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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偉傑情感關懷與生命詩意——洪源修詩詞讀後漫談

今年六月回廣州省親，這是經歷了三年多的疫情之

後，再一次踏上故鄉的土壤：那撲面而來的親情、友情、

師生之情，濃濃得化不開，給久旱的心靈撒上了甘露般的

滋潤。

“情到深處化作詩，何當共享歡聚時。”

與我出國前所教的一班學生的聚會，不僅讓曾經爲

師的我再次感受到當年校園課堂上的那種氛圍，更仿佛有

種時光倒流的驚訝：當那一班當年正處在青蔥年華的學生

出現在面前的時候，我幾乎都叫不出他們的名字來了，畢

竟，幾十年的歲月流逝、早已經在每一個人的臉上刻上了

印記；大家都已經到了“知天命”的人生，抹不掉的是生

活打磨的歲月。

當晚的聚會，師生們都在互相傾訴著分別後的牽掛

和思念、分享著一路走來生活中的甘與苦；彼此都有說不

完的話、訴不盡的情，而時間也在悄然無聲中慢慢地流逝

著。

都說分別是為了將來的重逢，而我們師生們卻誰也不

想先說一聲“再見”。

夜幕深沉、星空低垂，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分別的

孤獨才是人生的常態。

終於，我惜別了這班可愛的學生、也作別了我的故

鄉——我從廣州飛回了悉尼：我的第二故鄉。

慶幸得益於今天昌明的科技，一個微信群再把我們師

生連在了一起。

我仿佛又回到了當年的課堂上，又可以與學生們海闊

天空地暢談人生，閑話家常：有位當年的好學生一直尊敬

爲師，在群裏發了幾行感人的文字稱讚，我也客氣地草擬

了一副嵌名聯回贈；不料，由此引出了其它的同學也紛紛

發聲索取，仿佛一時洛陽紙貴了。

面對學生們的期待，我也不能表現出絲毫的偏心，於

是，我只好一口答應，會為每一位學生都撰寫一副嵌名對

聯。

十幾名學生的芳名如下：吳潔敏、何麗貞、曾婉華、

龍靜文、黎穎瑜、李倩文、梁朝暉、鄭曉燕、陳學群、

梁毅、盧景芳、丁映冰、甘子維、王志強、曾武章、譚川

雲。

畢業多年後的這些學生，雖然天各一方，但每個人都

在自己的行業裏各自取得了不同的成就：有遠在美國的專

積年累月在深宮，三股合成一股薨。

莫道此生無憾事，粉身碎骨為屠龍。

■悉尼2024煙花

七絕●煙花
James Zhang

二月二，龍抬頭。

可是實話說，自2015年春節前到紐

約拜訪高耀潔老人後，她寫給我的話和送

我的書，像山一樣壓在心上，難以抬頭。

按計劃，《高姓文化國際論壇》應

在3月底舉辦，與此同時，橫跨兩岸三地

的首屆路遙文學獎頒獎典禮暨路遙文學周

活動也將在3月28日拉開惟幕。兩個活動

都是公益文化大事，作為發起者和主要負

責人，我工作頭緒繁雜，難題幾乎越來越

多。一句話不容易。

常言一心不能二用，凡事量力而行。

為何違反常規，兩個項目同時展開

呢？看來每到緊要關頭，老高似乎都會有

點“二”。

當然，此二非彼“二”。盲目衝動蠻

幹倒也談不上，眼前足以讓自己崩潰的是

如何應對高耀潔老人家斬釘截鐵的“勸降

書”呢？

此刻，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名言

又一次在耳畔響起：“一句真話能比整個

世界的分量還重。”

另據著名網絡資深爆料人周筱赟撰

文披露，被譽為中國民間“防艾”第一

人的高耀潔老人家曾經多次坦言：“寧可

死，也不能說瞎話。死可以，但不能說假

話！”

