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2

二○一一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二）辛卯年三月十七

文匯園副刊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F e a t u r e

一樓除各部辦公室及傳達室外，還有軍政府禮堂、都
督會議室和都督會客室等。　　
軍政府禮堂在「山」之頂，原為諮議局議事堂，佈局

典雅莊重，坡形地面，主席台設在北端，地勢最低，主
席台下有座位132個。座位以講台為中心，呈扇形擺
列，置有皮軟椅和弧線長條台。主席台正中掛㠥紅底、
黑九角、黃星的「十八星旗」（十八顆黃星意謂山海關
內十八個省份的炎黃子孫，紅底寓鮮血，黑色乃鐵，是
武器，主題和象徵意義是十八省的炎黃子孫團結起來，
以「鐵血」即武力推翻滿清王朝的統治，「十八星旗」
後來被定為「中華民國」陸軍軍旗）。據介紹，1912年4
月10日，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的孫中山訪鄂期間，就曾
在此發表過演講。　　
都督會議室是都督召開會議的專門場所，許多重大軍

事決策都在此形成。其中，長達41天的陽夏（陽：漢
陽，夏：夏口，即漢口）保衛戰期間，黃興就曾在此召
開過軍事會議。　　
都督會客室是都督會客的專用場所。相傳1912年4月

孫中山在鄂期間，曾在此接見過湖北軍政界人士和其他
各界代表。　　
二樓闢有都督起居室、侍衛官室、顧問官室、秘書官

室等。其中，都督起居室置於二樓東端，當年的大都督
湖北黃陂人黎元洪就住在這裡。　　
細說起來，黎元洪當都督的事，可謂「民國」歷史上

最典型的「拉郎配」了。　　
武昌起義爆發後，身為新軍第21混成協統領的黎元洪

嚇破了膽，慌不擇路，一頭鑽到床底下，是起義軍士將
他從床下硬拖出來的。黎元洪被拖出來後，渾身篩糠，
面無人色。這個表面「厚道」，暗中卻一向仇視革命，
武昌起義前夕還殺害過送信新軍士兵的清廷鷹犬，誤以
為軍士們找他算總賬來了。當他聽明白是要他出來主持
大局，出任大都督時，他不僅沒有喜出望外，反而大喊
大叫「莫害我！」那潛台詞其實很容易解讀：你們這幫
亂黨，如此群賊無首，焉能成氣候？！黎元洪壓根就不
相信起義會成功，因此不願就範。革命黨人無奈，只得
將其軟禁於該室，對外則以他的名義發佈文告。其中最
具時代意義的是第一份文告，它宣佈廢除封建帝制，建
立中華民國。黎元洪拒不簽字印發，最後由革命黨人李
翊東提筆代簽了一個「黎」字，這份文告才得以面世。　

啼笑皆非之餘不禁悲從中來：「民國」締造者們似這般倉促起事，鬧到如此地
步，其悲壯色彩何其濃重！「民國」先天之不足，也由此可見一斑。　　
侍衛官室正對都督起居室，侍衛官的主要職責，顧名思義當然是負責都督的安

全保衛及飲食起居了。
與侍衛官室相鄰的顧問官室和秘書官室都是都督的幕僚機構。　　
顧問官由都督聘任，其職責是贊襄軍政，一批革命黨人和前清諮議局議員曾被

聘為都督府顧問官。　　
秘書官是都督的重要辦事人員，由都督自行任用，其職責是分理都督府文書，

保管文書關防。都督府的主要文件、公告、照會等均由秘書官起草。遭袁世凱暗
殺的革命黨人宋教仁，曾在此起草了著名的《鄂州臨時約法》，它是中國歷史上
第一個具有資產階級憲法性質的法典，後來成為南京臨時政府《臨時約法》的藍
本。　　
一趟下來，遊客們似乎意猶未盡，不禁議論紛紛：「這就是『民國之門』的全

