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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在
本
欄
寫
完
︽
送
別
林
蔭
︾
後
，
忽
聞
海
辛
﹁
又
走

了
﹂，
不
覺
一
呆
，
卻
毫
不
感
意
外
，
因
他
患
老
人
癡

呆
症
已
有
一
段
時
候
了
。
然
而
，
這
病
是
否
他
去
世
的

主
因
呢
？
我
頗
感
懷
疑
，
大
科
學
家
也
罹
斯
疾
，
不
是

活
得
很
﹁
童
真
﹂
嗎
？
及
後
聽
陳
少
華
說
，
他
的
死
頗
撲
朔

迷
離
，
家
人
只
一
句
﹁
他
走
了
﹂
；
何
時
出
殯
？
家
人
說

﹁
喪
事
辦
完
了
﹂。
一
班
老
友
連
三
鞠
躬
、
致
致
哀
也
沒
有
機

會
。
想
來
不
禁
悵
悵
。

他
甚
麼
時
候
死
的
？
是
林
蔭
之
前
抑
是
林
蔭
之
後
？
我

想
，
這
也
不
用
費
心
去
考
證
了
。
他
家
人
不
說
，
奈
何
！
總

之
，
林
蔭
是
生
於
一
九
三
六
年
，
歿
於
二
○
一
一
年
；
海
辛

生
於
一
九
三
○
年
，
逝
於
二
○
一
一
年
。
兩
人
份
屬
至
交
，

不
是
同
年
生
，
卻
是
同
年
死
。
九
泉
之
下
，
再
一
起
談
文
論

藝
，
當
不
會
寂
寞
。

林
蔭
是
香
港
作
家
協
會
副
主
席
。
記
得
有
年
換
屆
改
選
，

林
蔭
四
出
活
動
，
電
勸
會
員
，
要
投
海
辛
一
票
，
在
遴
選
會

上
，
更
力
舉
海
辛
任
副
主
席
一
職
。
論
在
寫
作
路
途
上
，
海

辛
確
具
資
格
，
而
且
為
人
樸
實
敦
厚
，
頗
得
人
望
。
就
此
，

一
對
老
友
記
，
雙
雙
成
了
副
主
席
。
由
此
可
見
兩
人
的
情

誼
。近

年
，
海
辛
已
鮮
出
來
活
動
。
我
們
邀
他
﹁
吃
茶
去
﹂，
他

總
是
推
搪
；
晚
間
宴
會
，
他
總
是
說
，
晚
上
九
時
就
上
床
，

太
夜
吃
不
消
，
免
了
。
他
患
上
老
人
癡
呆
症
，
也
是
林
蔭
告

知
。
據
說
，
林
蔭
和
他
飲
茶
時
，
他
竟
把
洗
杯
的
茶
水
倒
進

粥
裡
一
起
吃
，
提
醒
他
，
他
完
全
不
當
一
回
事
，
懵
然
相

向
，
這
才
知
他
出
了
問
題
。
又
有
一
次
茶
敘
之
後
，
林
蔭
陪

他
到
巴
士
站
，
要
他
在
那
裡
等
常
搭
的
巴
士
，
他
卻
不
知
要

搭
哪
一
路
巴
士
回
家
，
一
直
在
站
頭
徘
徊
。
聽
來
實
是
感
慨

不
已
。

上
個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我
是
文
藝
少
年
，
在
書
局
便
看
到

