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仁
者
樂
山
，
智
者
樂
水
﹂，
中
國
古
代
的
許
由
孤
竹
是

提
倡
旅
遊
的
人
物
。
承
傳
下
來
，
在
祖
國
的
大
地
上
就
突

出
了
輝
映
世
界
的
山
川
名
勝
，
古
今
壯
觀
。

如
果
從
旅
遊
文
學
的
角
度
考
察
，
形
成
優
良
的
傳
統
卻

有
悠
遠
紀
錄
的
：
從
東
西
晉
、
南
北
朝
以
迄
宋
元
明
清
，

歷
代
都
出
現
了
優
美
傑
出
的
作
品
。
追
溯
起
來
，
我
們
可

讀
到
陶
淵
明
、
王
羲
之
、
酈
道
元
、
柳
宗
元
、
歐
陽
修
、

范
仲
淹
、
蘇
東
坡
，
以
至
袁
宏
道
、
張
岱⋯

⋯

都
以
名
文

傳
世
。
他
們
以
文
學
修
養
之
筆
備
盡
寫
景
抒
情
之
能
事
。

試
舉
︽
蘭
亭
集
序
︾、
︽
岳
陽
樓
記
︾
兩
文
就
已
傳
誦
千

載
，
王
羲
之
的
抒
發
人
文
哲
理
，
范
仲
淹
描
寫
洞
庭
湖
及

其
政
治
家
以
民
生
家
國
為
念
的
襟
懷
感
人
至
深
。
不
論
從

思
想
感
情
、
文
學
技
巧
，
都
是
優
良
的
例
證
。

但
是
旅
遊
文
學
在
歷
史
上
卻
有
古
今
之
別
。
古
人
出

遊
，
因
交
通
險
阻
，
需
負
載
糧
食
備
用
，
卻
也
不
能
阻
止

他
們
尋
幽
探
險
的
意
趣
。
多
數
騷
人
墨
客
謫
遷
之
士
，
則

重
於
抒
寫
懷
抱
。
另
一
種
的
旅
遊
見
於
考
證
地
域
風
俗
文

獻
，
各
成
一
家
之
言
，
例
如
酈
道
元
寫
的
︽
水
經
注
︾、
徐

霞
客
寫
的
︽
徐
霞
客
遊
記
︾，
也
具
有
文
學
的
特
點
，
尤
以

︽
水
經
注
︾
描
述
三
峽
之
奇
險
風
光

之
深
沉
幽
靜
，
以
清
麗
的
散
文
紀

錄
下
來
，
成
為
傳
世
的
名
篇
。

自
近
代
以
還
，
由
於
科
技
的
發

展
，
給
予
旅
遊
的
便
利
與
樂
趣
，

已
大
異
於
古
代
了
。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人
文
景
觀
、
自
然
景
觀
呈
現
的

