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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棵樹（小說）James Zhang

（接上期）“才女”
是學計算機的，在文學造
詣方面當然遠不及我，所
以每當完事之後，我的文學講座也
就同時開始。我這樣做主要是想使
我們能在性的滿足之外，還能有思
想的溝通。
說起來也許是讀書人的怪癖

吧！即使是在長期的“無妻徒刑”
裡，我也從來不會去招妓。究其原
因，就是因為實在受不了那種相對
無言的尷尬。
“作料兒”雖然是理科出身，

但並不是文彩全無。在文學講座進
行了幾個星期之後，我們居然可以
用中國古典詩詞進行唱和了。比如
以下的兩首，就很有那麼一點意思
了。
我寫給她的《臨江仙》：
流水無情花有意，誰說哀怨非

詩 ？ 三 天 不 見 傳 書 遲 。 飄 零 雖 久
遠，藕斷猶連絲。

賦得鳳凰千古韻，可曾笑我心
痴 ？ 西 窗 共 剪 暮 秋 時 。 不 求 百 鳥
羨，一顧兩心知。
她的唱和也委婉動人：
郎有心思妾有意，何須再賦新

詩 ？ 女 兒 總 比 男 兒 遲 。 天 涯 雲 路
遠，日久鬢成絲。 

生就羞花閉月貌，誰人不與心
痴 ？ 夜 深 更 愛 無 言 時 。 堪 憐 比 翼
鳥，落地分兩隻。
在我的詞裡，暗含著司馬相如

以鳳求凰的期盼。但在她的回詩
中，卻用楊玉環的故事來預示結
局。
當然，有時我們也會長久地相

擁而臥，默默無語，但問題是這樣
我很快就會落入夢鄉，有兩次甚至
還打起了呼嚕。而她居然就那樣睜
著眼睛，默默地等待著我的醒來。
因為有時會有負罪感，就使我

們經常在希望盡量延長肌膚相侵時
間的同時，也努力使彼此盡快地達
到高潮，好像完事了就能逃脫罪責
似的。
我們從未談及我們的將來。雖

然我真誠地愛她，但卻從來不希望
我的愛會給她帶來任何家庭不幸。
而我，也真誠地相信她是愛我的，
正像她屢次對我坦誠地說起的那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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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分手的時刻不可避免地

到來了。我看到她的眼睛裡正充滿
淚水。
“我不願意離開你，但我必須

得離開了。”
“那我跟你走吧！”
“怎麼可能！我不許你跟著，

但也不許你忘了我！”
“說真的，我就是忘了我姓什

麼，也不會忘了你的！”
“又來了，就會說嘴！”
“我發誓是真心的，我們可以

錄相為證。”
本來只想留個紀念，但很快我

們就從電視屏幕裡看到了一對赤裸

這一年感覺靈泉乾涸了，搜索枯腸亦
難覓題材。我沮喪愁煩，原來墨硯早乾至
空無點滴。彷彿驟然被判決，面臨休筆的
禁令？
好吧、該退休啦！悠閒的生活還頗寫

意，看書、玩電子遊戲、追電視劇集外，竟重拾童年習
慣，倚窗遠眺。過客林林總總的姿態，皆成一度獨立風
景，誘惑我的眼眸趕逐。別管晨昏、無視陰晴；都會拉
啟百葉窗，默默觀賞，心湖是如斯平靜舒暢。
稚齡的幸福，常讓思緒回流，幕幕往昔，無能遺

忘。每天晚餐後便匆忙赴約，短小的身體，爬登紅木床
上(窄長的貴妃椅)，倚在窗檯俯視。那時代的南越堤岸
參辦街，是我族裔聚居聞名華埠的為食街，攤販密集櫛
比鱗次，粉麵、甜點、水果、滷味、潮州菜、客家牛肉
丸、豬皮、還有粵式小炒等等。形形色色，皆是引人垂
涎的食品。
下午四點左右，小販們紛紛出動準備，忙著拉線張

