親的

孩子，她不想拖累善良的牧羊人，因而選擇在一個下雨的

夜晚悄然離去。當她聽說在他們相遇的地方，草原已經枯

黃，而牧羊人還在那裡苦苦等她回來，她託人捎去自己已

經嫁人的消息，好讓牧羊人不必再等。這當然是一個令人

心碎的故事。

歌詞從夜雨寫起，使聽者的思緒被驟然淋濕。「沒

能留住你」，說明斯人已去，惟餘惆悵；隨即「山風」呼

嘯，「陪我哭泣」。這起首兩句，奠定了全曲悲情的基

調。個人認為，一首歌，就是一幅人生的圖畫，敘述人世

世上萬千的植物，我的最愛

就是綠蘿。

記 得 小 時 候 ， 家 裡 的 綠 蘿

是鄰家的伯伯嬸嬸送給家父家母

的。

這位伯伯是“三八南下”幹部。文革期間，被冠以

莫須有的“國民黨特務”罪名，家裡時常被抄查，不得安

寧，我所認知的文革，真的是雞飛狗跳的年月。

記憶中，我的母親是一位極愛花草的女性。母親經常

與鄰家嬸嬸討論花草和交流種植花草的

經驗。那位嬸嬸曾經對母親訴冤，因為

丈夫是“另類”，連喜歡花草樹木，包

括家中養綠蘿和文竹，都是罪過。抄家

的人，也會毫無包容地指責他們有資產

階級小情調。

殊不知，在那混亂的年代，鄰家

伯伯和嬸嬸的綠羅是有魔力的。它們默

默無聞，暗暗用勁。瞧瞧，無論世上發

生了什麼，枝枝綠蘿都昂首挺胸，吐芽

展葉。這無疑在激勵鄰家伯伯和嬸嬸堅

強地活著，讓他們對未來充滿信心與希

望。綠蘿呀，綠羅，真的成了鄰家伯伯

和嬸嬸的精神支柱呵。

其實，將綠蘿歸類為精神支柱，一

點都不誇張過份。

綠蘿善攀岩，堅韌不拔，根糸特別

發達，生命力極強。即使一寸長的莖，

見水就自由伸展，的確給人帶來信心與希望。

鄰家伯伯和嬸嬸，為了永遠讓綠蘿在他們心中陽光燦

爛地活下去，以免遭受抄家者的傷害，於是，便將衷愛的

幾盆觀賞植物，送給了家父家母，這其中就有兩盆水養的

綠蘿。

少年的我們，大多是無憂無慮的。

自從有了綠蘿，我變得更加快樂，忙碌與充實。每

天必做的事就是照顧綠蘿：觀察新

芽的變化，辨認老葉的大小紋脈，

透過玻璃瓶，數著帶性感的乳白色

的根，甚至經常親吻那些悠悠的

綠葉。有時，對綠蘿充滿太多的

好奇，再加上綠蘿本身的誘惑，實在奈不住，就乾脆利落

地將一枝綠蘿從水中撈出，迅速地帶回自己的房間，慢慢

地欣賞。那時的我，雖然，年少不更事，但很明白這種頑

皮的行為，一定要隱蔽地去做，若被父母看見，是要問罪

的，有可能取消菅理綠羅資格的。

因 為 綠 蘿 ， 讓 我 的 一 生 都 忙 碌

地和植物在對話，使我與植物有了千

絲萬縷的聯繫，與植物結下了不解之

緣：大學主修果樹，留校教授園藝。

從第一次有了綠蘿，巳經過去了幾個

雞年狗年，直到現在，即使退了休，

還在快樂地為植物服務，並以和植物

打交道為榮。

因為小時候的綠蘿經歷，從此，

對綠蘿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且，對

綠蘿有著深厚的情感：以至於後來，

有了自己的小家，也沒有忘記從父母

的家中，取二枝綠蘿精心繁殖培養。

即使到了南半球的澳大利亞，也沒有

放棄在家中培養綠蘿的習慣。現在，

家裡的綠蘿卻是有增無減。

綠蘿是賞葉植物，雖然無花，但

每每看到他們，感到特別的溫馨，無意識地就回到少年，

變得年輕朝氣，甚至會有小小的衝動，不老的心房充滿浪