由此可見，獲得高老的認同，看來只

有真誠、真實，才能夠把彼此的心聯繫起

來。

為此，照錄下面這段真實的對話，似

乎可以還原當時我和耀潔老人各自不同的

心境。

高玉濤：希望您為“世界高姓文化

館”題寫館名。

高耀潔：快撒消這個館。

高玉濤：那請您給《高姓文化報》寫

兩句鼓勵的話。

高耀潔：不是姓高的都是好人，姓高

的壞人多多！蓋棺定論。

高耀潔的“勸降書”
高玉濤

高玉濤：您就寫幾個字吧，我

萬里迢迢來一趟美國太不容易了！

高耀潔：快收場，別再浪費人

力物力了！

高玉濤：您是我們高家的大英

雄，就寫一句祝福的話吧，不然我

回國沒法向高姓族人交差！（這是

聊天中我第十次提出的請求）

高耀潔：好，我寫。

“快，快收場，不要再浪費人

力物力了！”

面對耀潔老人家苦口婆心的

好意規勸，以及當場親筆手寫給

我的“勸降書”，我當時雖然無奈

接受了，真正讀懂字條中的深意，

還是回北京在CCTV梅地亞新聞中

心，如期舉辦了首屆“高姓文化國

際論壇”後，夜深人靜的某個時

刻。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對外公

開老人家的手書內容和上述現場對

話，耀潔老人是否准許？還有海內

外萬千高姓族人會不會誤解呢？

當我拿出耀潔老人的四張小

字條時，《收藏界》同仁看後都很

驚訝，覺得簡直不可思議，不過紛

紛表示“有意思，倒是很有收藏價

值”。

也有朋友出於好意不贊成公

開。理由是“可能對你老高，對你

剛剛發起、組織的高姓文化論壇大

為不利”。

是的，高耀潔老人因為堅持說

真話，揭露利益集團真相，82歲高

齡被迫外逃，至今還在海外流亡。

有家有國不能歸，所遭受的種種磨

難可以說驚心動魄，家破人亡，無

比傳奇，一言難盡……

既使如此，她都沒有放棄說真

話的立場。那麼，諸如上述為高姓

文化題詞這類小事，我輩都不敢說

說真話，不僅對耀潔老人家的一世

清明抹了黑，也將自己心靈深處的

劣根性暴露無遺。

所以，大家的善意心領了。

見賢思齊，像耀潔老人一樣堅持說

真話，才是我輩理應遵守的行為底

線。

於是，本著向這位高姓楷模學

習致敬的初衷，專題策劃編輯《高

耀潔專輯》時，高岳主編選編了一

組文章，在《高姓文化》雜誌辟出

四十多個版面，佔試刊號內容的1/4

，我看後覺得差不多夠分量了。

然而，當我閱讀了老人家流

亡期間陸續出版的《我的防艾路》

《鏡頭下的真相》《一萬張照片》

《高潔的靈魂》等幾本書後，方才

感到所選編的圖文僅為冰山一角。

而且耀潔老人自敘部分幾乎沒有，

這樣會使老人家名震世界的傳奇人

生大打折扣，毫無疑問必須重新梳

理。可是，資料迅速增多，信息量

龐雜過大，加之重要精彩的圖文不

斷發現，使編輯工作又陷入如何取

舍，不忍省略的兩難狀態。

如朱學勤的《中國出了個高耀

潔》、周筱赟的《想你想得我肝腸

斷》、仲谷的《決定高耀潔人生道

路的根源》、耀潔老人家的《生命

的最後衝刺》等等深度好文，聲聲

淚字字血，每章每節觸動人的內心

深處。尤其被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

《高耀潔三點聲明》和《高耀潔：

我的遺囑》等重要文章，令人振聾

發聵，掩卷深思。這些難能可貴的

圖文怎麼可以遺漏呢？

總之，呈現在讀者面前的試刊

號《高姓文化：高耀潔專輯》，將

老人家驚世駭俗的傳奇人生基本說

清楚了。不過，因編者水平有限，

難免掛一漏萬，敬請讀者朋友查閱

其它相關資料深入瞭解。

實話真講，對於耀潔老人家

■高耀潔醫生的“勸降書”手跡
■本文作者2015年元月8日在紐約
第一次拜訪高耀潔醫生老人家。

的“勸降書”，起初我是不認可、

不服氣的。

但是，正應了那句老話，不

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後來連續

接觸了多位高姓族人，給我上了一

課又一課。親身經歷許多事情後，

使我原有的“高姓文化”頂層設計

與美好設想，猶如一棟沙灘上的大

廈，隨著陣陣“雜風亂雨”的吹

打，很快倒落一地。（未完）

（接上期）有道是，心懷美好，

幸福常在，因為生命本身就是一場

修行。請聽：“塵世紛紛利與名，何

如詩酒伴餘生。園中花木真朋友，案

上群書好弟兄！”（《客中偶成》）

客居異國他鄉之後，本可頤養天年，

然而，面對日常，詩者覺得生活中還

是缺少一種詩意的情調，於是即興

賦詩。起句道出了喧囂的塵世總在追

名逐利，即重於物質功利而失卻精神

的根基；次句思考著如何以詩以酒來

打發時光，伴隨漸行漸遠的歲月；第

三、四句在轉與合中指向園中花木與