燈，擺設檯椅。把手推車擋定位後，燃起中間內置的煤
油爐，不久大鐵煲已滾滾冒煙。湯或油煎的香氣，竟恣
意奔騰，任其悠悠飄散，是企圖要攻佔我弱小心肺。吊
掛的雞、豬、鴨、魚肉、魷魚各類家禽海鮮，都隨晚風
輕擺細搖賣弄，又若無言地掙扎，更像殷殷切切期待人
群選擇。在夕陽餘輝盡歛，星月爭耀時，絡繹不絕的食
客，巡迴復審視，總是難以取決光顧的食檔。對街六國
舞廳的樂隊，懶管長街嘈雜喧嘩，正忘情陶醉地不輟吹
奏闕闕舞曲，讓對對紳士淑女們的衣香鬢影，相互映弄
淡色璃窗。處處盈耳傳遞的歡聲笑語，誘動幼稚心靈也
翩翩欲舞，妄想能置身於如同白晝的街上。但依然乖乖
地留在被圈禁的屋裡，未敢越雷池半步，偷跨門檻。除
各款食物擋攤外，久已林立於此的酒樓餐館也頗多，例
如：江南、福祿壽、西湖、琛記、羊城、友記、英京、
東方……等等，其彩色繽紛的霓虹燈，盡情搶奪星月的
亮光，讓眼底誘人夜色，特意舖張，是蓄勢織就一幅昇
平景像。
記憶裡童年有多麼幸福歡樂，對局外人而言，是萬

難領會的。那縈繞數十年時光，雖經五味雜陳的歷練，
將把我人生階段耗盡無遺時，那思憶從未被時光間斷。
已漸漸成了我生活的習慣，常常讓其靜靜地徘徊於那暮
境腦海裡。已經塵封的往事，卻仿如深深根植般，依然

清晰未能忘懷。
現階段，一切都有所改變，情懷不再

了，願意享受安靜環境，倚窗圖欣賞的是
雲聚雲散，及其善變的美態。晨曦初露，
過客們踐踏被凍呆的長街；迎借宿露為薄

被的花草，聆群鳥正熱烈爭議昨日的是是非非。急速追
趕公交車的人們，想是沒閒辨識了。張張展示清新的面
顏，正忙著向晨曦道早安。中午，無論炎陽高張，或晴
抑雨，行人稀少，都不忍驚醒那午休的萬物吧！黃昏
時，一些遛狗者，牽寵物在公園漫步。歸客拖著滿身疲
累，或手挽大袋的物品，匆匆回返。天空的隊隊歸鳥，
也正咶噪覓窠，和路客同步，歸心似箭。
春夏季的日子，對街的滾球場，群集十數位夕陽天

使，穿純白整潔的制服，安靜地在如翠綠茵上，曲膝揮
臂推球競賽。因鄰裡之故，曾相邀參與，可惜凡運動項
目，都是平生怯途，內心所抗拒的。
秋老虎剛退場，斜坡那大幅平時也保持修剪合適的

草坪，聚集不同足球校隊，是競賽的好地方。這時，街
道難覓車位。凡決賽進行中，陣陣如雷的歡呼和鼓掌
聲，此起彼落如雷轟起。可憐午睡習慣者，沒法逃避，
僅有乖乖犧牲休息而就範了。
年青期的我是雨的痴迷者，大概因書內描述雨景太

富詩情畫意了，至勾起儍想吧！當雨雲濃聚欲降未落
時，心猿會無端浮動，難奈誘引，有股外出迎雨的衝
動。長輩稍未留意，便撐傘溜到橋底園亭裡，欣賞雨舞
各種姿態，獨自深深陶醉心靈的是如柳絲飛舞景像。但
一切一切都被匆匆時光飛輪輾碎了。雖然仍具愛雨情
操，為灰黑雲層積聚的陰天而喜，但已不復再萌發迎風
沐雨的勇氣，且暗自懼怕偶一不慎，病魔會不請自來
也。
墨爾本多變的脾氣，乍熱忽寒。入夜時各戶人家怕

寒侵熱佔，皆緊拉重簾防範，所以也鎖住仍幼稚的晃晃
儍勁，和觀星賞月的機緣了。
至此，領會每階段人生，都有所不停變數。要學懂

珍惜眼前的一切，往昔留不住，將來誰能預料，還是把
握眼前擁有好了。遠眺天際，晴朗無雲，另一景像，內
心亦會浮現喜悅呢。原來我已懂順應年齡，讓一切一切
都漸漸轉變，現今所求者是閒適平淡了。
（2024年3月28日於墨爾本）