一
列
名
字
，
如
高
旅
、
金
依
、
阮
朗
、
范
劍
等
等
。
他
們
的

書
，
我
曾
大
破
慳
囊
，
買
了
一
些
；
在
報
紙
副
刊
，
也
常
見

他
們
的
連
載
。
後
來
才
知
，
范
劍
即
是
原
名
鄭
雄
的
海
辛
。

他
早
期
喜
寫
少
年
兒
童
小
說
，
後
來
才
嘗
試
書
寫
各
類
型
的

小
說
。
最
有
價
值
的
當
是
一
些
香
港
社
區
小
說
，
如
寫
塘
西

的
︽
塘
西
三
代
名
花
︾，
和
續
篇
︽
花
族
留
痕
︾，
以
廟
街
為

背
景
的
︽
廟
街
兩
妙
族
︾
等
。
他
這
條
路
子
，
是
否
和
寫
了

︽
九
龍
城
寨
煙
雲
︾、
︽
日
落
調
景
嶺
︾
的
林
蔭
有
所
默
契
，

齊
相
並
進
，
那
已
無
法
求
證
了
。

上
文
說
海
辛
﹁
樸
實
敦
厚
﹂，
那
並
非
諛
詞
。
自
認
識
他
以

來
，
從
來
沒
見
他
穿
得
﹁
輝
煌
光
耀
﹂，
總
是
恤
衫
T
恤
風

褸
，
不
愛
亂
噴
口
水
。
這
正
是
出
身
於
寒
門
的
象
徵
。
他
早

年
當
過
酒
店
侍
者
、
理
髮
店
學
徒
等
，
後
來
賣
文
維
生
，
但

因
太
﹁
敦
厚
﹂，
不
屑
寫
粗
俗
小
說
，
如
此
這
般
又
怎
能
掙

大
錢
？
一
生
清
廉
、
清
簡
，
生
活
之
清
苦
可
想
而
知
。

深
宵
塗
此
稿
，
山
間
窗
外
，
黑
黝
黝
，
靜
悄
悄
。
一
個
年

逾
八
旬
、
從
不
爭
名
利
的
老
者
，
就
這
樣
悄
悄
的
走
了
，
沒

留
下
甚
麼
，
只
留
一
些
筆
墨
餘
痕
，
任
他
人
評
說
好
了
。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參
加
教
育
學
院
頒
授

