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1月28/29日 星期六/日 1新文苑 Columns新文苑 Columns

第1103期

2023年5月6/7日

保衛文學：從夏志清評張愛玲兩部作品談起
六，古遠清死亡的隱喻：近年來，在中共

專制高壓的政治社會環境下，中國文學自由

的空間越來越逼仄，卓有成就的作家也受到

批判。也許很快，“保衛文學”便會成為許

多人的心聲，並將成為強烈的呼籲。
（接上期）2022年12月27日下午，世界華文文學

研究學者、被譽為學界獨行俠和常青樹的古遠清教授不幸

在武漢逝世。在那些“應陽盡陽應死盡死”的日子裡，他

們夫婦兩人染上新冠並發症，求助無門。四天前，幾十年

相濡以沫的夫人古熾珍辭世，極度悲痛的古教授拖著病體

掙扎著繼續四處求醫。27日那天，他開始去了兩個社區

醫院，不收，後來到陸軍總醫院，也是人山人海，只好回

家，半小時之後，下午四點半，在沙發上就過世了，沒有

留下任何遺言。我這位與我同年同月出生的朋友，一生勤

奮，熱衷於學問，熱衷於爭辯，卻無能留下一句話就告別

了這個世界！真是讓人震驚。真難以想像古教授坐在沙發

上那半小時的沮喪、無助以及悲傷。

古遠清之死，也像一張“白紙”。

我看到一個隱喻。

在文學領域，他的死亡好像告訴人們：什麼商榷，

什麼回應，現在都沒有必要了。六年前，古遠清那篇“帽

子太沉重”之作還能質疑《中國文學批評》的頭條文章，

還能指責那個研究員說他讓讀者感到不滿，因為隱藏在他

那些宣言式、表態式文字中，充滿那種自居正統、居高臨

下、盛氣凌人的態度。古遠清還能指責他這類文章以“政

治正確”自居，為文粗率，常常義憤多於說理，有時還擦

槍走火，因而惹來非議。古遠清去世，當然此後他無法再

質疑什麼了。

他這個失敗的質疑似乎也預示今後質疑的失敗：越是

爭辯正確就將越無正確爭辯的立足之地。

就在古遠清為張愛玲爭辯後不久，湖北女作家方方

描寫“土改”悲劇的《軟埋》遭到極左勢力凶猛的大批

判，在欲加之罪的淫威之下，這部曾獲“路遙文學獎”

的優秀長篇小說被官方全方位下架了，被停印了。完全

就如文革初期最時髦的做法一樣，舉行什麼“工農兵”讀

在南太平洋的十字星下，在2014年的春天，當晨曦

從藍花楹之間穿過的時候，悉尼文化詩歌沙龍“風過詩雨

軒”的主持人布文先生宣布：“悉尼雨軒詩社”成立了！

原先沙龍裡的詩寫者們都紛紛加入到雨軒詩社，而“風過

詩雨軒”沙龍仍然被保留，作為廣泛聯絡詩歌愛好者及擴

大文化和思想交流的一個詩社外圍團體和聊天群。自此，

悉尼雨軒詩社猶如一只鴻雁展開雙翅，蹴礁而起，翱翔在

溟瀛之上，飛向詩和遠方。

至今八年過去了，春去秋來寫雋語，軒風詩雨詠長

歌。雨軒詩社秉承弘揚華夏文化和融入本地社會的宗旨，

活躍地參與到一系列本地文化與社會活動之中：在華人總

工會的活動中，用雄壯的集體朗誦祭奠淘金熱中的死難華

工；在華人團體聯辦的活動中，以激情的朗誦和表演紀

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在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的