風
貌
，
如
泰
山
之
雄
峻
、
廬
山
之
韶
秀
、
黃
山
之
幽
絕
、

峨
眉
之
高
涼
、
長
江
之
浩
蕩
、
黃
河
之
渾
茫
、
塞
外
之
雪

景
、
青
藏
之
縹
緲
、
雄
關
的
勝
概
、
中
原
的
史

⋯
⋯

都

提
供
了
涉
足
登
臨
欣
賞
的
條
件
，
真
是
無
遠
弗
蓋
，
無
處

不
到
。
就
創
造
文
化
產
業
而
言
，
這
是
豐
富
的
資
源
，
以

﹁
無
煙
工
業
﹂
稱
之
可
謂
比
擬
得
當
。

值
得
注
視
的
是
，
遠
邁
古
人
的
華
文
旅
遊
文
學
形
成
的

盛
況
，
是
視
野
擴
大
了
，
結
合
全
球
化
的
形
勢
，
推
動
了

與
世
界
各
國
、
各
民
族
文
化
的
交
流
與
認
知
，
對
促
進
世

界
和
平
起
了
作
用
。
但
是
華
文
的
旅
遊
文
學
更
應
突
顯
特

色
的
，
例
如
抒
寫
故
國
之
思
，
鄉
土
之
戀
、
三
情
︵
親

情
、
友
情
、
族
情
︶
之
抒
發
，
對
海
外
僑
胞
、
華
人
是
具

有
凝
聚
民
族
團
結
影
響
的
。
我
認
識
一
位
美
籍
華
人
作
家

少
君
，
近
年
以
散
文
描
述
他
遊
歷
所
見
所
聞
所
感
，
洋
溢

對
故
國
、
鄉
土
、
三
情
的
感
受
，
獲
得
很
好
的
評
價
。

說
到
這
裡
，
有
關
國
際
華
文
旅
遊
文
學
的
創
作
，
還
應

特
別
注
意
真
實
性
、
藝
術
性
和
人
性
的
審
美
結
合
，
才
能

更
好
地
發
揮
以
漢
文
為
載
體
的
文
學
功
能
，
在
世
界
文
學

之
林
獨
樹
一
幟
，
不
負
祖
國
山
川
形
勝
的
美
譽
。

1994年9月20日，日本東京
上野國立西洋美術館主辦一個
畫展，從名稱上看也可算是一
個回顧展，那「1874年—
【巴黎第一屆印象派展】和那
個時代的畫壇」。
印象派是西洋畫壇影響力最

大的畫派，當時卻不被當代人
普遍接受。無論何時何地，一
切走在時代前端的思想、主
義，出現在他們的那個時代總
要備受歧義和歧視。巴黎一群
新生代畫家，極端不滿當時主
宰藝術界的官方「沙龍」評審
們的保守和排擠，設立了一個
「無名藝術家協會」，並為同仁
們辦聯展，也就是上述的「第
一屆印象派畫展」。這個試圖
推翻傳統的展覽不算成功，因
為「無名藝術家協會」縱然刻
意選擇在「沙龍展」的兩個星
期前開幕，結果，同樣為期一
個月的畫展，慕名到沙龍參觀
沙龍展的人數共有40萬人，前
去觀賞印象派展覽的觀眾僅有
3,500名。
參與1874年4月15日的印象

派畫展的有莫內、畢沙羅、塞
尚、雷諾亞、德加等畫家，他
們推出嶄新的，也是離經叛道
的創作風格，不但受到群眾排
斥，還引來許多批評家的嘲笑
和諷刺。莫內的風景畫《印
象．日出》被當時著名藝術評

論家路易．萊魯瓦在《費加羅報》撰文批評是「未完
成的作品，正如小學生塗鴉的程度，不知道畫的是日
出還是日落？」意猶未盡他充滿嘲嘰地寫「它的表現
手法多麼輕率、隨意，連印花壁紙的紙胚都還比這幅
海景畫得更仔細更精美。」也是他，無意中為這個畫
派立下新名稱「對這個畫展的作品的畫法無以名之，
只有稱之為『印象主義者畫展』。」
「印象派」從此產生。
1995年7月22日—11月26日，美國芝加哥藝術館主

辦一個展覽，入門票的黃牛票價格被炒到一百美元一
張，許多觀眾為了爭取優先入場的特權，短短一個月
內，超過4萬人湧去註冊成為芝加哥藝術館的新會
員。前來參觀的民眾過於踴躍，主辦單位不得已，每
星期有4天，藝術館延長開放時間至晚上9點。
這一個轟動全美的畫展，主角人物是克勞德．莫內

（1840—1926）。1840年出生於巴黎的莫內，5歲隨家
人遷居到法國諾曼地一個沿海小鎮。莫內年紀輕輕就
已顯露他藝術創作上過人的才華。15歲成為他居住小
鎮勒哈佛爾著名的諷刺漫畫家，獲得當地人的欣賞，
開始賣畫為生。但對藝術另有追求的莫內，並不滿足
於衣食無虞且小有名氣的日子。他決定到巴黎去學
畫，只不過，他沒有滿足父母的期望：進入一間名畫
家主持的畫室去學習，而是向一個，有一次他再度回
鄉去農村寫生時，無意中認識的荷蘭畫家托特．約翰
京討教。莫內曾經對朋友說：「約翰京是我真正的老
師，是他，我的眼睛才能獲得決定性的教育。」
他所畫的印象派風格作品，無法讓當時當地的人接