窗  外
婉  冰

一，心路歷程
非常感謝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

聯合會和澳大利亞華人作家協會舉辦
的這次詩歌研討活動。同時也非常感
謝冒著大雨趕來參會的各位朋友。感
謝何博士的推薦和安排。一並感謝的還有為我的詩寫評
論和朗頌的專家和教授，感謝詩人哲嘉除了詩評之外又
臨危受邀做今天的會議主持人。我們應該為他們鼓掌。
就文學的角度來講，我對它的理解和認知可以說是

只知皮毛，甚至於達不到一知半解。對於詩的理解及其
思想與技巧，我更是捉襟見肘，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
蕩。年輕的時候也曾翻動過一些課外書籍，類如鋼鐵是
怎樣練成的等重量級的經典，但從未真正地靜下心來把
一本書讀懂看完。包括我們自己家土生土長的傳世作品
四大名著。對文化的意識和思考甚少，可以歸為一個無
知的人。褒義為單純，貶義為愚鈍。我從來沒有把自己
歸為文人的檔次，寫詩只是個愛好。這就是為什麼我已
經寫了幾百首詩歌還沒有出書的原因。今天很高興也很
吃驚地站在這裡與大家談詩，心情無比地忐忑，還有一
點慌張。希望我今天的發言能給你一點寫詩上的幫助和
對詩的認知。與此同時，讓我們交個朋友攜手同行在詩
的路上。
許多朋友問過我為什麼我的詩總是那麼凄涼，為什

麼我的詩裡重疊了那麼多悲傷。進入主題之前，先讓我
給你做一下自我介紹吧，然後你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我出生在一個煤礦家庭，父母不識字，也沒有學習

的環境。我是文革高中，教育給我的是固定的試題，無
需思考全盤接受的答案。三十歲之前我考慮過人不應知
足常樂甘於平庸。後來的認識是應該不斷地學習，生而
貧窮但決不認命。生命的過程應是在自我的改變中實現
自我，堅守信念，逐步提升，並在失敗中吸取教訓砥礪
前行。抱著這種理念，我執著地朝著自己想要成為的的
樣子改變，從十六歲到中年的每一寸前移都是為適應荒
蠻的竟技高度而登攀，那是一種衝動的原始，與靈魂無
關。
你不會想像76年那個在學工、學軍、學農中畢業

的高中兩年很少上課的畢業生，在離校的最後一天把整
個教室樓的玻璃砸個粉碎並堅信讀書無用揚言這輩子
再也不讀書的豪情。你也不會想像一個疲憊的身軀躺

4月6日，由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與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協辦，Rockdale樂調圖書館舉行研討
會，題目為：“詩寫：思想與技巧 Thoughts and Techniques in Poetry Writing”。孫晉福先生主講。這是會
後部分與會者合照。

孫晉福為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理事，筆名塵埃、晉夫。江蘇徐州人。1959年出生便遇飢餓，始學又逢
文革。少年下鄉種地，回城煤礦勞作。師範數載寒窗，風景一路坎坷。十年講台誤人，也曾披星戴月。兒時
夢想吃飽，辛苦只為活著。三十而立追浪，向往自由漂泊。愛陽光，喜煙火。淡功利，勤補拙。閑時吹拉彈
唱，偶爾弄弄筆墨。詩輕歌淺，章窄意薄。留下一段文字做標記，這個世界我曾來過。

4 月 2 0
日（周六）
上午十點至
十二點，將在Rockdale樂調
圖書館四樓會議室舉行研討
會。陸文濤先生主講，講座
題目：
從怒海幸存到巴別塔的

立交人生——何與懷博士三
篇文學評論賞析
陸文濤，筆名聞濤，澳

洲華文作家，多年來發表過
大量作品。出生於上海，旅
居澳大利亞三十餘年。現任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華文
作協會長。他這次評論賞析
何與懷博士的三篇文章為：