榮
譽
院
士
盛
典
，
翌
日
收
到
同
為
該
院

授
予
榮
譽
院
士
馮
翰
文
前
輩
家
人
寄
來

的
︽
漢
字
百
寶
︾
一
書
。
披
閱
之
下
，

見
其
中
有
不
少
論
及
漢
字
繁
簡
之
爭
的
文

字
，
深
得
我
心
。
馮
翰
文
先
生
與
我
同
為
廣

州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畢
業
，
但
他
畢
業
早
我
十

二
年
，
是
一
位
學
長
。
而
且
他
對
漢
字
研
究

多
年
，
是
一
位
專
家
。
我
對
漢
字
的
文
字
學

素
無
研
究
，
十
多
年
前
不
過
對
漢
字
繁
簡
之

爭
提
出
了
一
些
看
法
，
並
建
議
在
亞
洲
採
用

漢
字
的
中
、
日
、
韓
等
國
召
開
國
際
會
議
進

行
商
討
，
同
時
也
對
某
些
漢
字
簡
化
不
當
提

出
批
評
。
這
完
全
是
一
位
常
用
漢
字
的
文
化

人
的
一
家
之
言
，
談
不
上
是
什
麼
學
術
性
建

議
。不

料
卻
遭
受
一
位
反
共
成
性
的
容
若
先
生

狠
批
，
認
為
這
是
﹁
左
毒
﹂
作
怪
。
把
漢
字

簡
化
作
為
一
個
政
治
問
題
加
以
責
難
，
實
在

莫
名
其
妙
。

你
可
以
反
對
漢
字
簡
化
，
我
可
以
贊
成
漢

字
簡
化
，
這
又
是
什
麼
樣
的
﹁
左
毒
﹂
呢
？

我
當
時
提
出
的
意
見
有
三
點
：
第
一
，
漢

字
的
由
繁
入
簡
，
是
歷
史
上
漢
字
的
發
展
趨

勢
。
歷
代
已
是
如
此
，
從
大
篆
、
小
篆
以
至

隸
書
、
楷
書
，
便
是
由
繁
入
簡
的
過
程
，
並

不
是
共
產
黨
執
政
以
後
提
倡
文
字
簡
化
才
有

的
。
第
二
，
簡
化
字
應
取
得
共
識
，
最
好
能

由
採
用
漢
字
的
國
家
和
地
區
召
開
學
術
會

議
，
由
文
字
專
家
研
究
定
案
。
第
三
，
簡
化

漢
字
應
有
步
驟
進
行
，
不
要
操
之
過
急
。

今
讀
馮
學
長
的
書
，
他
的
意
見
與
我
不
約

而
同
。
他
寫
道
：
﹁
漢
字
簡
化
，
史
有
明

徵
，
由
此
引
起
文
化
危
機
。
就
並
無
前
例
﹂。

﹁
字
體
轉
變
時
，
不
便
之
處
在
所
難
免
，
講
到

文
化
危
機
，
便
不
免
杞
人
憂
天
﹂。

有
人
認
為
漢
字
簡
化
，
便
不
能
讀
古
書
。

馮
先
生
反
駁
道
：
﹁
古
書
初
寫
時
，
哪
裡
會

都
用
正
楷
？
﹂﹁
司
馬
遷
著
史
記
，
班
周
撰
漢

書
，
也
非
篆
即
隸⋯

⋯

正
楷
流
行
時
，
經
、

傳
、
史
、
漢
便
改
用
正
楷
抄
﹂。
﹁
我
們
為
什

麼
不
面
對
現
實
接
受
簡
字
，
偏
偏
要
為
讀
古

書
而
強
烈
反
對
呢
？
﹂

馮
學
長
是
一
位
開
明
的
學
者
，
認
為
﹁
真

理
愈
辯
愈
明
﹂，
﹁
群
眾
對
簡
字
逐
漸
習
慣
，

安
之
若
素
﹂
了
。

八
十
後
青
年
已
成
當
下
社
會
議
論
最

熱
門
焦
點
族
群
。
然
而
，
社
會
是
否
真

正
公
平
，
對
八
十
後
青
年
的
評
論
有
褒

有
貶
，
而
對
生
長
在
內
地
以
及
生
長
在

香
港
的
年
輕
人
看
法
同
樣
有
差
異
。

雖
然
在
香
港
來
說
，
近
年
的
確
有
一
小
撮

八
十
後
年
輕
人
的
行
為
以
激
烈
手
法
去
表
達

甚
至
爭
取
他
們
的
某
些
訴
求
和
關
注
點
。
可

惜
缺
乏
理
性
亦
不
以
和
平
手
段
進
行
，
甚
至

挑
戰
高
官
而
令
場
面
尷
尬
。
師
長
甚
為
心
痛

難
過
。
更
遺
憾
的
是
雖
然
只
是
極
少
數
偶
然

的
突
發
事
件
，
惟
卻
曝
光
在
媒
體
聚
焦
下
，

而
在
社
會
產
生
很
不
良
的
影
響
。

中
聯
辦
彭
清
華
以