案上群書，並發現它們才是自己在日

常中的“真朋友”和“好兄弟”。詩

中的感悟表現出長者式的自我安慰，

並巧妙調動擬人的修辭，注入詩者的

生命體驗。這種安慰實際上是針對詩

人自己的，但在客觀上卻是向生活發

出的聲音。那是以長輩般的溫厚，將

日常生活感受提煉為詩語，且作為一

種情感符號形式，完成了對於詩意棲

居的詮釋。

詩如其人——洪先生的詩詞正如

他的為人，謙恭儒雅，本色本真，總

是保持詩者的真誠善意，正如他待人

處事常常抱持一顆感恩之心。其詩詞

不尚華麗，也不煽情，都是真情實感

使然；其言語不尚大詞，也少賣弄。

看似不尚雕琢，實際上經過了相當的

錘煉功夫；表面看來甚是隨意，卻少

有粗疏之嫌。因而，真摯之情流曳

於筆端，抑或意在言外，令人感同身

受，具有一定的內在感染力。

整體上看，與其說鄉情之深、詩

情之真是這部詩集給人留下的深刻印

像，毋寧說洪源修詩詞中透射出來的

是一種赤子情。這對於一位晚年才客

居異域的傳統文人，應該說是難能可

貴的。從《望海潮·晉江頌》《游崇

武魚龍窟詠“潛龍”》等詩詞篇章，

隱約可見作者飽含深情，濃墨重彩地

抒發自己對故土家園稱頌的肺腑心

聲。

值得一提的是，詠物詩（七絕）

作為洪源修詩詞中的一種類型，同

樣可圈可點。如《歸燕》《啄木鳥》

《詠鶴》《詠菊》等等，不管是《

歸燕》律動的“辛苦銜泥不怨嗟，

無心物競附風華。茅檐雖小舊情在，

不肯移巢到別家”的堅定聲音，還

是《啄木鳥》中吟詠的“為除蠹害不

辭勞，無怨無嗔品自高。燕雀不知

當事苦，悠然枝上語叨叨”的對比反

襯；不管是傾心賦歌《詠鶴》：“寒

浦羈棲風雨侵，雙翎似雪唳清音。高

標未泯凌雲志，一舉扶搖萬里心”的

高邁豪情，還是對《詠菊》的抒情寄

意：“細蕊輕微聊自慰，疏籬獨立趣

無窮。霜侵雪壓渾閑事，雖死枝頭猶

抱香！”這些詩作看似狀物，實則寫

人，寫自己，寫心態，寫人格精神。

如果說這類詩歌以充沛的情感強度展

示詩者生命意志的堅韌，那麼對於其

他更多的詩篇而言，哪怕多有唱和聯

韻，或應景酬酢之作，同樣可以看出

詩者對人生對萬物的理解和熱愛，以

及對人性和社會倫理的關切。我們不

僅可以在洪源修的詩寫與人生經歷中

獲益——既要擁有一種情感化的意

識，又能從對詩歌共同的親近出發，

去感受和領會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意

義，乃至心靈與心靈之間的融通。竊

以為，洪源修作為一位舊體詩詞寫

作者，一方面以他歷經滄桑的人生裡

程，自覺地彰顯出生命的意志和毅

力，從而表明人在現實世界中的可能

性；另一方面，又通過傳統的詩詞形

式，表達自身看世界看生活的慈悲情

懷。假如活在當下的每個寫作者都擁

有一支“修辭立其誠”的妙筆，或許

就能尋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園，詩意地

棲居在大地之上。

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體有

萬殊，物無一量，各具其性焉。況白

璧微瑕，未能盡善盡美，試問誰能免

之？遍覽洪源修詩詞之後有所感想，

得此短文，小言詹詹，僅為管窺之

見，不足為據，重在交流，尚祈洪先

生暨同行方家雅正。

行文至此，不妨以洪源修詩家一

首氣像雄渾而又意味悠長的五言律詩

《海濱觀潮》當作結語：

亙古敦誠信，虛懷納眾流。

蛟龍胸裡出，日月腹中收。

浪湧傾山岳，風平蕩竹舟。

大宗留哲語，載覆警千秋。

（2023年秋日急就於泉石堂。）

2024年是中國農歷龍年（甲辰

年）。中國本屬龍，中華民族稱為龍

的傳人。因此甲辰年也是中國本命

年。本命年很重要，中國人都在盼望

本命年能改變命運，迎來新生。1976

年就是丙辰龍年本命年，唐山地震，

毛、周、朱死。天翻地覆。

人們都在企盼，都在等著發生

什麼，民間在等，官員們也在等，甚

至連中共高層也在等。連海外人士也

在等。到底在等什麼？大家都心照不

宣。中國人有個賴皮智慧：惹不起還

躲不起？惹不起，等是等得起的！

這種詭異氛圍有點像明末崇禎的

最後日子；也有點像清末辛亥前夜。

更像是本朝1976年毛澤東的彌留之

際。

等是有理由的。就像颶風前有

先兆，地震前有地吼。一切似乎都到

了臨界點。總之2024注定是個多事

之年。黑天鵝，灰犀牛都將會群體出

動，鋪天蓋地而來！

經濟上，房地產已近崩盤；對外

出口斷崖式狂跌；失業率飆升；外資

加速撤離；小企業、實體店潮水般倒

閉；股市跌回三十年前；香港已成世

界金融中心遺址。本來還算殷實的大

國，經濟幾乎一夜坍塌!