受，最後就連他的家人也不願意繼續在財力上支持
他，結果他的生活有一陣子陷入困境。然而沉迷於
「水和光和花」的藝術世界裡的畫家，堅持不向惡劣
的環境低頭。大自然繁複的天光、水氣、花影的變化
始終是他永恆的追求，他的執 ，終於使他成為藝術
史上對光線和色彩最敏銳的藝術家。
已經成名的莫內最終選擇離開巴黎熱鬧的社交生

活。頻繁的晚宴和酒會令莫內靈感枯澀，他深深地厭
惡「這個可怕而令人不快的地方」。1883年，他在艾
普特河和塞納河的交匯處，一個叫吉維尼的地方租下
一棟洋房，帶 他的第二任妻子愛麗絲和孩子們一起
搬遷過來。每天早睡早起，為了出門寫生，他發現這
裡才是啟發他創作靈感的田園。
1890年他買下原本租住的吉維尼花園。這個時期的

畫家，生活豐裕安定，充滿生命力的大自然田園風
光，是喜歡自然和花樹的莫內所嚮往和期待的居所。
本身就是一個完美主義的畫家，到處去搜集各種各類
美麗而新奇的花種，費盡心思，營造設計成自己理想
的吉維尼花園，也是他創作的題材之所在。在這裡，
莫內完成他一生中最傑出和優秀的鉅作。
受到日本浮世繪版畫的影響，莫內將吉維尼園林其

中一個部分的設計，闢建成一個充滿東方情調的睡蓮
池，並用一座日本橋連接兩個池。他的「日本橋」和
「玫瑰花廊」系列作品說明他對園林的滿意和喜愛。
1895年，印象主義大師莫內開始大量創作「睡蓮池塘」
系列，在不同的時間、從不同的角度，於不同的氣候
下描繪他視線裡交錯的光影。「他想要畫的是光的震
顫、水的波動、空氣的透明、樹葉的閃爍。」有個畫
評家看莫內作品時提到「光、水、空氣、樹葉是風
景，震顫、波動、透明、閃爍則是氛圍。」風景簡
單，氛圍不易，莫內的畫因此「一寸寸都是活的」。
莫內在1908年發現視力逐漸消退，經醫生診斷是白

內障。當年的醫學無法為他恢復正常視線。而他後期
畫中的睡蓮，顏色不再似早期的優雅甜美，討喜的裝
飾意味也一併消失了去。畫面上這時充斥 的是大膽
狂野的線條和放恣渾沌的色彩。因此引人懷疑，晚年
的莫內創作出來的「睡蓮」是因為視網膜脫落後出現

了「脫軌」的想像色調。然而，無論外頭的人怎麼批
評，莫內堅持繪畫到他去世的1926年為止。
1998年，在蘇富比拍賣行，莫內的一幅「睡蓮」創

下一個天價記錄，成交價格是1980萬英鎊。2002年6
月在倫敦蘇富比拍賣行，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競投
者以1350萬英鎊，買下莫內1908年創作的另一幅「睡
蓮」。
旅遊歐洲時，在倫敦泰德美術館，看見莫內的巨幅

「睡蓮」，內心的讚歎無法以言語形容，唯有在臨回國
前，重搭地鐵，出來後再一次經過世紀橋，又走進泰
德，面對「睡蓮」，坐一個上午。清涼的水氣緩緩從
水波瀲灩的蓮花池塘飄逸到寧靜的室內，在不朽的傳
世巨作前留連至約好的上機場時間，才深深吸一口
氣，再回頭看一眼，徐步走到外頭，霧氣瀰漫的倫敦
似乎更朦朧了。
《現代繪畫辭典》為莫內冠冕為「印象派中最印象

派的畫家」，印象派另一位大師保羅．塞尚，提到莫
內時則說：「莫內呀，只不過是隻眼睛，但，美好的
上帝，那是何等獨特的眼睛呀！」莫內有一雙超越他
身處的時代的眼睛。只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的
是，一個不能恢復正常視線的畫家，卻為未來的藝術
空間開啟了全新的視覺世界。從前那些對莫內的作品
惡意的攻擊和挑釁的批評，在今天已然顯示，發言的
人是多麼地缺乏慧眼和保守閉塞，可能還懷 妒忌的
心態。難怪冷靜的藝術創作者最喜歡說：「所有的爭
辯都屬於多餘，還是讓作品自己說話吧。」
印尼巴里島有一個藝術館的館主蘇得惹尼卡「非常