漫氣息。尤其出遠門，一進家，只要看見綠蘿，頓覺心花

怒放，神清氣爽，全身心的疲憊，盡然消失的無影無蹤。

時間似流水，歲月如梭，一切都變了。唯獨不變的

是，家裡的綠蘿，生命力極強的綠蘿。一枝枝綠蘿，永遠

挺撥向上，朝氣蓬勃，迎著陽光，充滿希望……

家裡的綠蘿
和  平

■被稱為“生命之花”的綠蘿。

聆 聽 音 樂 是 種 美 好 的

享受，我尤其喜歡一個人靜

靜地躺在沙發上，手中捧著

一杯啤酒或加了冰塊的蘋果

汁，慢慢地品味著音樂世界

裡天馬行空的絢麗。莫札特的典雅華麗而略帶貴族氣息的

誇張，韓德爾的浪漫空靈卻意像飄忽的空間情感。我欣賞

著經典的古典和現代的音樂，往往像領受清塘裡的風荷，

搖曳步舞，飄逸生情。

關鍵(James Guan)是澳洲知名鋼琴家，曾榮獲澳洲青

年冠軍，國際鋼琴大賽第三名。我能夠受邀親臨現場，耳

聞目睹這高水准的音樂雅集，自然是興奮莫名了。

我按時趕到了主人家，一眼望見，關鍵早已站在門

邊，靦腆微笑地招呼來賓了。關鍵是個中等身材，清爽乾

淨的小伙子，頭髪鬢角兩邊推得很高，像兩面夾牆似的，

頂上長長的頭髪攏成一絡，似瀑布一般奔泄下來。我們寒

喧了幾句，我就拿過一杯水，找一個對窗的角落邊，在沙

發上坐下來了。

關鍵也坐回了鋼琴旁，他將為我們演奏俄羅斯浪漫主

義作曲家拉赫瑪尼諾夫的作品《音樂的瞬間》。靜靜地，

他幽默的下巴如同與鋼琴對話一般，一晃一晃地搖著白

光，煞像是一尊羅丹的《音樂家坐像》。忽然，他的頭向

右一摔，左手的指尖敲響了鍵盤，似一陣輕風溫柔地吹過

了原野，青青的山坡漸漸地蘇醒了， 樹枝在搖曳，如同久

別的戀人，纏綿傾訴，風情萬種。嫩草散發出了喜樂的訊

息，春天的溫存又回到了大地。

他的手在鍵盤上跳躍，如山野裡稚幼的麋鹿，歡快地

在溪泉邊嬉戲，又像林間朝陽初升，飛向自由的山雀，婉

轉啼鳴。他手一揮，山泉噴湧，手一頓，峭崖凌空，手一

撥，長江奔流，手一抖，崩崖裂岸，手一抹，天宇浩渺，

手一彈，春暖花開。

拉赫瑪尼諾夫的音符，神咒似地騰騰升起，泛著靈

光，融入了我恍惚的心海。波瀾疊起，金光鱗鱗。我仿佛

撥開時空的迷霧，公孫氏矯健的舞姿，“霍如羿射九日

落，矯如群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

光”。江清月白，白香山何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

必曾相識”的感傷？

旋 律 的 海 ， 呼 吸 著 潮

汐的激蕩。關鍵頭頂上的瀑

布也時而奔泄，時而分流，

如布達佩斯的音樂噴泉，忽

高，忽低，忽左，忽右的上

下翻飛，回旋纏繞。他的手魔術似地不斷湧現出燦爛的音

符，他將它們捏成一串摔出虛空，撮出一顆拋入大地。五

彩繽紛的樂符，在時空裡彌漫升騰，聚散合分，形成了一

匹彩虹的大幕，溫馨地將我包裹在美妙的愛的圍帳裡。

天色有些昏暗了，我眯著眼。調皮的風一會兒掀起窗

簾，探進頭來嬉笑，一會兒又隱藏屋外，悉悉索索地密謀

著，如何穿行後院的花徑。

淺浮光線下的時鐘，正在牆上孤獨地行走著，嘀嗒，

嘀嗒，仿佛任何的音樂旋律，也打動不了它堅持的步伐。

一圈，秒針與分針疊加，一圈，秒針與分針又疊加，疊

加，再疊加，周而復始地疊加著。

擺放在門邊的一盆君子蘭，它的葉面很寬，像被音符