《怒海幸存
者的家國情
懷與人生感

悟》《是挽歌，是控訴，也
是未來的揭示》和《吳正文
學生命軌跡探討》。
此項講座由新州華文作

家協會和澳大利亞華人文化
團體聯合會協辦，歡迎大家
踊躍赴會。
樂調圖書館地址：
4 4 4 - 4 4 6  P r i n c e s 

Highway，Rockdale NSW 
2216（圖書館大樓後有停車
場，如坐火車，則在Rock-
dale火車站出口左手方向步行
三四分鐘。）

這是我看過的一個故事。
周末，侄兒跟著一華人去澳大利

亞悉尼海域捕魚。
每撒下一網，總有收獲。可每次

網拉上來後，那華人總要挑揀一番，然後將其中大部分
蝦蟹扔回大海。
他侄兒不解：「好不容易打上來，為啥扔回去？」

華人回答：「符合規定尺寸的魚蝦才可以捕撈。」
他侄兒說：「遠在公海，誰也管不著你呀？」華人

淡淡一笑：「不是什麼都要別人來提醒、督促的！」
很多人的理解就是：自由就是由著自己，無拘無束

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這樣想的人，還不懂得什麼是
真正的自由。
美籍華人作家林達寫過一本《歷史深處的憂慮》，

這本書呈現了一個事實：美國既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
家，同時也是世界最不自由的國家。
有一次，他陪中國朋友游覽美國大峽谷。朋友拿起

可樂罐，就想扔進大峽谷：「這麼深的峽谷，不幹點什
麼多可惜呀！林達嚇了一跳，趕緊制止：「這是違法
的。」世界上最自由的美國，其實處處充滿了不自由：
在大街上拿著打開的酒瓶是違法的。孩子哭鬧，家長上
去就一巴掌，是違法的。連在辦公室講黃段子，也是違
法的……很多中國人不理解，美國為何有如此多約束。
其實正是因為這麼多約束，才造就了美國的自由。
哲學家穆勒說：「約束是自由之母。個人的自由，

須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自由。」
做人要善良。
曾經有一位智者，他教導他的

弟子，打碎了玻璃制品，要把碎片
裝入垃圾袋，並用筆在上面寫道：「裡面是玻璃碎片，
危險！」這樣，撿垃圾的人就不會劃傷手指。喝飲料之
後的礦泉水瓶子，也倒空擰緊，這樣方便廢品回收者的
收集；上廁所的時候，要想到下一個上廁所的人；扔垃
圾的時候，要想到下一個收垃圾的人……無論做什麼
事，都要想到下一個人。
戲劇家夏衍臨終前，痛得十分難受。秘書說：「我

去叫大夫。」正在他開門欲出時，夏衍睜開眼睛，艱難
地說了一句：「不是叫，是請。」隨後昏迷過去，再也
沒有醒來。
梁啟超怎麼去世的，大家知道嗎？
他死於當年協和醫院的醫療事故：醫生把本該切除

的左腎切成了右腎。臨死前，梁啟超不是咒罵醫生，而
是叮囑家人：「千萬別跟媒體說，不要公佈。老百姓剛
剛開始相信西醫，如果讓他們知道我的事，難免就會退
卻。」
夏老梁老，才是真正有文化的人。
什麼是文化，我最最欣賞的回答，是這四句概括：

根植於內心的修養；無需提醒的自覺；以約束為前提的
自由；為別人著想的善良。
言及此，就不得不說：文化立國。

文化及其他
王　尚

不愛一個人
是你拿去了全部
你無法逃過風的搖曳
技頭在燃燒
灑下深淺的紅黃褐染成大地的顏色

落日將盡便是黃昏
夜晚總是在夜晚
風雪敲打霧濛的窗戶
爐火燈燭幽黃的光
回憶從前

數著片片落葉

的男女。她那還算年青的身體曲線
畢露，色彩柔和，有著協調的比
例，就像是剛剛從歐洲十九世紀的
油畫中走出來的。與她相比，我那
過去曾經令人羨慕的軀體雖然已經
開始發福，但卻依然表現著一種男
性的剛健。我們的身體扭曲著，盤
踞著，逐漸化成一體。偶爾瞥一眼
電視，我發現她正把一雙秀腿搭在
我的肩上，隨著我的身驅而作性感
的擺動。她居然在一絲不掛的時
候，還能發出那種嫵媚的微笑。
“你想怎麼幹我都行，反正今