及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行
政

長
官
曾
蔭
權
和
政
務
司
司
長
唐
英
年
等
亦
曾

分
別
公
開
勸
導
年
輕
人
在
站
出
來
表
達
自
己

看
法
的
同
時
要
有
獨
立
分
析
能
力
，
注
意
表

達
方
式
以
理
性
平
和
進
行
，
切
勿
激
進
非
理

性
被
有
企
圖
者
牽

鼻
子
走
，
破
壞
社
會
和

諧
與
安
寧
。

其
實
，
平
情
而
論
，
所
謂
八
十
後
青
年
大

多
有
抱
負
有
理
想
，
是
有
為
的
。
日
前
我
和

香
港
幼
稚
園
協
會
會
長
林
雪
梅M

H

、
副
主

席
余
蘭
菁
校
長
和
奧
福
兒
童
音
樂
國
際
教
育

中
心
總
監
丁
健
華
等
，
應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聯

合
書
院
院
長
馮
國
培
教
授
邀
請
，
出
席
該
院

學
生
助
學
金
頒
獎
禮
。
看
到
一
眾
獲
獎
同
學

在
家
長
的
陪
同
下
獲
獎
學
金
時
那
份
幸
福
喜

悅
心
情
，
真
令
人
為
他
們
感
到
開
心
。
相
信

他
們
為
爭
取
優
異
成
績
和
良
好
社
會
服
務
表

現
一
定
付
出
辛
勞
，
必
然
有
老
師
和
家
長
的

支
持
，
始
克
有
成
。
馮
國
培
院
長
在
頒
獎
禮

上
向
同
學
講
了
熱
情
洋
溢
的
鼓
勵
說
話
令
人

感
動
。
一
位
獲
獎
同
學
代
表
致
謝
詞
，
她
以

八
十
後
青
年
身
份
吐
心
聲
，
驕
傲
自
豪
地
表

達
作
為
八
十
後
年
輕
人
充
滿
理
想
和
追
求
，

堅
持
追
求
卓
越
，
衷
心
感
謝
社
會
、
師
長
和

父
母
栽
培
。

大
專
院
校
將
三
改
四
制
，
聯
合
書
院
為
配

合
院
校
發
展
，
該
書
院
校
董
會
批
准
委
任
三

位
副
院
長
，
他
們
是
張
雙
慶
教
授
、
王
香
生

教
授
和
余
濟
美
教
授
。
可
喜
可
賀
，
實
至
名

歸
。

在
香
港
國
際
電
影
節
看
了
多

齣
中
聯
電
影
，
愈
發
覺
得
這
批

電
影
，
無
論
在
影
像
景
觀
、
演

員
人
物
、
故
事
訊
息
、
文
化
理

念
和
藝
術
技
巧
上
，
都
是
香
港
文
化

的
寶
庫
，
只
是
卻
猶
如
許
多
香
港
本

土
文
化
產
物
一
樣
，
被
過
分
地
忽
視

和
低
估
，
相
信
全
世
界
只
有
香
港
才

會
這
樣
棄
如
敝
屣
地
對
待
自
己
的
文

化
，
明
明
一
向
擁
有
許
多
文
化
，
包

括
優
秀
的
電
影
、
文
學
、
音
樂
、
戲

劇
作
品
及
其
人
才
，
卻
一
再
猶
如
強

迫
性
妄
想
症
般
自
稱
為
文
化
沙
漠
，

而
因
為
認
定
自
己
沒
有
，
其
中
的
空

隙
就
急
急
引
進
或
邀
請
西
方
、
中
國

內
地
、
台
灣
或
地
球
上
任
何
地
區
，

總
之
不
是
香
港
的
作
品
和
人
才
填

補
。這

樣
排
斥
本
土
、
矮
化
本
土
的
作

風
，
香
港
在
全
世
界
而
言
的
確
最
有

特
色
，
難
怪
吸
引
大
量
遊
客
來
觀

光
、
嘲
笑
這
樣
鄙
視
本
土
的
地
方
，

亦
只
有
在
這
樣
踐
踏
本
土
文
化
的
地

方
，
才
能
為
遊
客
帶
來
最
大
的
快
感

娛
樂
。
其
實
這
論
調
已
有
許
多
人
提

出
了
許
多
遍
，
幾
乎
已
成
為
老
生
常

談
的
、
可
令
人
厭
倦
的
話
題
，
沒
有

什
麼
值
得
再
寫
，
何
況
由
於
趨
勢
、

市
場
、
生
計
、
資
金
、
撥
款
、
政
策

等
等
路
人
皆
知
的
原
因
，
香
港
本
土

文
化
具
有
更
大
的
人
為
原
因
促
使
它

走
向
邊
緣
絕
地
，
說
來
說
去
最
終
就

是
市
場
、
金
錢
和
生
活
的
問
題
，
沒

有
人
可
以
違
背