部家當？」
那不絕於耳的褒貶，令我在樓內盤桓良久。是啊，堂堂一個開創新紀元的中央

政府，多少風雲人物，幾多精英賢達，卻窩在這麼一座樓內，合夥使用㠥那麼幾
件老式辦公家什，以國人深入骨髓的「排場文化」看，實在有點不成「體統」
啊！可是，也正因為這個「不成體統」，他們才給後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和
不朽的口碑，精幹、簡樸、高效、廉價，那可是我們精神家園裡價值連城的寶貴
財富啊！
東出「紅樓」側門，可見它後面有一組灰色的房子，那是議員公所，是當年諮

議局議員們生活起居的場所，眼下正在復原維修之中。　　
「紅樓」前面，是起義軍政府大門，大門上懸掛㠥「辛亥革命博物館」匾牌，

大門兩側各挑一面巨幅「十八星旗」，異常醒目。右門房上鑲有一黑色花崗岩方

匾，內容為「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家名譽主
席宋慶齡特為該館題書。　　
大門之外便是著名的同心廣場，「同心」之意，謂「兩岸一心，和平統一」。

廣場中矗立有國父孫中山全身銅像，先生身㠥傳統的長袍馬褂，雙手自然下垂，
左手拄枴杖，右手執禮帽，目光深邃，神態安詳。
步出「民國之門」的遊客湧向同心廣場，紛紛在「銅人像」前合影留念。不經

意間，我忽然發現不少遊客忙㠥照相的同時，竟不時回首身後的「紅樓」。他們
在想什麼呢？是不虛此行，還是抱憾不已？是讚美辛亥革命風雲激盪，還是歎息
「民國之門」飽經滄桑？⋯⋯　　

幾度風雨幾度春秋，開啟「民國之門」的硝煙雖然早已散盡，但武昌起義帶給
中國的變化無疑是巨大的，影響是深遠的。別的姑且不論，僅就紫禁城而言，如
果沒有武昌起義，也許今天那裡還端坐㠥一位統治天下的皇帝呢！因此，誰都無
法否認，直至今天，我們還生活在這場革命的影響之中。
然而，令人嗟歎的是，「民國之門」開啟之後，「民國」並沒有成為人們所期

待的聖壇，而是因了一批批政客和他們所把持的「政府」，竟演變成了群雄四
起，軍閥紛爭的道場，袁項城，黎黃陂，馮國璋，徐世昌，曹錕，蔣某⋯⋯你方
唱罷我登場，使中國陷入了表面上沒有皇帝其名，實際上卻人人競相爭當事實皇
帝的局面。封建統治並沒有因「民國」而終結，人們意識中的封建幽靈更沒有因
「民國」而消亡。民眾用和平、選舉的方式，來表達政治意願的要求一次次被槍
桿子們說「不」，國人大失所望！　　
一個重要而殘酷的政治命題橫陳在中國歷史上：辛亥革命既成功了，也失敗

了。　　
1939年，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勝利的地方，

也有它失敗的地方。你們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了嗎？說它失
敗，是說辛亥革命只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
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並沒有完成」。
這決非「共黨」一家之言，「民國」精英亦作如是之論。　　
早在1930年，參加過辛亥革命的何應欽（時任國民政府軍政部長），就曾在雙

十紀念日中說過，「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掛上了一個民國的空招牌，並沒有建設民
國的實際，由推翻滿清一點而論，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論，究不
能不謂為失敗。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滿清，不只在獲得中華民國的虛名，而在
造成一個三民主義自由平等的新中國」。　　
比何氏更早更權威的是「國父」孫中山。他在1919年（民國八年）10月10日的

紀念文章中痛斥：「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專橫，政客搗亂，民不聊生之
日也」，「今日之民國，竟成亡國士大夫之天下也」！他還說，儘管「革命軍起
矣，民國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業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達到也」。　　
想到這裡，我似乎恍然大悟遊人在想些什麼：英雄的「民國」，可悲的「民

國」，不捨的「民國」，一言難盡的「民國」⋯⋯或許，海內外炎黃子孫的血液
中，大家都融有這樣一個「民國」情結？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孫先生的論斷，誰拗得過？！