頒獎暨十周年慶祝活動中，在阿紫詩歌朗誦會的組織和實

施中，在與兄弟社團聯辦的文化活動中，在與本地其他詩

社團結共進的聯歡會中，在詩社本身的多項朗誦會、研討

會、社慶、節慶和各種文化活動中，雨軒詩社用“萬般紅

紫鬥芳菲”的詩歌，給悉尼和部分外地華人社區帶來“春

色滿園關不住”和“無邊光景一時新”的盛春之風。

在這八年中，悉尼雨軒詩社分別於2016年和2018

年編輯出版了《大洋洲雨軒詩薈》的第一輯和第二輯。這

兩本詩集，不但以詩文和圖片記錄下以上豐富多彩文化活

動的細節和內涵，而且將幾十位詩寫者對生活的深刻感知

和對人生的唯美情懷展現給世人。詩社的成員，一般也都

豪氣可持綠仗，蕩胸能唱鳳歌，正是“來成鴻雁聚，去做

鳳凰飛”。新入詩社者絡繹不絕，而離開詩社為其他詩詞

團體輸送血液者又“豈是蓬篙人”，他們“鴻雁長飛光不

度，魚龍潛躍水成文”。詩社內外的這一批和那一批，這

一大群熱愛詩歌和抒寫詩歌的現代騷客們，為華人社區發

展詩歌文化和追求境界生活劈石開山，設壇置鼎，成就了

一番豐富思想和美化生活的精神事業。

雨軒詩社的發展，一直以來都受到全體社友、所有理

事、總編副總編、社長副社長以及詩社顧問們的細心呵護

和關懷。詩社也成為了大家以詩會友、以社為家、廣開言

路、和而不同、群策群力和團結分享的家園。詩社更是成

為了實現本地多元文化的一個重要園地。出自詩社成員的

作品，不斷被網絡媒體、自媒體詩詞專篇和本地華文報紙

如澳洲新報“新文苑”專欄不斷地選用和刊載。這些可以

說是“一江煙雨征雁掠”，“碧山飛入幕霞紅”，悉尼雨

軒詩社對本地華人社區的文化影響天地可鑒，與日俱增。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雨軒詩社的

發展方向是十分明確的。在《大洋洲雨軒詩薈-第一輯》

的一篇序言裡，詩社顧問何與懷博士欣喜地說：“最讓我

稱道的，是在詩歌這個領域。他們古今兼愛，既熱衷於學

習古典詩詞，又創作大量新詩。”何博士進而指出：“不

管是世界各地華人生存之道還是世界華文文學發展之道，

都應該而且已經是‘落地生根，開花結果’。”這些評語

和分析，很准確地歸納出弘揚文化好傳統，融入本地新家

園；歌頌美好生活，尋求精神升華的雨軒詩者之道。詩社社

長布文先生在《大洋洲雨軒詩薈-第二輯》的序言裡，以“

雨軒，又一次吹響集結號”為題，對詩社兩次集結出版的作

品做了充分的肯定。他說道：“是雨軒詩社的詩人經過時光

磨礪後，寫出的符合時代脈搏的更有思想高度的作品。”

時至今年年底，在悉尼雨軒詩社歷經過八個高歌猛進

的燦爛年華之際，在詩友們承受過三年全球性大疫情的肆

掠之後，又一次集結號吹響了，它將雨軒詩人在蹉跎歲月

中不屈不饒的心血結晶彙聚到一起，成就了《大洋洲雨軒

詩薈-第三輯》這本新的詩集。

鴻雁挽春風，扶搖繼征程。這本第三集雨軒詩薈，

記錄的是一個動蕩和求索的時代，也是一個在天問聲中聽

未濟，騷壇詩湧助慈航的征程。和詩薈第一輯和第二輯一

樣，詩薈第三輯也有現代詩歌和古典詩詞兩大部分。無論

在現代詩歌中還是在古典詩詞裡，詩人們都使出了洪荒之

力，展現出菩提之心。他們牢牢地把持住了人性，悠悠地

唱出了心聲；將奔流而過的歲月，用詩的語言，攤放在了

讀者闊如青泥石盤的胸間和熱似赧郎爐火的心上。

“道由白雲盡, 春與青溪長。”我們可以展望的是，

雨軒詩社這個鴻雁之群，將不斷會有長軒玉珠落，風過詩

雨疾的美好文化環境和氛圍，與時俱進，與天同儔。我們

祝願悉尼雨軒詩社時光無盡，雲空滿霞，在南太平洋綿延

不絕的瀲灩粼波上，像群星般永遠閃爍光芒!