，
事
情
只
能
繼
續
如

此
，
除
非
本
土
文
化
突
然
像
變
魔
術

般
供
應
出
市
場
和
金
錢
，
否
則
再
多

談
也
是
這
樣
。

當
然
我
輩
對
應
該
談
論
的
還
是
會

談
，
值
得
推
介
的
香
港
文
學
和
電
影

本
就
談
之
不
完
，
我
想
談
的
香
港
文

學
新
書
太
多
，
而
時
間
太
少
；
以
本

文
來
說
，
我
本
想
再
續
談
在
香
港
國

際
電
影
節
看
到
的
多
齣
中
聯
電
影
，

不
意
多
講
了
對
本
土
文
化
的
憂
心
，

中
聯
電
影
留
待
下
次
再
談
。

略談香港本土文化

第
一
次
聽
到
有
人
說
﹁
心
知
肚

明
﹂
這
四
個
字
，
不
禁
惱
怒
，
有

話
便
直
說
，
為
什
麼
要
人
猜
測
，

難
道
，
我
是
你
肚
裡
的
蛔
蟲
嗎
？

聽
得
多
了
，
耳
濡
目
染
、
潛
移
默

化
，
有
一
天
，
忽
然
頓
悟
：
這
個
莫
大

高
深
的
做
人
道
理
，
我
為
什
麼
以
前
想

不
通
？

Sim
ple

and
naive

的
人
，
質
疑
﹁
心

知
肚
明
﹂
這
幾
個
字
太
曖
昧
、
不
清

晰
，
於
是
，
便
給
它
戴
了
一
頂
帽
子

—

有
﹁
中
國
特
色
﹂
的
東
西
。

話
說
回
來
，
有
中
國
特
色
也
不
一
定

是
貶
詞
，
中
華
文
化
博
大
精
深
，
自
古

迄
今
俱
佔
重
要
席
位
，
不
過
，
讓
一
些

似
懂
不
懂
的
南
郭
先
生
污
染
了
，
有
中

國
特
色
，
並
不
一
定
是
揣
測
上
意
的
。

現
代
人
的
毛
病
，
是
眼
中
只
看
見
別

人
的
缺
點
，
自
己
的
錯
失
都
藏
在
背

後
，
所
以
，
吾
日
三
省
吾
身
檢
討
自
己

有
什
麼
問
題
這
種
美
德
，
值
得
鼓
勵
。

再
說
，
現
代
人
不
是
鼓
吹
什
麼
價
值
多

元
化
嗎
？
不
是
提
倡
應
該
給
予
每
個
人

都
有
自
己
的
空
間
嗎
？

那
麼
，
用
每
個
人
自
己
的
尺
度
，
去

衡
量
這
件
事
自
己
的
得
與
失
、
對
與

錯
，
不
是
比
由
別
人
指
出
更
順
理
成
章

和
更
容
易
接
受
嗎
？

﹁
心
知
肚
明
﹂
也
不
僅
只
是
中
華
文

化
才
有
，
其
實
，
各
種
宗
教
都
存
在
或

多
或
少
的
類
似
理
念
。

造
物
主
不
直
接
要
求
信
徒
為
某
項
罪

受
罰
，
只
是
信
任
每
個
信
徒
自
我
檢

討
、
告
解
、
懺
悔
、
補
贖
。
每
個
人
心

知
肚
明
幹
過
什
麼
，
自
己
尋
求
告
解
糾

正
、
受
罰
。

宗
教
人
士
定
期
搞
退
省
避
靜
，
修
道

的
人
到
了
某
階
段
要
閉
關
，
都
是
煉
心

知
肚
明
的
功
夫
。

心知肚明

對樓家的小女孩專業學鋼琴了，彈得行雲流水的。
前年，她還只在練習音階呢，和另外一家學薩克斯的
同齡小男孩一樣。小女孩家在我南面書房對面的那棟
樓，小男孩家在我北面臥室對面的那棟樓，每到周末
一大早，小男孩吹音階把我叫醒，烏哩哇啦的，一直
不見長進，有點擾人，始終是那幾個乾巴巴的音符，
很強的氣流從銅管裡吭哧吭哧地噴出來，費力得很。
等我坐到書房這邊，小女孩也開始練鋼琴了，叮咚叮
咚沒個調調，曲子彈不順暢，彈 彈 卡住，讓人覺
得腳底心好像猛然踩 了石子，心裡難受。
起初，那真是一段令人煩躁的日子。
我們小時候沒有這些，電視上看看，覺得美，嚮

往，但是不可及。那時候喜歡中央電視台的《外國文
藝》節目，有芭蕾舞劇，《胡桃夾子》、《睡美人》、
《天鵝湖》等，聽了音樂，欣賞了芭蕾舞，已經很滿
足，重播也不願意錯過，一遍又一遍地看，好像也練
習了一下耳朵。
男孩子家似乎只在周末有空的時候送他到音樂老師

那裡學，平時少練習，學來學去依然停留在音階階
段，老吹不順暢，節奏也掌握不好。女孩子就不同
了，她父親是學音樂的，十分上心地督促女兒，每天
起碼練習兩個小時。一天稍晚時候，父親的聲音傳
來，他對女兒說：「你好好練琴，爸爸好好做飯。」
隨後女孩子的琴聲傳來，居然成調子了，靈動了。父