按照《公羊傳》的說法：「虢謂之郭，聲之轉也。」古代郭和虢
是可以通用的。但「郭氏之墟」的郭，和虢國卻是不同兩個諸侯
國。西漢劉向的《新序》說：「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
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
墟。』」《元和姓纂》所說：「周文王季弟虢叔，受封於虢，或曰郭
公。」這個郭公的虢國，則晚於郭氏之國。顏師古在注史遊的《急
救篇》時說：「齊有郭氏之墟，蓋古國，齊滅之。」虢國，則是後
來被晉文公滅掉的。
有趣的是，齊桓公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並不清楚，所以他還接下去

問那個「野人」說：郭氏之城怎麼會變成廢墟的？回答是：郭氏統
治者喜歡善良有能力的人而討厭惡人。這就讓齊桓公迷惑了，這不
是很好嗎？怎麼反而使國家敗落了呢？那人的解釋是：雖然喜歡善
良的能人，卻不能採用親近他們，採用他們的意見；討厭惡人，卻
不能遠離他們。所以最後給國家帶來了災難。於是齊桓公回去把這
件事告訴了管仲，管仲就問他：「其人為誰？」齊桓公說：「不知
也。」管仲就問他：你這樣做，不是和郭氏一樣嗎？於是齊桓公把
那人找來，給予了他獎勵。
被晉文公所滅的虢國的國君就更糟糕了，賈誼在《新書》中，總

結虢國的滅亡的主要原因是：虢國國君驕恣自伐。說他：「諂諛親
貴，諫臣誅逐，政治糗亂，國人不服。」晉國的軍隊打來時，虢國
人當然就不願意賣命了。棄城而逃的虢君口渴了，車夫給了他清
酒；餓了，車夫給他好吃的。虢君不禁高興起來，問道：到了這種
地步，怎麼還有這麼多吃喝的？車夫說：「儲之久矣。」這就不免
又讓他覺得奇怪了，問道：「何故儲之？」回答是：「為君出亡而
道飢渴也。」難道事先就知道會如此下場嗎？那麼：「知之何以不
諫？ 」於是車夫講了實話：「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
虢亡。」早說了，恐怕早就沒命了！但他至此還不覺悟，還要對車
夫「作色而怒」！車夫見勢不妙，立即改口幫他分析說：「君之所
以亡者，以大賢也。」既然大賢，怎麼反而亡了國呢？車夫繼續
說：「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君。君子獨賢也，故亡。」這才讓他
又高興起來，還感歎道：「嗟乎！賢固若是苦耶？」可憐他死到臨
頭，還要聽諂諛之言，最後落得了一個「遂餓死，為禽獸食」的結
果。
而作為勝利者的晉文公，也在思考虢國亡國的原因，一天，他在

虢國故地問一個老人：「虢之為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
乎？」回答是：虢君既無決斷，又不能用人，這就是他亡國的原
因。
晉文公回去時，把這事告訴了遇到的大夫趙衰，和管仲一樣，趙

衰問他：「今其人安在？」晉文公說：「吾不與之來也。」趙衰
說：「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
哀哉！晉國之憂也。」於是，晉文公也找到那個老人，給了他獎
勵。而齊桓公和晉文公都因為善於採納別人的意見，後來都成了春
秋五霸之一。
到了東漢時，桓譚的《新論》中，對郭氏亡於「善善而惡惡」有

了進一步的認識，他說：「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的結
果是：「彼善人知其貴己而不用，則怨之；惡人見其賤己而不好，
則仇之。夫與善人為怨、惡人為仇，欲毋亡得乎？」雖然看重善
人，卻敬而遠之，不讓他們發揮作用，自然不是隱退就是跑到別處
去了，他們看到政治成了幾個惡棍在一起做的遊戲，當然不願意參
與其間；惡人知道自己終究是被鄙視的，他們深知：自己只不過是
一時得到了做壞事的許可，那麼還有什麼顧忌？
曹操就說過：「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進

取」，以為即便是惡人，只要在某一方面有長處就行。而那些本來
不可能有資格擔當重任的人，一旦有了權力，自然是小人得志無所
不用其極了。然而，他們的無原則，無所顧忌，雖然看似可以像奴
才那樣易於使喚、利用，但最終的失控卻也是難以避免的。因為這
是一筆需要不斷追加投入的交易，最後總是超出了最保守的預算。