鴻雁挽春風，扶搖繼征程
——大洋洲雨軒詩薈第三輯序言之一 行　邁

（接上期）張愛玲的文體，與胡

蘭成的文體是相通的。張胡相愛時的

張氏“語錄”，均由胡蘭成錄於自己

回憶之中，如這句：“房裡有金粉金

沙深埋的平靜，外面風雨淋琅，漫山

遍野都是今天。”明明寫的是屋內，卻又“漫山遍野”，

而“都是今天”則更是神來之筆，如同唐詩宋詞的名句，

一旦讀到，一生也忘記不了。而胡蘭成就在同一頁上寫下

了：“好句是使人直見性命。”恰好表達了這一層意思。

只是胡蘭成接下來又寫道：“忽然想起汪先生，汪先生便

像這樣的宛轉死在中華民國馬前。”偶露了他的親日政客

身份。

張愛玲出道在1943年日軍佔領下的上海，她的大量

作品發表在隨後的兩三年裡。此時期的上海，不復是它黃

金的1920與1930年代的那種文學重鎮。大量的文化人遷

移到了大後方。佔有話語主導權的左翼文學尤其被噤聲。

這一切與日軍佔領有關。張愛玲在她描述1942年初香港

淪陷時一個女子婚姻遭遇的成名作《傾城之戀》時，內中

一句：“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

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

大改革……”她寫時肯定想不到，此句竟也成為她本人於

1943年崛起於中國文壇的極妙注解，甚至還預言了接踵

而來的1950年代。

張愛玲在紐約與同為天

涯亡命客的父輩文友適之先生

相會：“冷風從隔街的赫貞江

上吹來，他圍巾裹得嚴嚴的，

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裡，厚

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

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我忽然

一陣凜然，想著：原來是真像

人家說的那樣。”（《憶胡適

之》）我讀到這一段文字時，

忽然想到在那一刻的四十年之

後，赫貞江畔又有一幕類似的

場景再現，那便是丹青和他的

導師兼父輩文友木心站在紐約

街頭。

張愛玲的後半生研究《

紅樓夢》，譯《海上花》，過的是學者的生涯，其實頗有

成就，只不過沒有早年那樣富於戲劇色彩罷了。

說胡蘭成影響了張愛玲的一生，是因為他的“漢奸”