親一邊做飯一邊
還大叫 糾正
她，「不要這麼
僵硬，放鬆，放
鬆⋯⋯這樣就對
了，好！」女兒
的琴聲果然好了
些。聽到這裡，
我心生感動，寫
了一首詩：「輕
輕敲下去/慢慢舒
展開/一朵蓮花/
又一朵蓮花/悄悄
盛開了」。
女孩子越彈越

好，聽起來逐漸
有了享受音樂的
感覺，她練琴的
時間也越來越
長，周末的上午
和下午都在練。

每回練，父親必然陪 ，悉心指導。前段時間可能要
參加演出，或者是考級，連續練習 一首波卡爾舞
曲。父親訓斥聲也越來越嚴厲，似乎進入了培養良好
習慣的攻克階段，「叫你不要這樣彈，手要弓起來，
好不好？肩膀放鬆⋯⋯你一定要這樣彈嗎！」聽 這
樣的聲音，可以想見女孩子眼裡含 淚水。歇了一會
兒，女孩子又接 彈。在一個變奏間，女孩子彈得有
些無力，父親又呵斥她重來，或者給她示範過，在我
聽來，彈成了進行曲的鏗鏘了。於是在網絡上搜索名
家的演奏來聽，也果然覺得他用力了點。不過這也許
是個人的風格，我不懂音樂，就是瞎聽，聽一個感
覺。
現在小孩子的生活條件好，父母可以提供各種機

會。只是提供機會而已，教育重在言傳身教、潛移默
化，父母不懂的，手段粗暴，反而南轅北轍。有朋友
是大提琴手，她母親不懂音樂，但是有 偉大的犧牲
精神，每回送她去學，必然認真地守在老師身邊，把
老師的每句話牢記在心。回到家裡，按照老師的話糾
正 她的每一個動作。據她說，初學的前兩年，拉音
階拉空弦，令鄰居煩躁不安。後來，等她考上音樂學
院，她的母親也可以做音樂老師了，弓子怎麼放，手
臂如何擺，音準，拍子，清清楚楚的。
藝術教育美化人的心靈，尤其形式上最為抽象的音

樂，敲擊 內心，一點點地滲透、牽引、呼喚 ，把
人類天然具備的美感培育出來。我也學了兩天音樂，
我對老師說：「不行啊，這個節奏我掌握不了。」老
師說：「節奏感每個人都有的，就是要多練習，這個
是天然的，任何人都有。」她這麼說，讓我想起了數
學，數學的能力也是每個人都有的，1＋1＝2，每個
人都可以學得會。這些最抽象的能力，都是天然具備
的。可是，臥室這邊對樓家的男孩子，為什麼三四年
來，依然還在音階？還是一股費勁的氣息從銅管中毫
無章法地衝出來？這個，未知歸因於天賦還是教育方
式了。好比，學得會1＋1＝2，不一定學得會高等數
學吧。
又想起一回在體育館遇到一個運動員教他七歲的兒

子打羽毛球。他先要他練習壓低重心，在球場的對角
線上來回跑，起跳又蹲低，十分枯燥地重複 ；然後
又教他練習高遠球，球拍往上往上。父親黑黑的，兒

子也黑黑的，兩個人長得一模一樣，不過一個大一
號，一個小一號。父親寡言少語的樣子，每一出聲，
斷然指出錯誤，呵斥兒子重來。兒子悶頭重來，也是
一副沉穩的樣子，小小年紀，有 懂得吃苦的耐性，
儼然「幼承庭訓」，將來會有大出息了。父親懂啊，
知道如何下手。知道下手處，做事就事半功倍了。
常常，孩子是需要父母幫 判斷裁定的，需要適當

採用一點「暴力」，不能全然把決定權交給他們，任
他們率性而為，任性地荒廢了。有時候呢，父母望子
成龍心切，自己找不到入手處，其暴力溢出了嚴加管
教的範圍，變成了扭曲人性。所以育人，先要修一門
教育學，學 成為一個合格的家長，才能成就孩子
—這似乎也合了「教學相長」的說法。