走
進
﹁
民
國
之
門
﹂■

張
衍
榮

■龔敏迪

郭氏和虢國之亡

去
過
澳
洲
和
新
西
蘭
旅
遊
的
朋
友
告
訴
我
：
別
以

為
那
裡
是
島
國
就
能
吃
到
生
猛
海
鮮
，
沒
有
的
啦
！

鬼
佬
不
准
賣
活
的
海
鮮
，
超
市
也
好
，
食
坊
也
好
，

海
鮮
都
是
統
一
殺
好
了
急
凍
的
。

雖
然
如
此
，
在
悉
尼
街
頭
，
我
一
進
食
坊
就
專
撿

海
鮮
點
，
就
算
是
在
路
邊
咖
啡
店
，
我
也
情
不
自
禁

點
帶
有
海
鮮
字
樣
的
餐
式
：
海
鮮
意
粉
、

海
鮮
焗

飯
、
海
鮮
炒
麵
，
都
還
可
以
，
裡
面
的
蝦
很
大
，
魚

片
夠
嫩
，
魷
魚
圈
也
比
香
港
的
大
而
肥
美
。
最
抵
食

的
是
在
曼
尼
海
灘
邊
一
間
小
餐
館
吃
的
海
鮮
籃

︵Seafood
basket

︶，
有
魚
有
蝦
有
蟹
，
還
有
我
最
愛

的
筒
仔
，
用
蛋
粉
包
裹
㠥
，
炸
得
金
燦
燦
，
伴
以
各

式
青
菜
和
薯
條
，
堆
起
一
大
盤
子
，
只
收
澳
幣
十
五

元
，
頃
刻
之
間
就
被
我
消
滅
得
片
甲
不
留
。

不
過
，
最
難
忘
的
還
是
在
朋
友
家
吃
到
的
鮑
魚
和

龍
蝦
。
嘩
，
那
才
叫
真
正
生
猛
海
鮮
！
　
　

朋
友
住
在
一
個
名
叫
克
洛
伊
頓
︵cloytom

︶
的
地

方
，
是
個
華
人
與
韓
人
聚
居
的
社
區
。
我
們
到
的
第

一
天
，
他
便
向
我
們
通
報
：
晚
上
我
做
鮑
魚
仔
給
你

們
吃
。
等
到
坐
上
飯
桌
，
他
把
兩
大
盤
鮑
魚
端
上

來
，
我
一
看
，
頓
時
傻
了
眼
，
這
哪
是
鮑
魚
仔
呀
，

每
個
都
有
三
吋
大
，
六
個
就
擺
滿
一
大
盤
子
，
與
香

港
和
內
地
那
種
一
口
可
吃
一
個
的
鮑
魚
仔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