身份給張愛玲在二戰結束後在上海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壓

力。她曾與桑弧共為電影編導，再入情網，正因為那“漢

奸”的污名使桑弧退縮，改與他人結婚。上海解放後，文

藝界負責人夏衍曾安排她下鄉參加土改運動。終於她先是

移居香港，繼而遠避美西。

海峽兩岸對張愛玲或“捧”或“殺”皆出於同樣的

原因。其實，張愛玲只是“被”卷入政治漩渦而已。從作

品而言，她既有批評中國大陸“鎮反”與“土改”的《秧

歌》與《赤地之戀》，卻也有對革命持正面態度的《小

艾》與《十八春》。從個人婚戀而言，她固與“漢奸”胡

蘭成相戀，但第二個戀人桑弧卻是個左翼文化人。而她到

了美國真正結婚相伴終生的美國作家

賴雅，則更是一位左翼作家，是德國

共產黨作家布萊希特的莫逆之交與合

作者。“在她覺得共產這觀念其實也

沒有什麼，近代思想的趨勢本來是人

人應當有飯吃，有些事上，如教育，更是有多大胃口就拿

多少。不過實踐又是一回事。至於紀律，全部自由一交給

別人，勢必久假而不歸。”（《小團圓》）

2007年轟動一時的電影《色˙戒》所據的張愛玲小

說原著《色˙戒》，也是因為張愛玲寫《小團圓》涉及胡

蘭成，張的好友勸她改寫成虛構的“雙重間諜”，從而間

接促成了《色˙戒》的問世。其結尾頗有張愛玲鮮明的反

英雄個人風格。我無興趣去觀此片，倒是在1993年左右

看過三毛取材自張胡戀故事編劇的《滾滾紅塵》，片尾東

北內戰場景，竟出現了T62坦克，是此片留給我的唯一記

憶。《色˙戒》的結尾，讓我聯想到薩特的劇本《肮髒的

手》。幾乎與愛玲小說一樣，歐洲一小國的年輕的黨員雨

果奉上司之命去刺殺本黨領袖，因上司與領袖產生路線分

歧。雨果與領袖近距相處，為他感召，幾乎放棄，至此與

《色˙戒》相仿。但之後兩度峰回路轉。雨果的妻子兼同

志愛上了領袖，本能的忌妒讓雨果開槍殺了領袖，為此入

獄。不料兩年後莫斯科下令改採原領袖的路線，新領袖即

雨果的原上司為掩蓋自己的前

科，便將出獄的雨果滅口。二

者相較，倒鮮明地顯出何以薩

特而為薩特，愛玲而為愛玲。

薩特以人性寫政治，而愛玲以

政治寫人性。

我於1996年因讀《對照

記》而有了現定名為《愛玲世

家》這件群像繪畫的構思，構

圖也已與現在完成作品相距不

太遠。但一直沒有將之在畫布

上完成的衝動。

直至2011年年底，去上

海出席一個歷史畫創作研討

會。會畢宴後，要到靜安寺坐

地鐵二號線回畫友李斌家。老

朋友韓辛便請我和李斌去他暫

住的妹妹家喝杯茶。

韓辛的妹妹家就在靜安寺地鐵站斜對過，那是一棟老

式大樓，叫常德公寓。

“就是張愛玲住過的那棟樓”，韓辛強調地補充。

因為地處常德路195號，所以以路為名。原名叫愛丁

頓公寓。歲月滄桑，這座大樓竟奇跡般地保持了原貌，連

原來的大門與電梯，都明顯保持Art Deco時代的樣式。

我在跨入門廳的時刻，不禁感嘆道：“胡蘭成正是進

了這個大門，再按這個電梯的按鈕的。”

韓辛的妹妹嫁了西人，在上海做房地產。她知道這

段典故，才以重金買下了位於三層的一套住宅。雖說不是

愛玲與姑姑住過的六層，她還是刻意將住宅內部恢復成

1940年代的格局與裝修。我們坐在客廳裡喝茶，話題也

只可能是關於張愛玲。（未完）

愛玲世家
沈嘉蔚

■本文作者與何與懷博士合照於巨畫《愛玲世
家》前。

在我岳母成為我岳母的最初幾年

我只記得老人家剛從教育局退休

那時我的大舅哥時不時與岳母拌嘴

偶爾岳母停下手中正洗的菜不經意瞟我一眼

一下子母子兩反復商量好似的將大聲按下了暫停鍵

後來我翻看岳母風華正茂恰同學少年時候的照片

快一米七修長的個子加上一雙美麗的丹鳳眼

  該是多麼民國範兒

然而她卻是十四個兄弟姊妹中老大是借了錢

  翻過璧山到重慶來念書的

那時要走一天一夜的山路才可到沙坪壩

我就是在這認識了她女兒、而她也是在這嫁給了我南下的岳父

她曾經溫柔地看著我的眼睛說你們家孩子好多好窮嘛

可惜她無可奈何只得聽憑女兒嫁給了還算是快樂的我

後來我出國一直異常辛苦地想用學習改變貧窮

晚年的岳母依然保留年輕時在學習班熬夜學會抽煙的習慣

最後幾天她斜靠在陽台上大拇指和食指間

  依然保留著拿捏煙頭的姿態

照片上她那飽經風霜的丹鳳眼繼續眯起來斜視遠方

有點憂慮也有點調皮還有點自信和執著

有一首《七律˙學詩一年感懷》，原作如下：

拙詞糙語意難遷，宋雨唐風怎個傳？

欲仿新人敲雅句，想依舊曲譜清弦。

濃情潑墨篇章作，笨筆鋪箋韻律連。

五味雜陳千盞酒，痴心一夢醉梅邊。

感懷詩，當有感而有發。感者，景也，事也，人

也；所發者，情也，憶也，思也。先有感而後有發，

此乃因果，須有相互的聯繫。本詩只看到一個感嘆“

怎個傳”，其它的基本是雜事的鋪陳，沒有與感懷有

機地聯繫起來，這問題主要體現在中間兩聯上。

一首好詩，一定會有個骨幹，一定會有個氣貫

穿始終。在這首詩中，這股氣就是“感懷”，就是“

五味雜陳”。這五味就是作者在學習古典詩詞的過程

中一種喜怒哀樂的情緒體驗，在這首詩裡形成一股氣

貫穿始終。但原詩中中間的兩聯沒能很好地體現這一

點，把整首詩的連貫性衝散了。

從起承轉合的角度來說，由於以“拙詞糙語”