外交上，除了北韓、伊朗、俄羅

斯和一些非洲小國，幾乎全世界都成

為敵人。就連越南、菲律賓這些東南

亞國家都成為仇敵。歐美國家連同日

本韓國加拿大澳洲，結成聯盟，組成

封鎖鏈，形成包圍圈。習近平已經是

求仁得仁，如願以償。

難道是全世界人都錯了嗎？

就是在國內，在習近平一掌遮

天的官場，在習家軍內，也是狗血滿

地，一地雞毛！親自提拔的外交部

長，廢了！親自提拔的國防部長，廢

2024龍年：黑天鵝與灰犀牛之年
劉  放

了！火箭軍司令、政委等，

一鍋端了！而且都在剛剛提

拔起來不久。

如果真是這些官員有

罪，那麼習近平的眼光，他

的辨別能力，他用人的起碼常識呢？

還有突然暴斃的前總理李克強，

是怎麼死的？醫檢報告公佈了嗎？習

近平是無法掩住天下之口的。據說同

樣暴病死亡的還有好幾個高官。

中共朝內，官員們從上到下人心

惶惶，膽戰心驚，誰也不敢保證自己

何時出事。真正的朝不保夕。當然就

連習近平本人也一樣沒有安全感，食

不知味，夜不安寢。感覺人人都想害

朕。而這些都是極權統治的常態。

這是一架殘酷的政治絞肉機！中

國官員成為一種最高危的職業。

四面楚歌，內外交困，巍巍然大

廈將傾，這就是目前中國的現狀。

這並非一時一事的錯，不是某個

領域某項決策失誤，而是全盤皆錯！

徹底錯。是舉錯了旗，走錯了路。習

近平在這條道上一路走來，直至現在

的一路狂奔！

這是一種嚴重的認知錯誤。而且

是相當低級弱智的錯誤。

如果說，習近平在第一個任期

時還遮遮掩掩，那麼2017年十九大

結束後，他率領政治局常委瞻仰南湖

船，正式提出“不忘初心”，就已經

是詔告天下，他准備重走馬克思共產

主義之路！

共產主義是什麼東西？時至今

日，已經是一種基本常識。從1917

年蘇俄建立第一個政權，馬克思共產

主義的社會實驗已經有一百多年歷

史。最鼎盛時全世界有二十四個“社

會主義”國家。這些國家都無不以失

敗告終。1991年蘇聯解體。東歐各

國先後易幟。1978年後中共搞改革

開放，實質已脫離了馬克思主義，搞

人稱的權貴資本主義。其餘的社會主

義兄弟，越南已走在政治變革路上。

北朝鮮已是個封建世襲國家。古巴則

是個四不像。

共產主義實驗帶給人類的，是空

前絕後的巨大災難。數以億計的人被

殺害，或被餓死。更多的人遭受了長

期的精神心靈和肉體傷害。這些共產

主義罪惡令人髪指，罄竹難書！這一

個個實驗，就是一片片血海，這百多

年共產歷史由人類的屍骨鋪就！

這些資料太多，在網絡隨手可查

看到。在此就不贅了。許多人自己也

親身經歷過反右、文革、大飢荒等災

難（諷刺的是，就連習近平本人和他

的家庭，也是受害者之一）。

共產主義理論從源頭上就錯了。

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資本主義即

將滅亡理論、階級壓迫剝削理論等，

都缺乏科學性、客觀性。歷史發展證

明這些都是謬誤。

馬克思主義提出消滅私有制，

完全違反人性。建立共產主義社會更

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空想烏托邦，也

就是《聖經》所說的永遠不可能建成

的“巴比塔”。

私欲是人之本性。一歲的孩子就

不會輕易放下手中抓住的糖。正是人