催眠過似的，晃動著綠色的眼。嗯，我家的那株也青綠得

像凝結在調色板上的顏料，每次水洗後，葉脈裡才透露些

嫵媚的顏色，否則，就像一個滿臉暮氣的老人了。

據說，有人是怕聽樂聲的，因為它能迷惑人的心智，

駕船航行的，就會不知不覺地被魔幻的聲音吸引，而葬身

海底的。不信？古希腊神話裡都說過的。

小時候，爸爸也喜歡彈琴，在路燈下，小麻雀錯落地

停歇在電線上，不就像是一簇簇音樂聽眾嗎？

我好想家，有音符跳動，如同天使一樣閃著點點的光

茫，我的身體漂浮起來了，有股溫暖的氣息，像貝多芬的

《田園交響曲》？不，維瓦爾第的《四季》？還是米開朗

基羅《大審判》中流動的色彩？

有一隻蝴蝶悄悄地飛到了我的身旁。

咚！一個強健的音符，將我從沙發上震彈起來。我緊

張地眨了眨眼，音樂噴泉般的瀑布頭髪，溫順地又掛回了

關鍵的頭上，鋼琴演奏結束了。

孔子曰: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我雖無從想見夫

子神飛情怡的陶醉，然而，今天關鍵彈奏出的《音樂的瞬

間》，其撲朔迷離的境界，卻讓我如游夢幻，如御春風，

如享按摩般的暢快，而久久不能忘懷。

家庭鋼琴演奏會
托馬斯

是什麼樣的秘密

值得用每一個夜的黑暗去遮掩

林間深處的驚悚和喘息

是什麼樣的秘密

值得用四米高的圍牆去隔絕

經歷生死離別血與淚

靜空的流雲

被黃昏驚散

化作了零落的星輝

打破了軌道的沉穩

頓時，隕化成斑斑點點

像被胡楊怒張的筋骨

嚇破了膽——

墮落到地表深處藏身

隧道

你可以變短一點嗎？

可知道

我正在你未卜的幽暗

在緊緊追逐我的

死亡波濤中

奮力而逃？

在你的盡頭

三，兩位大師之間：劉再復紀念夏志清，高

度贊揚他沒有中國大陸學人那種“精神奴役的創

傷”，也表示並不完全接受他對整個中國現代小

說的整體評價。

（接上期）2013年12月29日，夏志清先生在紐約去

世，享年九十二歲。2014年2月，曾經作過中國社科院

文學所所長的劉再復先生撰寫<夏志清先生紀事>長文，後

來發表在北京的《愛思想》及其他各地的網站上，以表紀

念。在文章中，劉再復高度評價夏志清，但也表示一些不

同意見。

劉再復指出，夏志清的“道”，最寶貴的是沒有中

國大陸學人那種“精神奴役的創傷”。他敢於面對文學事

實、文學真理，該說就說，不情願說的就不說，但又是很

負責任地說。關於這一點，劉再復分兩方面說明。從“正

面”著眼，夏志清先是熱烈肯定張愛玲、沈從文等，後又

熱烈肯定高行健等，都是率性磅礡。他說高行健的《車

站》比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好，讓人意外，但這是他的

由衷之言。從“負面”著眼，夏志清尖銳批評魯迅、丁

玲、趙樹理，自己難以接受，但也是他的由衷之言。劉再

復回憶，他在離開中國之前讀了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

史》，很有保留；而出國之後讀了他的<曹禺訪哥大紀實>

一文，則大為欽佩。夏志清在<紀實>中對曹禺的批評與對

老舍的批評均毫不含糊，鋒芒四射。他敏銳地感到，曹禺

這位在年青時代就寫出《雷雨》《日出》的傑出劇作家，

經過數十年的社會滄桑之後，完全變成一個只有“官腔”