﹁
活
的
。
﹂
朋
友
宣
佈
。

﹁
不
是
說
這
裡
不
准⋯

⋯

﹂

﹁
華
人
市
場
才
不
管
。
魚
啦
蝦
啦
蟹
啦
龍
蝦
啦
都

是
活
的
，
當
場
殺
也
可
以
，
回
家
自
己
殺
也
可
以
，

當
然
不
算
三
文
魚
，
不
過
我
們
這
裡
的
三
文
魚
也
保

證
比
你
們
香
港
新
鮮
。
明
天
你
吃
了
就
知
道
。
﹂

﹁
好
貴
的
吧
？
﹂

﹁
還
可
以
啦
，
像
這
麼
大
的
鮑
魚
仔
是
三
塊
錢
一

個
。
如
果
是
急
凍
成
袋
買
的
那
種
，
就
更
便
宜
了
。

對
蝦
呢
十
到
二
十
元
一
公
斤
，
兩
公
斤
多
重
的
達
爾

文
肉
蟹
，
二
十
幾
三
十
元
一
公
斤
。
﹂

鮑
魚
仔
真
是
鮮
美
，
在
香
港
曾
經
在
酒
樓
被
人
請

吃
過
鮑
魚
，
據
說
出
自
阿
一
鮑
魚
的
真
傳
，
加
了
各

色
佐
料
和
雞
湯
精
心
炮
製
，
每
客
兩
三
百
元
，
跟
眼

前
這
隻
是
加
了
生
薑
和
㡡
段
清
蒸
的
鮑
魚
，
似
乎
也

沒
多
大
的
差
別
。
不
，
我
反
而
覺
得
這
種
鮑
魚
才
原

汁
原
味
，
吃
在
嘴
裡
是
一
口
的
甜
，
我
連
吃
三
個
，

就
㠥
紅
酒
，
醉
了
，
不
知
是
因
魚
還
是
因
酒
。

接
下
來
的
幾
天
簡
直
是
一
場
海
鮮
嘉
年
華
會
，
我

最
愛
的
海
鮮
全
部
到
場
。
八
個
一
斤
的
大
對
蝦
、
一

公
斤
多
重
的
達
爾
文
肉
蟹
、
不
用
任
何
佐
料
都
可
口

的
三
文
魚
、
肥
厚
鮮
甜
的
生
蠔
，
至
於
魚
啦
螺
啦
青

口
啦
，
都
還
沒
機
會
出
場
，
因
為
我
們
肚
子
的
消
化

力
有
限
，
而
回
程
的
機
票
早
已
買
好
，
在
此
地
停
留

的
時
間
也
是
有
限
的
。

離
開
悉
尼
那
天
的
送
別
宴
，
閃
亮
登
場
的
，
是
一

隻
兩
公
斤
多
重
的
大
龍
蝦
。

因
為
太
大
，
一
蝦
兩
吃
，
兩
個
十
二
吋
的
大
盤
子

堆
裝
的
是
㡡
薑
伊
麵
龍
蝦
，
一
個
十
吋
的
盤
子
裡
裝

的
是
肉
色
透
明
的
生
龍
蝦
片
。
以
前
在
香
港
食
坊
裡

吃
的
生
龍
蝦
片
，
是
一
道
頗
為
華
麗
的
菜
式
，
動
輒

數
百
上
千
元
，
切
得
薄
薄
的
蝦
片
放
在
冰
塊
上
，
旁

邊
飾
以
花
啦
青
菜
啦
隆
重
上
桌
。
一
大
桌
子
的
人
，

每
人
只
能
淺
嚐
輒
止
，
連
味
都
還
沒
品
出
來
那
盤
子

裡
就
只
剩
下
冰
塊
了
。
現
在
我
們
四
個
人
，
真
的
是

叫
作
﹁
把
蝦
肉
當
飯
吃
﹂，
其
中
一
位
朋
友
平
時
是

聲
稱
不
吃
生
肉
的
，
受
不
住
我
們
連
呼
﹁
好
吃
好
吃
﹂

的
誘
惑
，
也
踴
躍
加
入
到
我
們
的
生
蝦
片
大
戰
。
一

隻
龍
蝦
，
已
經
讓
我
們
吃
得
飽
飽
。

想
知
道
這
麼
一
隻
龍
蝦
多
少
錢
嗎
？
一
百
澳
元
有

找
哦
！

■
王
　
璞

在
悉
尼
吃
海
鮮

在古老的大宅內，在 黑的有雕樑畫棟
的戲台上，青衣花旦正在想像後花園撲
蝶。那乍現的春愁閨怨，如春水，在起落
的水袖間，洇入台下微涼的青石地面。
那平常生活中永無機會上身的盛艷的行

頭，那美得蝕人、被彩妝隆重推出的眉
眼，那被脂粉藏起的今生，鬼魅一般，不
似人間地勾人魂。
而台下的看客，個個引頸豎耳，臉上如

同㠥了重彩的艷羨，分明把台上的角兒認
作了下凡的天仙。那由看客和角兒合謀的
濃縮的一生，在戲裡有板有眼地漸入佳
境。將相布衣，愛恨情仇，因果報應，一
齣戲罷，入戲的人要沉湎許久，才悠悠醒
轉，如輪迴重生。收盡淚眼的看客，也許
從此對身邊的人身邊的事多了份珍惜和知
足。
其實大多戲迷都熟諳唱本，有的連唱、