的這種本能欲望，成為社會發展、物

質創造的原動力，建立起人類發達的

物質社會。

而人類的高度智慧在於，承認和

保護私有制的同時，也建立了不斷完

善的民主社會體制，限制人的私欲過

度膨脹，通過稅收和二次分配（社會

福利），盡可能地做到公平與公正。

私人財產的自由是自由主義

的物質基礎（孟子的“無恆產者無

恆心”就有這層意思），也是現代

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民主社會並

非十全十美，也存在諸多缺陷。但

只有民主社會能保護私有財產的自

由。民主社會目前仍是人類最不壞

的選擇。

印度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阿馬

蒂亞·森研究給出的結論：在現代

歷史上，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大飢

荒，而發生大飢荒的地方，沒有一

次是因為糧食不足，而是制度造

成。

一生致力於研究戰爭與死亡的

夏威夷大學學者拉梅爾教授著有許

多專著(如《權力殺人》《政府造

成的死亡》等二十四部著作），他

的研究表明，歷史上沒有在真正的

民主國家之間發生過戰爭。也沒有

一次大飢荒發生在民主國家。沒有

任何真正的民主國家發生過屠殺人

民，殺害不同政見人士的悲劇。

事實證明，當有人打著冠冕

堂皇的公平旗號，以建立烏托邦社

會為名，將社會資源財富收為“國

有”時，這些資源就會被更貪婪的

利益集團所佔有和壟斷。人民將一

無所有，淪為奴隸。奧威爾的《動

物農莊》就是生動寫照。

馬克思共產主義源自德國。

德國人民都唾棄它，沒有人想走

這條路。奇怪的是，中國人居然將

之視為祖宗，奉為圭臬！習近平選

擇回歸馬列，重走毛澤東道

路，並義無反顧，決心一走

到黑。他真的希望實現社會

公平嗎？真的是想造福大眾

嗎？令人懷疑。

如果真心要實現公平社會，

首先就應該把你們和權貴集團的特

供、特權取消，把高幹病房取消，

改變差異懸殊的退休金雙軌制、多

軌制，建立起合理的養老金體係、

全民免費醫療體係、教育體系，讓

民眾公平分享資源。否則就是謊

言！

說穿了，他選擇極權體制就是

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保住他們的

既得利益，更好地控制社會，奴役

人民。獨裁統治只有在極權體制中

才能存在。

許多人都低估了習的野心和冒

險性、魯莽性。拿下台灣只是習的

其中一個小目標。看看中共海空軍

在東海南海毫無顧忌，潑皮無賴式

地挑釁磨擦，就會明白，習近平就

是在准備戰爭。看看中共超大量的

軍費投入；“下餃子”那樣的戰艦

生產；一艘又艘航母下水；以及一

帶一路，對海外的各種政治經濟滲

透等等，他妄圖稱霸世界的野心昭

然若揭。

歷史上幾乎所有獨裁者都有開

疆擴土、稱霸世界的畸形嗜好，這

純粹是一種病態的個人私欲、個人

野心。獨裁者都想藉此揚名立萬，

青史留名。而這也是轉移國內矛

盾，鞏固自己權力和建立執政合法

性的最佳手段。

成吉思汗、拿破侖、沙皇、希

特勒、斯大林、毛澤東、普京、習

近平，無不都有這種野心和欲望。