天我是你的。”
其實這些話都是多餘的，因為

我實在想不出我們還有什麼沒有做
過的了。一到床上，她就變得百依
百順，風情萬種。好像盡量地讓我
快活，已經成了她生活的目的。連
我們自己都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的交
歡，竟像新婚夫婦一樣地刺激和頻
繁。我們好像是要彌補過往所有的
不幸，或者是預支今後即將失去的
幸福。
“我愛你，”她說。
“你也愛你，”我回答，心如

刀絞。
“我原來還希望你能有新的愛

情，但現在我不希望你再愛其它人
了！”
“‘曾經滄海難為水’，弱水

三千，我只取一瓢飲！”
“可是我馬上就要走了。”
“為什麼不能留下呢？”
“我還有一個女兒，快要上學

了。”
“帶她出來吧，和你一起！”
“那她爸怎麼辦？”
“她爸？！”是的，我幾乎忘

了，那裡還有一個她爸，那個正在
被我們所傷害的人，而我沒有任何
權力要求她放棄。雖然我知道，在
所有的感情欺騙中，夫妻差不多都
是最後一個知道的。但在實際上，
我們確實已經傷害了他。也許這全
是我的錯，是我錯誤地理解了那
個“一腳之情”。
“ 難 道 離 婚 真 的 是 那 樣 難

嗎？”這其實是明知故問。我自己
的離婚官司，從兒子出生以後就開
始了，一直打到他上了中學才結
束。
“我們結婚已經快十年了！我

不能用這樣的理由離婚。”
“愛情不正是婚姻存在的最大

理由嗎？”
“愛情是結婚的必要條件，但

卻不是離婚的充足理由。除了愛情
之外，我們還有責任……”
“為了責任而維持無愛的婚

姻，難道不是很苦的嗎？”
“人生本來就很苦的啊！所以

我才這麼地想和你在一起。”說
著，她又把頭埋到了我的懷裡。“
你做得比他好多了。他就像撒尿似

的，五分鐘就完事了。
從來都沒有像你這樣體
貼，我和他一個月也做

不了一次。可是和你，幾乎就是一
日三餐。”
“他會不會在外面有人了？現

在的男人！”我當時一定是滿臉的
鄙夷。
“他不會的，這我知道。他一

個農村出來的鳳凰男，除了我，基
本上沒人會嫁給他。”她說話時，
滿臉的認真和自信。
我頓時感到萬分的內疚和後

悔。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當然深
深地知道，幾十年來，中國的農民
對於中國，承受著多麼大的痛苦和
委屈，又做出了多麼大的犧牲和貢
獻。
“可我們畢竟也是真愛。我從

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地投入過。”
我打破了長久的沉默，試圖自欺欺
人地自我安慰。
“也許吧，可今天是我們最

後的一次了，你以後還是忘了我
吧！”
“這怎麼可能？”
“至少我走了以後，不許再找

我。”
“可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你！”
“我知道，我也從來沒有像這

三個月一樣地愛過。”
我沉默了。想起了電影《廊橋

遺夢》。我們面臨著同樣的困境。
我們難道是在模仿嗎？也許吧！但
她確實比斯特里普漂亮，而我，也
不像易斯特伍德那麼老邁。
我們沒必要模仿任何人，我們

要的只是對得起我們自己。
她上飛機那天，為了避嫌，我

沒有能夠去送她。
…………
轉眼二十年過去了，我至今不

知道她從哪裡來，也不知她到了哪
裡去。我的這個三個月的女人，所
給予我的性和愛，是我永生都難以
忘懷的。為了追求這樣的愛，我已
經在一種有名無實的婚姻中煎熬了
整整十五年，而為了得到她，我也
許還將用去我餘下的全部生命。
（2024年3月定稿於悉尼。）

■陸文濤近照

研討會通知

最後一片葉子
唯　真

最後那片是一個生命輪回的歸宿
你依然掛在樹上
所有的惶恐成了絕望
投擲全部的骰子又成了希望

注視你從沒有移動我的眼晴
等待你在風中飄揚到不見
季節的流逝一年又一年
不是所有成熟的季節都有收成

手裡攢著是乾癟的轂粒

我挑揀那顆飽滿的種子
小心翼翼放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
告訴你我心懷喜悅
來年春天播種的時候
和他們一樣我也站在田埂上