的政治傳聲筒了，不僅只會創作《明朗的天》這種毫無文

學價值的宣傳品，而且在美國的演講本身也是宣傳品。作

為一個率性的文學批評家，夏志清完全不能忍受曹禺的“

作秀”，居然喊出了你“騙得了誰”？！劉再復說，他

讀了這篇<紀實>，被夏先生的率真震撼了。這是多麼難得

的天真！這是在諾大中國廣闊土地上多麼難以聽到的真

聲音、真批評！劉再復的心頭驚過一陣傷痛，覺得應當想

想，為什麼一個最善於言語的劇作家會失語？會墮入官腔

八股腔？會被改造成一個只會說套話、說廢話甚至說謊話

的只有面具沒有自己的乖孩子？這是多麼值得質疑、多麼

值得反省的現像。

劉再復發自肺腑，說：

作為一個中國文學批評者，我不是沒有看到這種現

像，而是看到了這種現像之後不敢說出來，寫不出來。因

為自己身上畢竟帶著精神奴役的創傷！即使想說出來，又

有哪個報刊敢於發表，敢於質疑呢？那些編者和背後的領

導者哪一個不帶著“精神奴役的創傷”呢？

不過，劉再復並不完全接受夏志清對整個中國現代小

說的整體評價。

夏志清的整體評價，主要表現在他的《中國現代小

說史》上。劉再復說他對夏先生這部大著仍然很有保留，

這種“保留”，不是因為政治，而是從文學價值觀和文學

史寫作著眼，不贊成他的過於偏激的“褒此貶彼”。一些

不同看法，劉再復藏在心裡，多次產生與夏志清討論的衝

動，也多次壓制住。但在1995年8月的一次訪談中，劉再

復還是憋不住，作了一次關於張愛玲的表述，反對把她“

創造”得過於神奇。

如果說那次的表述是“溫和”的，那麼，五年後，在

2000年10月香港嶺南大學召開的張愛玲學術研討會上，

劉再復與夏志清發生了比較劇烈的學術衝突。劉再復的發

言提綱長達一萬五千字，但只能簡短講一下。他先是真誠

地肯定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開掘“被歷史活埋”

的重要作家，讓張愛玲、沈從文等“重見天光”，其歷史

功績巨大；然後“鄭重地”講明他的幾個觀點：

（1）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了一場語言實驗，成績雖

不理想，但出現了魯迅、張愛玲、沈從文、李劼人等卓越

小說家。如果需要在這些小說家中投票選出“誰為第一”