為起，與頸聯的表達有一定的重合，會影響到轉的力

度。但由於第二句是個問句，相對會減輕這樣的影

響。

“欲仿新人敲雅句”，這句話的表達上也有點問

者座談批判會，在報刊雜誌網站發動聲勢浩大圍攻，那何

止是“自居正統，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簡直是要置人

於死地。一名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撰寫長文，就強烈建議公

安檢察部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調查方方，查她“與境外

勢力有著何種程度的勾結，與資本集團存在著何種利益共

生關系……”，要“對於這些問題一查到底”。兩位中共

高官也寫出大文參加了大批判。前中組部部長張全景把《

軟埋》定性為“新形勢下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反映”

。解放軍上將趙可銘則攻擊《軟埋》是“對土改的反攻倒

算”。他非但批方方的小說，連帶張煒、陳忠實、余華、

莫言等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也一並置於其批判之列。不但

大批判了，而且還向

有關主管提出了四條

建 議 。 條 條 都 很 凶

狠 ， 條 條 都 很 “ 文

革”。

《 軟 埋 》 被 攻

擊為“一株反共大毒

草！”欲加之罪，何

患無詞？的確，如果

依照列寧把文學規範

為“黨的文學”必須

由黨組織監督控制，

如果依照毛澤東延安

文藝座談會定下的種

種標准，如果依照中

共一直以來的正統觀

念 ， 方 方 這 部 長 篇

是“罪有應得，難逃

其咎”；張煒、陳忠

實、余華、莫言等諸

多著名作家的一些作

品也可以標上“反共”罪名。

就說莫言吧。他榮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其作品

被評委會贊為“以幻覺般的敏銳筆觸融合了傳奇、歷史與

當代”，非常了不起。但是，他的創作，包括小說、散

文、講話等，開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大部分作品，如《

生死疲勞》《蛙》《酒國》《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

《爆炸》等，反映中共奪取政權後中國社會生活，於是，

批判者有話說了，說在莫言的筆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

國，環境就是悲慘世界，經歷就是苦難歷程。莫言只寫陰

暗不寫光明，只寫落後不寫先進，只寫消極不寫積極，只

寫苦難不寫歡樂，只寫假醜惡，不寫真善美。寫陰暗面也

竭盡醜化歪曲之能

事，將個別說成全

體，將零星說成普

遍，將偶然說成必

然，將臨時說成長

期，將少說成多，

將小說成大。在莫

言筆下，中國人民

永遠落後、貧窮、

懦弱、沒有希望、

無可救藥。於是，

莫言的作品，被標

簽為“媚外文學”