為了實現他們的個人欲望，這些獨

裁者都各有不同借口。習近平的所謂共

產主義大同目標，只是一種幌子。歷史

是公正無情的。歷史上所有這些狂人野

心家無一例外都慘遭可恥失敗。

2024年，人們充滿憧憬，也充滿好

奇與熱望。而歷史發展充滿神秘感和不

確定性。還是那句話：不可賭天意，不

可猜人心。

人們也要認識到，獨裁專制一旦

形成，往往會有某種超穩定性。這是獨

裁政權的特殊結構決定的。皇權時代把

一個三歲小孩放在寶座，天下也亂不起

來。明朝萬歷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國家

也照常運轉。當然那是農耕文明時代。

而現代極權國家用先進科技手段和嚴密

組織對社會實行的是全方位管控（現實

版的《1984》）。通過多年來的苦心經

營和殘酷清洗，習近平已掌控了幾乎所

有權力資源。反對力量可以操作的空間

其實不大。看到毛誕日韶山衝人山人海

的朝拜景像，則民智之愚猶甚晚清。

老實說，中國人的可選擇性很小。

目前也只能等待。等待蝴蝶翅膀效應，

等待黑天鵝，等待灰犀牛，寄望於必然

性中的偶然性。而這正是中國人的悲

哀。也是時代的悲哀：這是世界五分之

一人口啊。

但是，如前面所述，種種跡像表

明，臨界點已經到來，這樣的政權已不

可能長久。習近平走的是一條逆時代潮

流、反人類反文明的絕路、死路！此路

注定走不通。

該變的就會變，該來的就會來。回

顧歷史，誰也沒有預料到柏林牆瞬間說

倒就倒。也沒有人能想到龐然大物的蘇

聯突然就解體完蛋。這都有賴於上帝之

手。老天饒過誰？這也是中國人說的“

天道”輪回。

天該亮了就會亮。烏雲不可能永遠

遮住太陽！

凴聯寄意師生情

業人士，有留在廣州大醫院裏的醫生副教授，有執教名校

的高級教師，有大老闆、公務員、航空公司高管，也有各

行各業中的成功人士，但卻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我當年

的學生。

我也格外用心地去思考，醞釀，反復推敲，幾乎是每

天撰寫一聯，向學生交上了功課：

培土育蘭冰清潔；英姿卓越睿智敏。

麗質凴天生；貞潔仰冰心。

婉約柔美白衣天使濟蒼生；華夏文化大學中庸崇仲尼。

靜省己過見賢思齊享人生；文以載道論語仁禮治天下。

穎逸扶桑江南水鄉飄楊柳；瑜亮一時悉尼藍山賞楓葉。

倩影驚鴻雨巷丁香撐傘行；文彩生輝雲淡風輕碧空映。

朝陽花開面向大海聽濤聲；暉映藍天仰望紅霞觀日出。

曉風殘月楊柳岸；燕子低飛斜陽裏。

學海無涯揚帆破浪奔前方；群賢畢至舉杯邀月走天涯。

歲月靜好當年學子成棟梁；人生如歌披荊斬棘凴剛毅。

景由心生雲淡風輕談笑間；芳香自來蝶舞花開天地濶。

映霞碧空照；冰雪北國飄。

謙遜賢淑一君子；與時俱進新思維。

志存高遠鷹擊長空傲藍天；自強不息人在江湖走天涯。

文韜武略白綠學子出少林；沉吟章句李杜遺風今猶在。

神州大地訪名川；黃山歸來不看雲。

十六副的對聯，也是我對學生的一種承諾；儘管對聯

不儘完美、但卻承載著老師滿滿的一番心意：“難忘師生

白綠情，今宵歡聚五羊城。依稀猶記青蔥樣，歲月芳華不

逐名。”

景  亮

■本文作者（座右三）在廣州的師生歡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