羨慕一個藝術家能夠活二次，人在世時活一次，死
了，作品又活一次。」
其實藝術家何只活二次呢？
誹謗、妒忌、輕忽、嘲笑、責難、攻擊、排擠、一

切都會成為過去，只有真正的藝術作品，是永恆不朽
的。

從前，讀古人的詩句，從溫柔敦厚的《詩三百》，歷漢魏樂府，
下及唐宋詩詞。總是奇怪為甚麼故鄉在他們的筆下是那般悵然與
熾熱。等到後來，自己也東出潼關，離開了少長於斯的八百里秦
川，求學異地。才曉得，故鄉，原來是那麼一個令人感到溫馨的
詞語。無論你走了多麼遠多麼久，在你的心底裡總會有那麼一方
淨土留予你最適心的憩息。你會在某年某月某個他鄉，不經意間
被某個東西觸動，然後默立良久。在一片濃蔭下，遙想那些鮮活
在記憶中有關故鄉的意象。
在初夏時節，望 簾外扶風的弱柳，葳蕤的花木，突然想起了

故鄉。此時此刻，故鄉該會是怎樣一幅景象呢？少時常常映入眼
簾的油菜花，此際是否已然開放呢？想起故鄉盛開在初夏的那大
片大片的炫人心目俱喜的金黃色的油菜花。偶爾有陣微風拂過，
登時株株油菜便花枝招展的舞在夏日的田野裡。少時的自己，時
常跟在同村一群大不了自己幾歲的大孩子後面，學 用紙張如何
疊成一副紙夾子。夾子的如筒狀分別套在大拇指及並起的食指和
中指間。站在繁花似錦，宛如一汪金黃色的湖水的油菜田畔，向
那些枝條舒展的油菜梢頭，屏住呼吸靜靜地盯 一隻隻如同朵

隱隱的霧一般的蜜蜂的翅膀，在它們安靜地啜 花心的花粉時，
冷不丁地用手中的紙夾子敏捷卻又恰到好處地夾住，然後放在隨
身攜帶的小瓶子裡。那時的我們，尚不知道，蜜蜂之於油菜花成
長的重要性。只是在我們年少的眼中覺得一切是那麼好奇與好
玩，成為充斥 些許貧困和閉塞的童年之中最為美好的回憶了。
童年最深的印象便是一群乳臭未乾的鄉下毛孩子，一個個目不

轉睛的立在油菜田邊小心翼翼地伺機捉 一隻隻嗡嗡飛舞的蜜
蜂。偶爾用力過猛，逮住蜜蜂時才發現已被自己不小心弄死了。
那時節，便會一個人懊喪不已的佇立良久。有時，一不留神便被

惹惱了的蜜蜂狠狠地螫上一口，這時，便會一大夥孩子嘰嘰喳喳
地聚在一起商量對策。時常是聽從了大孩子的建議，尋一樹尚泛
青色的柿子，摘下一個來，咬掉小小的一塊，將留 齒印且淌
汁的柿子迅速地敷在被蜜蜂叮過處，這時才常常舒下一口氣

來，彷彿在按規章操作完了這一切流程後，被螫處便會減輕了許
多疼痛似的。
待到周末與母親通電話時，和母親談及此事。母親笑 說道：

「傻孩子，現在才幾月份？離油菜開花還有一個多月呢。」在和母
親絮絮叨叨地嘮了許多家長裡短之後，掛了電話。一個人靜靜地
漫步於夏日的星空下。原來，思鄉猶如一種病。一種悄悄地潛伏
在你腦海深處的疾病。時不時的從腦海中冒出，一個個和故鄉有
關的意象只是在提醒 托身他方的遊子，常回家看看。看看那兒
的一草一木，以及關於故鄉的記憶。在舉頭仰望那滿天星斗時，
還固執的念念不忘 故鄉，遙想 有關於童年的一切一切，遙想
故鄉遍地黃花。

那一年去北京，在火車上碰到一個特別能侃的「侃
爺」。這「侃爺」有四十多歲，一口北方口音，見人就
熟，特別能侃，可以說是一個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
天上知一半，地下全知道的主。
他問我是哪裡的。當知道我是襄陽（那時還叫襄樊）人