光下影子反照迷茫的塵煙
要有多少盼望才能積聚成一個期待
那是我最後的防線
而你依然沒有落下
夏日裡最後的一片葉子

詩與人生
晉　夫

在田邊地壟偷學英語的場景。還記
得隊長在工前會上對我的羞辱：“
你就是個天才，也只能在這塊廣闊
的天地裡無條件地改造與服從。我
不推薦你，你就是我們菜園的一棵

蔥。”
回城以後下井，你更難以想像為了不落下電大的一

堂課程，我竟在井下挖煤時掄起鐵鎬刨向自己的腳，以
流血自殘的代價竟為一堂課的旁聽。那個一身酸臭，衣
衫襤褸的礦工，急匆匆地從井下到井上奔跑了一個半小
時的路程。從地球的後面靜靜地走進了教室，為了不弄
髒學校的桌椅，我坐在自己的礦工帽上，累了也不敢靠
那白色的牆牆。沒有任何一點自卑，可真實的人生卻是
塵埃般地走出走進別人的世界。不知當時是以什麼樣的
勇氣直面現實，怎麼去面對教室裡那幾個高中同學的目
光。那時的活著，充滿希望，不知什麼叫苟且，只認堅
強。未來只有拼，生死兩茫茫。
你也難以想像我走的千人獨木橋，最後終於走進了

我曾發誓永不讀書的大學課堂，第一天坐在寬敞的教室
裡，我淚如雨下，想起了這一路走來的坎坷，想起了此
時此刻還在井下挖煤的工友，想起了下放時收割過的小
麥，想起了一輩子沒有機會走進學校的父母。人說寒窗
苦讀，我卻視為幸福。把生命置之度外的追逐，攀到了
你要夢想中的高度，人的一生有這麼一種經歷，這麼一
種感悟，這麼一種上天入地，這麼一種快意和痛楚，真
是覺得酣暢淋漓。從最初的想法是吃飽，到後來的目標
能在陽光揮灑汗水，哪怕是當個農民。再到後來對理想
的得寸進尺，永不滿足，一直到執教九年之後展翅高
飛，他鄉落戶。
那時的我從一個鮮為人知的煤礦走了出來，從腳下

一千二百米的地下爬了出來，從十四億人中擠了出來，
但沒有從人為什麼為人的思考中解放出來。所有的努力
只為過人上人的生活。這些傳承著中國文化幾千年弱肉
強食成王敗寇的叢林法則，其強大的愚昧基因根深蒂固
地在我們心中的土地生根發芽，發揚光大。它傳遞的信
息除了腐朽對進步的嘲諷，聰明對善良的愚弄，對於生
命的意義，人生的價值，人性的醜惡與光輝，意識形態
的差異，世界觀和不同等話題從未有過嚴肅的審視或主
動納入自己對外界環境的思性範圍。
下面我用一首《少年的疑惑》與你相遇在那年，那

月，那個少年，它寫得是你也是我。
那年，那月，那個少年，是從課本上得知，什麼叫

疆土國界，什麼叫地大物博。什麼是峻嶺古道，什麼是
群山的巍峨。從小人書裡領略歷史千年的神韻，從脖子
上的一角紅巾，啟蒙了幼小心靈裡的疑惑：“沒有國就
沒有我。”從那時起，少年的書包裡，就滿滿的裝著幸
福的輪廓。雖然，他的書包很舊很破。

那年，那月，那個少年，沒見過外面的世界長得什
麼模樣，也沒聽過幸福用外國話怎樣說，他們是如此地
衣食無憂，外面的世界是如此地忍凍挨餓。他是如此地
安居樂業，外面的世界是如此地居無定所。少年為此認
真學習，跟著大人的步伐，胸懷著解放全人類的志向，
時刻准備著。雖然教室的桌椅，板爛腿折，雖然教室的
屋頂，露天窗破。雖然遮體的衣服，帶著補丁，雖然家
徒四壁，冷灶空鍋。他仍然是如此地慶幸著自己的幸
運，快樂著貧賤的歡樂。

那年，那月，那個少年，已在鬥爭仇恨中走火入
魔。生命只是借助他的呼吸而存在，靈魂已不再屬於自
我。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