，那麼，他將把票投給魯迅而不會投給張愛玲。原因是魯

迅的小說具有更巨大的思想深度，更豐富的精神內涵。

（2）張愛玲的青年時代寫出了與左翼文學的大思路

（表現“革命”、“時代”等大話題）完全不同的天才作

品《金鎖記》與《傾城之戀》。可惜，在1950年前後（

以《小艾》為標誌）革命大潮的衝擊下，張愛玲守持不住

自己的文學觀，到了香港、美國之後所寫的《秧歌》和《

赤地之戀》，完全喪失原先的風格——她的天才夭折了。

（3）出國之後張愛玲的文學悲劇，乃是用政治話語

取代文學話語的悲劇。中國現代文學中兩玲（丁玲與張

愛玲）的悲劇，其性質是一樣的。一個從左的方向把《莎

菲女士日記》《我在霞村的時候》寫成《太陽照在桑乾河

上》；一個從右的方向把《金鎖記》《傾城之戀》寫成

《秧歌》和《赤地之戀》。兩人都從“人性”滑向“政治

性”，都被政治話語吞食了文學話語。與二玲相比，在

現代女性作家中，倒是蕭紅守持了人性立場和文學語言格

局。

劉再復發言後，夏志清便作大家期待已久的講話。劉

再復這樣回憶：

夏志清的講述雖用英文，但很好聽，我大體上聽得

懂。我感受到，他雖有些激動，但並沒有全盤反駁我，只

是在其中有一段說，他除了喜歡張愛玲之外，還喜歡蕭

紅。蕭紅很了不起，丁玲怎麼能與蕭紅相提並論？更不能

與張愛玲相提並論。說到這裡，顯然是針對我而發了。

在那次香港研討會後三、四年裡，劉再復賭氣斷了與

夏志清聯繫，出了新書不給他寄，過年過節，也不再打電

話問候了。最後，是夾在老師與父親之間的劉劍梅為他們

解了結。其實他們都是惺惺相惜。2004年他們恢復了聯

繫之後，便進入關係的“蜜切期”。劉再復說：他和夏志

清辯論魯迅與張愛玲，面對的是義理。論辯中他沒有一刻

忘記夏先生不僅是劍梅的老師，而且也是他的老師；夏先

生不僅是大家尊敬的文學史家，而且也是他衷心敬佩的文

學批評家。

在我心目中，劉再復先生也是我衷心敬佩的文學批評

家、理論家。在我撰寫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博士論文中，

我用整整一個篇章（第八章）論述1986年4月中發生的“

劉再復事件”，我極力推崇他的“文學主體性”理論和

他對人道主義的弘揚。劉再復在香港城市大學任教時，我

曾經幾次登門拜訪請教。高行健2000年榮獲諾貝爾文學

獎，劉再復起了很大作用，我非常贊許。關於對魯迅的評

價，劉再復這篇在2014年撰寫的<夏志清先生紀事>中，

也表示他及他們很多人對魯迅確實“神化”了，魯迅的局

限和失誤他們往往視而不見，仔細想想，夏志清的話是有

道理的（另一方面，夏志清也對他半個世紀前出版的大著

作了一些反思）。

不過，劉再復先生似乎沒有更改他對所謂“兩玲悲

劇”的看法。關於這個所謂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兩玲悲

劇”，我不得不斗膽說一句：其性質絕非一樣，而是完全

相反，因而這個概念本身也不成立。對丁玲來說，把《莎

菲女士日記》《我在霞村的時候》寫成獲得斯大林獎的《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確實是一個莫大的悲劇，是思想墮