時，就連忙說：「知道，知道，我去過。我在那裡做生
意，住過一年多。我還有個朋友在那裡辦工廠。襄樊真是
個好地方。如果要考慮從北京遷都到別處，那是一個建新
首都的最好地方。」我當時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心裡
真是大吃一驚。我連忙問道：「為甚麼？」他不慌不忙地
說道：「那裡有漢江這麼好的一條江，水資源足夠了吧。
那裡沃野千里，良田萬頃，糧食足夠了吧。那裡資源豐
富，物產豐沛，又產小麥，又產水稻，芝麻、花生、棉
花、玉米全都長得很好，可以滿足各種人的口味，南方、
北方的人都適應，足夠了吧。那裡交通有陸路，四通八
達；有水路，漢江如果開發好了，相當於多瑙河的交通運
力，還可以直接通往長江；有鐵路，漢丹鐵路、焦枝鐵
路、襄渝鐵路在襄樊交匯；還有機場。襄樊自古就是交通
要塞，素有『南船北馬、七省通衢』的說法，交通足夠了
吧。那裡四季分明，但又是夏無酷暑，冬無嚴寒，氣候足
夠可以了吧。最主要的是那裡又無大的自然災害，不在地
震帶上，不會發洪水，又沒有泥石流，沒有風沙，安全足
夠了吧。如果要是打仗，襄樊在中國的中心，又在中原一
帶，很安全，仗打大了，還可以退到重慶、四川一帶。怎
樣，如果要找一個建首都的新地方，到哪去找這樣的好地
方。」
這「侃爺」太不得了啦，我心中真是從不屑到吃驚，到

有點佩服他了，他真是比我這正宗的襄陽人知道得還多。
我不甘心，又問道：「建首都，不光要考慮你前面說的那
些，那文化呢？歷史呢？」那「侃爺」又不慌不忙地說
道：「歷史，襄樊有2800多年的歷史。文化，襄樊的文
化，尤其是楚文化相當出色。歷史上的襄樊文化人從戰國
時期辭賦家宋玉；東晉史學家習鑿齒；南朝編纂家蕭統；
唐代詩人孟浩然，北宋書畫家米芾，個個都是世界級的大
師。還有伍子胥、劉秀、龐統、蒯越，哪個不是了不起的
歷史名人？你說還愁什麼歷史、文化的底蘊。」
我想難倒他，就說道：「你說了襄樊這麼多的好，那襄

樊的不好之處呢？」他想了想，接 說道：「缺點，襄樊
還是有不少，說出來你這襄樊人可別生氣。」我說：「那當
然不會生氣啦。不能正視缺點，還怎麼往前走。」「侃爺」
扶了扶鼻樑上的眼鏡，又說道：「那依我看，襄樊是一流的
自然資源，但是二、三流的管理水平。一些行政管理人員
吃、拿、卡、要，尤其是對外地來經商、辦廠的人。還有襄
樊人請客喝酒，非要把客人喝倒，喝趴下了，才覺得是盡了
地主之誼，其實這是非常落後、粗鄙的做法。我就最怕襄
樊人請我吃飯。至於文化、歷史，襄樊是非常深厚的，但
襄樊的吃文化卻不怎麼樣，沒有什麼特點，沒有在全國叫
得響的小吃，至於大菜，更是談不上⋯⋯」
聽了這「侃爺」的一席話，我真是從心中佩服他了。雖

然他的一些話也讓我這個襄陽人不舒服，但他對襄陽的評
價，每句話都鞭辟入裡，入木三分，發人深省。
是的，每次站在美麗的漢江邊，我都為上天恩賜於襄陽

人這麼美麗、豐饒的一江之水，江兩岸肥沃、富饒的土地
而驕傲，更以自己是一位襄陽人而自豪、欣慰。清初顧祖
禹獨撰的《讀史方輿紀要》上是這樣記述襄陽的：「上流
門戶，北通汝洛，西帶秦蜀，南遮湖廣，東瞰吳越。」
「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自古以來，襄陽便是文
人墨客，紛至沓來，吟詩作畫，流連忘返的地方。襄陽更
是兵家、商家必爭之地。
但這璀璨的漢江明珠帶給我的不只是自豪、欣慰，還有