海辛走了

馮翰文論簡化字

黃仲鳴

客聚

很
多
人
以
為
，
見
工
是
從
面
試
開
始
，
錯
矣
。
從
僱
主
的
角

度
看
，
對
一
個
應
徵
者
的
印
象
，
由
接
到
求
職
信
那
一
刻
已
經

開
始
。

找
一
份
工
，
其
實
就
是
推
廣
工
作
，
應
徵
者
必
須
為
未
來
僱
主

創
造
良
好
印
象
，
包
括
視
覺
、
聽
覺
、
情
緒
和
認
知
各
方
面
。
如
果
是

高
層
職
位
，
經
獵
頭
公
司
找
的
，
僱
主
可
能
早
已
知
曉
這
人
，
那
他
／

她
在
市
場
上
的
名
聲
和
形
象
，
也
是
見
工
的
一
部
分
。

先
說
一
般
初
級
和
中
級
職
位
。
我
近
期
接
觸
的
﹁
騎
呢
﹂
應
徵
者
，

就
有
以
下
通
病
。
首
先
，
履
歷
表
上
的
手
機
，
打
來
打
去
無
人
接
，
電

郵
地
址
又
錯
。
有
個
更
好
笑
，
每
次
打
去
，
說
話
不
到
五
秒
，
手
機
例

必
斷
線
，
他
說
會
打
回
來
，
當
然
沒
影
；
不
過
到
了
第
二
天
，
他
的
履

歷
表
又
再
寄
來
一
次
，
看
來
他
已
忘
記
自
己
應
徵
了
甚
麼
職
位
。
有
時

電
話
有
人
聽
，
但
是
個
很
惡
的
阿
媽
，
十
問
九
不
知
。

待
接
通
電
話
，
找
到
本
人
，
聲
音
卻
如
隔
夜
油
炸
鬼
，
或
者
十
級
感

冒
，
根
本
無
法
正
常
談
話
。
生
病
沒
有
罪
，
不
過
找
工
期
間
，
最
好
把

身
體
調
理
好
，
維
持
最
佳
狀
態
，
不
要
去
﹁
蒲
﹂，
早
點
起
來
梳
洗
，

九
點
後
一
定
要
開
手
機
。
我
想
任
何
僱
主
，
對
一
個
不
停
咳
嗽
、
不
停

﹁
包
雲
吞
﹂
的
人
，
都
不
會
有
好
印
象
。
容
貌
和
聲
音
都
清
爽
愉
快
，

見
工
就
事
半
功
倍
。
特
別
是
聲
音
，
聽
上
去
叫
人
舒
服
，
有
信
心
，
說

話
清
楚
成
熟
，
不
徐
不
疾
，
才
會
給
人
好
印
象
。

英
國
人
的
階
級
分

野
，
口
音
是
其
中
之
一
，
香
港
情
況
不
同
。
但
年
輕
人
如
要
向
上
流

動
，
還
是
應
訓
練
好
自
己
的
聲
音
。

有
些
年
輕
人
的
說
話
方
式
，
他
們
可
能
自
以
為
很C

ute
，
有
性
格
，

但
僱
主
卻
不
這
樣
想
。
舉

個
例
，
有
年
輕
人
見
工
時

本
來
好
好
的
，
但
突
然

問
：
﹁
咁
你
想
點
？
﹂
其

實
他
想
表
達
的
，
是
問
我

們
有
甚
麼
建
議
，
但
此
話

一
出
，
他
馬
上
出
局
。
有

個
女
的
求
職
者
更
奇
，
我

們
的
同
事
跟
她
說
，
我
們

提
供
的
薪
金
水
平
，
跟
她

要
求
的
應
該
相
若
。
她
卻

騎
騎
笑
，
反
問
同
事
：

﹁
那
麼
，
我
寫
的
薪
金
要

求
其
實
是
幾
多
呢
？
﹂
真

沒
見
過
這
樣
找
工
作
的

人
。

騎呢見工

百
家
廊

陳
　
莉

「八十後」

■海辛最有價值的作品，應
是這類「社區小說」。

作者提供圖片

■教育重在言傳身教、
潛移默化。 網上圖片

■藝術教育美化人
的心靈。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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