落，也是文學上的墮落；而張愛玲把《金鎖記》《傾城之

戀》寫成《秧歌》和《赤地之戀》，則絕非悲劇，而是一

種升華，不單是思想上的突破，也是文學上的突破。如果

說《秧歌》和《赤地之戀》有政治傾向，恰恰是其強大的

政治批判力量譜寫出人性的頌歌，深刻地表達回歸人性的

痛徹心扉的渴望，其永恆的非凡的人道主義光輝甚至連作

為作者的張愛玲本人也沒有充分認識到。（未完）
■本文作者博士論文第八章的第一頁■夏志清先生生前攝於書房。

■本文作者與劉再復先生攝於香港

城市大學前（2000年12月19日）。

可可托海的隨想
楊鴻鈞

間感慨、嘆息、無奈、悲傷、眼淚、孤獨，或者盼望、安

慰、醫治、釋放、感謝、讚美的情緒。而「可可托海」這

首歌，無疑屬於前者。

歌詞很有虛擬的效果。從第三句進入敘事的主題：「

你的駝鈴聲彷彿還在我耳邊響起」，恰當地表達了牧羊人

心裡的思念。在荒無人煙的大草原，唯有「駝鈴聲」，報

告人來人往的消息。但此時的「駝鈴聲」，只是虛擬的意

像——「彷彿在我耳邊響起」，並非真實的情境。然而正

因為它是虛擬的，反而更加強了悲情效果——反映出牧羊

人心裡的追想何等深切！正是這個念想中的「駝鈴聲」，

「告訴我你曾來過這裡」。可以預期，一日牧羊人等不到

養蜂女歸來，這「駝鈴聲」將永在他的耳邊響起。

這首歌唱出人生的詭譎。「我釀的酒喝不醉我自己」

一句，想來很大可能，是為反襯「你唱的歌卻讓我一醉

不起」；之後，不知道作者是不是在無意間，營造了一種

人生的詭譎。「我願意陪你翻過雪山穿越戈壁，可你不辭

而別還斷絕了所有的消息。」「我願意」是一種立志，就

如婚禮上的誓約；「陪你」表示一生的相伴；「雪山」

、「戈壁」像徵生活中的艱難險阻，他會和她一起去面對

和跨越。沒想到的是，他的一番心意白費了。一個是海枯

石爛，一個卻不辭而別；一個在風中哭泣，一個卻斷了消

息。

「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們說：你嫁到了伊

犁。」這句歌詞，應該列入時代的經典！它的意涵，早已

溢出流行歌曲的範圍。在此，「心上人」已成為夢想的像

徵！也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上人」，對未來都有所

期盼。可是等到春去花落，草也枯黃了，才聽說她「嫁去

了伊犁」——事與願違，希望落空，讓人陷入徹底

的哀痛之中！「是不是因為那裡有美麗的那拉提，

還是那裡的杏花才能釀出你要的甜蜜？」其實都

不是。許多時候，人處在迷惘之中，連問題都是錯

的。因為他並不知道養蜂女離去的真實原因。

這首歌充滿更深的哀傷。「氈房外又有駝鈴聲聲

響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這時候，牧羊人如夢初

醒，聽到實實在在的駝鈴聲，但他心裡已不存希望，因

為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值得一提的是，在歌曲的

尾聲，作者又讓「駝鈴聲聲響起」，不僅完成了「駝鈴

聲」從虛擬到真實的過渡，也使得全歌意境首尾呼應，

結構更形完整。「再沒人能唱出像你那樣動人的歌曲，

再沒有一個美麗的姑娘讓我難忘記」，這樣的遺憾與難

忘，教人情何以堪？

親愛的朋友，你可曾聽過「可可托海」這首歌？是

否也有「心上人」「嫁到了伊犁」的傷心體驗？如果是

的話，我想送給你一首能夠帶給你盼望、安慰、醫治、

釋放，使你內心充滿感謝、讚美的歌。這首歌與「可可

托海」有一個共同點，乃是詞曲的作者和原唱都是同一個

人。歌名叫《為何對我這麼好》，由盛曉玫演唱，你可以

從油管上搜尋到。歌詞如下：

走過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愛像耶穌/他

撫慰我心/他懷抱我靈/測不透的、不求回報的愛情

愛到為我降生/愛到為我受死/愛到體恤我一切軟弱/他

柔聲呼喚/他耐心守候/永不停息、無怨無悔的愛情

他為何對我這麼好/我雖然不好/他卻聽我每個祈禱/或

在寧靜清晨/或在傷心夜裡

他為何對我這麼好/我雖然不配/他還愛我如同珍寶/此

情山高海深/主你為何對我這麼的好

他為何對我這麼好/我雖然不好/他卻聽我每個祈禱/或

在寧靜清晨/或在傷心夜裡/主你為何對我這麼的好

秘　密 董　方

是什麼樣的秘密

值得用鐵鏈枷鎖牢獄去禁錮

割喉禁聲撲倒在日出之前的大地

是什麼樣的秘密

值得用雲端科技去封鎖屏壁

畫地為牢固封自閉

太多的秘密

在一夜之間下架的唱片裡

在三十年前撕掉的那篇日記裡

在五十年後還無法公開的死亡證明裡

……

這些都不應該成為秘密

每一片雲都有銀色的羽翼

人們在黎明時刻豎起烈士的豐碑

柏林牆在歡呼聲中轟然倒塌

衝破黑暗的太陽明天照樣升起

胡楊魂
曉  帆

我愛胡楊，更愛其精

神。因為其生而千年不死，

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

爛。這就是《胡楊魂》。凌

永雄世界攝影十傑作品《胡

楊魂》。

▲

隧　道
夏　兒

是什麼在迎接我？

情人的書信

媽媽的笑臉

還是家中

溫馨晚餐的燈光？

還是地府陰森的門口？

隧道

我命定的盡頭！

不管你將給我什麼

我都懷著激情與希望

向你游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