唸、做、打都可如數家珍地一一道來，但
這並不妨礙他們一遍遍地入戲，一次次地
替古人揪心。對他們來說，這台上的一招
一式都是心頭癢、骨子裡的癮。只要一聽
見那緊鑼疏弦起聲，身邊諸般不快都倏地
遁出丈外，心裡的褶子一一舒展。
從沒想過戲台也會給人難以消受的寂

寥，直到置身那座已被收為文物的百年前
的私人大宅。宅內有個大戲台，據說是富
甲一方的私宅主人為愛看戲的母親建的。
那戲台至今看㠥仍是金碧輝煌、氣派非
凡。但台上已數十年不聞絲竹聲，台下那
本該是富豪的子孫們就坐的地方，只是一
團空蕩蕩的空氣，青石板的拼縫裡長㠥幾
棵小草和鬱鬱的青苔。「人活一世真的如
戲」的感慨在這戲台前說㠥真是蒼涼入
骨。誰曾想，這戲台才是最後的真正看
客，它看人的生息，才真的是一本大戲裡

小小的一折。
對㠥空空的戲台，想像㠥它有過的繁華

種種。太陽很慢很慢地總算照㠥了院牆邊
一株開㠥花的玉藕樹，軟軟的花香走散開
來。一個下午的過去鈍如抽絲，幾十年的
滄桑卻可以快如刀鋒。
一隻家雀飛來，落在台上，叫了幾聲。
不知牠唱的是哪齣。

為了吸引眼球，招徠讀者，不知從何時
起，一些都市報副刊開始流行編故事，尤
其熱衷於編發那些濫情故事、偽情感故
事。　　
有的作者，由於閱歷不深，對生活觀察

不夠細緻，對人生缺乏真情實感，編出來
的故事漏洞百出，寫出來的文字矯揉造
作，悟出來的道理牽強附會，發出來的感
慨自作多情。有的作者，為使自己編的故
事見報，不是在文章的素材、語言和筆法
上下工夫，而是挖空心思獵奇搞怪，不惜
把親朋好友、左鄰右舍拉進來作踐，甚至
拿自己以及自己妻兒老少開涮。違背常識

的粗製濫造，東拼西湊的剪輯抄襲，為博
炒作的顛覆傳統，附庸風雅的談天說地，
男歡女愛的刻意煽情，婦姑勃谿的家長里
短，流於低俗的市井見聞，諸如此類的篇
章時有所見，讀來了無興致。　　
有些文章的標題，故意擬得十分曖昧。

譬如，《我第一次做鴨》、《一個叫春的女
孩》、《太太的房室經》、《拈花惹草的表
叔》，不知你看了這樣的標題會作何想。其
實，第一篇說的是自己初次下廚烹調鴨子
的經歷，第二篇說的那個女孩的名字叫作
「春」，第三篇記述的是老婆在家居佈置與
裝飾方面的體會，第四篇描繪的是表叔對

花卉栽培的嗜好與癡迷。你如果想歪了，
那是你自己的事，怪不得人家，人家文章
裡邊寫得可是正事。　　
都市報副刊屬於文學性質的版面，虛構

故事原無不可，只要源於生活、高於生
活，文筆優美，情節感人，可讀性強，讀
者也是歡迎的。但它畢竟不是「故事匯」，
不該為博看點而媚俗，苟迎合以誤導，使
得一些寫手競相效法編故事。　　
眾所周知，一個人的經歷再豐富也是有

限的，並非是生活在故事的海洋中，所能
編排出來的故事也總有枯竭的時候，而對
人生與社會各種現象的思考和感悟卻是無
窮盡的，可以通過編故事以外的各種文學
體裁妙趣橫生地加以表現。報紙副刊的編
輯應通過選稿用稿的取向，在這方面多作
一些引導。那些無病呻吟的濫情故事，那
些玩弄玄虛的偽情感故事，不編也罷，不
登也罷，不看也罷。

■陸　蘇

■王兆貴

都市報流行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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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龍蝦非常美味。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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