苦澀、辛酸。比如說，在美麗的漢江上，一些人用電打
魚，用炸藥炸魚，這種斷子絕孫、竭澤而漁的行為，卻多
年得不到根絕。其實這件事不用想得太複雜、太高深，它
就是人力、物力投入的不足，和管理的缺位。「襄陽好風
日，留醉與山翁。」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大詩人王維來到襄
陽，望 這美麗醉人的景色，他不禁吟出了如此美妙的詩
句，更想長久地留在這裡，與山翁一起同醉。一千多年
後，襄陽人還能讓這好風景長留襄陽，讓遠道而來的人留
在此地，永遠也不願離開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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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陽好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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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的第一卦，就出現「龍」。第一卦（乾卦）是
這樣開始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一句
帶哲理性的話，很受人們喜愛。這句話鼓勵人們自強
不息，遵從天地之間的活動規律，這給人們帶來了十
分正面的啟示。然後說到了龍，「時乘六龍，以御天
也。雲行兩施，天下平也。」
這裡說的「時乘六龍」，御天，施雲雨，說的是天

地間正常的運行狀況。能夠掌握天地自然的規律行
事，就能夠諸事順利了。「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
統天」，這就進入了「天行健」的狀態。
每一卦有六爻。（爻是構成《易》卦的基本符號，

有陰與陽。陽爻是一橫畫，陰爻是中斷的一橫畫）。
六爻的交錯，組成了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每卦有爻辭。第一卦的開始，就是「潛龍

勿用」，說到了龍。
「龍」在這裡，讓我們理解為天地間的正確規律

吧。「潛龍勿用」，是天地運作的一種情況。在某種
情況下，龍是在潛伏，聚蓄力量，暫不多動作。跟

是「見龍在田，利見
大人」，可以做一些事
了。當然是遵從天地
規律的。（君子學以
聚之，問以辯之，寬

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
人，君德也。這都是說符合規律的正面狀況。）「龍」
在這裡，可以理解為掌握規律而作出的行為。龍也是
有進要潛伏勿用，有時見龍在田，從事合時的活動。
今年龍年，我們同樣是要努力按照客觀規律行事，這
就能夠萬事順利。
《易經》，有六十四卦。人們愛占卦，有時也拿

《易經》來作占卦之用。但是《易經》的六十四卦，
其實是歸納世間萬事，取出六十四種類型，成為六十
四卦。但《易經》不是簡單的占吉凶，你占得一卦，
只是說你現在所處的狀況，正好是某一類型。每一類
型都要看客觀實在情況，再好好發揮。
《易經．繫辭下傳》，敘述包羲氏始作八卦的情

形，「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歡鳥類之文，
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
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羲氏的時候，還沒
有文字，就靠眼觀天地萬物，歸納為若干基本的道
理，用一陽一陰的兩橫劃，組成八卦，進而六十四

卦，這樣來表現天地萬物規律的道理，真是了不起的
事。所以，每一卦，其實就代表 某一方面的狀況。
這裡面，同樣包涵 多方面的內容與變化。所以，占
得一卦，可以思考的內容很多。就像龍，龍在這裡也
表現了客觀規律的變化。有時見龍在田，有時潛龍勿
用。
今年龍年，祝福大家更有龍的精神，結合實際情

況，做出更好的成績。
易經的《繫辭下傳》，生動地描述包羲氏、神農氏

的時候，這些傑出的領導人物，怎樣掌握天地客觀規
律，而使人民的生活一步步地創新、改進。神農氏的
時候，改善了耕作器具，發展了農業，於是產品多到
可以進行交易：「日中為市，聚天下之貨」。這時人
民的生活大大豐富了。
現在，人們掌握的知識和技術更多，因此，科學家

們所思考的已不只是普通工具的製作，現在是想上天
了。人類發射的衛星已經在宇宙間運行，人們想飛去
探索那無窮的宇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衛星是今天人
們製作的龍，這些龍還在不斷地向地球人類傳回宇宙
的訊息。這些真實的龍，比人們以往想像的龍，神通
廣大得多了。
龍年，人類精神上的龍，比過去任何時候的龍，都

更神奇，更偉大，正在創造神奇的未來。

龍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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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想故鄉黃花

■王江鵬

■油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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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內的作品《日本橋與睡蓮》。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