、“抹黑文學”，

完全沒有“紅色基

因”，完全沒有順

應“主旋律”，其

罪狀包括存心暴露

社會黑暗、蓄意抹

黑新中國、發泄心

中的怨恨，以及迎

合西方反華勢力需要，等等。

以“政治正確”自居的批判者為莫言羅織罪名，蠻有

想像力的。其中竟有一條是“發泄心中的怨恨”。他們指

責莫言是個忘恩負義極端自私的小人。說莫言之所以能由

一個只上過五年小學的農民成為一個作家，全靠共產黨栽

培，可他非但不感恩反而反咬一口。還說莫言什麼私心太

重，只能我負人，不可人負我，發展到六親不認，睚眥必

報，絕不留情！這些判詞真夠恐怖得讓人難以預料。

許多作家，只因忠於真實，忠於文學倫理，越來越為

當今中國社會政治環境所不容；但在嚴酷現實壓迫之下卻

更清醒，更具獨立精神。慕容雪村是其中一個，不過十年

間，他從當紅作家變成異見者，最後更成了逃亡者。前幾

年他就感到情況比以前更壞，言論自由方面大幅倒退，報

紙、雜誌、電視，所有媒體，報道的尺度統統收緊；法治

狀況愈發糟糕，他身邊有超過十三個朋友被捕；他自己有

十五個社交媒體賬號被注銷，多年被禁止發言，不能發表

作品。但他決心還要為社會做一些事。

2020年初，武漢肺炎疫情大爆發，這座一千一百萬

人口的城市一夜之間變成孤島，墮入恐懼、絕望與痛苦

之中。慕容雪村決心去探究那裡究竟發生了什麼。4月3

日，在武漢解封的前夜，他孤身前往做實地採訪。在他之

前，那些在疫情期間曾在武漢試圖實地瞭解疫情真相的公

民記者如方斌、李澤華、陳秋實、張展等人，都遭遇了被

失蹤、被逮捕的命運。慕容雪村在出發前、在路途中、在

武漢期間、在寫作期間，也感受到幾乎無所不在的威脅。

幸好最後，他終於以獲得的第一手資料，寫成《禁城：武

漢傳來的聲音》一書，為讀者呈現出一個個不同背景的當

事人在武漢封城期間的真實故事，從政府封鎖消息導致的

對疫情的忽視，到疫情如潮水般湧來時醫療等公共設施的

徹底崩潰，到個體孤獨絕望的掙扎。如果說突如其來的病

毒讓武漢陷入極度恐懼之中的話，他在採訪和寫作過程中

驚悚的經歷，則凸顯出中共為封鎖消息、控制言論而制造

的另一種恐懼。事實上，慕容雪村因為寫作和出版他這部

書，不得不從中國逃到澳大利亞。他覺得現在看起來，至

少在可見的未來，很難樂觀。他感到這個國家正在變本加

厲地走向癲狂，走向封閉，走向極權。（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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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埋》遭到“大批判”，此為一個批判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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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與懷

她人生的九十五歲就這樣給我們的天空

  劃過了一道美麗的彩虹

我偶爾抬頭望見天空好像她依然看著我們

其中說不出的命運似乎就包含在那無邊的翻山越嶺之中

女兒的抱怨
盡管我們就像百米衝刺一樣獲得了人道通道的簽證

站在外婆遺體前我女兒小聲地說要是爸爸把機票訂早一天

我們就可以讓媽媽握住外婆的手親口答應

  外婆小聲呼喚她的名字

而不是把一位侄女長髪飄飄的男友兩次誤以為

  是她牽腸掛肚的女兒

我確實保守了些非要取到簽證才肯確定機票最後日期

可我沒說出口的是我還深信老人會又一次挺過寒冷的冬天

我們的打算與心情都是准備陪伴老人兩個月甚至半年的

這就是火急火燎背後居然還耽誤了24小時的原因

要不然絕不會那麼無心無肝地登機前半小時

一家人居然還大快朵頤了機場的早餐

可就在登機前一刻微信裡傳來了老人仙遊的消息

生命的特殊關口尤其是萬里之遙點點滴滴都要萬分珍惜

（2023年4月26日）

題，在格律詩的寫作上，一般我們都會仿效前人，而

不大可能去仿效新人。“欲仿”“想依”用詞偏軟。

頸聯既不是正對又不是反對，表達含義與整首詩

的氣氛也不相符。

尾聯雖然酒、梅等已落入俗套，但如果我們把酒

理解為五味釀成的酒，而梅，則是我們所正在學習的

古典詩詞，則意思就有了另類的躍升。

我們來比較一下下面這首唐•劉長卿的《感懷》

詩：

秋風落葉正堪悲，黃菊殘花欲待誰。

水近偏逢寒氣早，山深常見日光遲。

愁中蔔命看周易，夢裡招魂讀楚詞。

自笑不如湘浦雁，飛來即是北歸時。

這首詩的主題是“悲”，但這種悲不是生離死別

的悲，而是一種孤獨寂寞之悲。整首詩都是圍繞這個

思想主題展開，由景入情，由情入事，由事入理，有

興有比，逐步展開，從內容上產生一種彼此協調一致

的和諧美，是感懷詩中的精品，值得我們借鑒學習。

我對《學詩一年感懷》略作修改如下，以期能把

這種五味雜陳的心理表達出來。僅供參考。

唐趨宋逐意當先，格律神交已一年。

屏幕搔頭敲雅句，詩堆學舌換新弦。

情濃欲作東坡賦，筆笨難追仲永篇。

五味雜陳釀為酒，痴心一夢醉梅邊。

方白詩評選登岳母的眼睛（外一首）郭華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