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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錢
人
的
第
二
代
，
近
年
很
多
都
冒
出
頭

來
，
成
了
新
聞
人
物
，
其
中
不
是
甲
的
婚
宴
花

費
了
若
干
天
文
數
字
，
就
是
乙
喝
了
幾
萬
元
一

枝
紅
酒
，
丙
新
歡
的
鑽
石
項
鏈
價
值
連
城
之

類
，
在
報
紙
頭
條
上
閃
過
一
陣
子
光
，
很
快
就

給
人
忘
記
了
，
何
況
類
似
甲
乙
丙
的
風
頭
，
丁
和
戊

照
辦
煮
碗
，
己
庚
辛
壬
隨
後
效
尤
便
已
平
平
無
奇
，

這
種
大
富
花
錢
遊
戲
，
總
跳
不
出
什
麼
花
樣
，
漸
漸

已
失
去
新
鮮
感
。

倒
是
其
中
一
則
，
才
奪
目
光
芒
。
據
說
一
個
Ｌ
姓

富
二
代
，
不
聲
不
響
，
憑
藉
家
族
溫
暖
工
程
基
金
，

先
後
開
設
了
三
家
與
別
不
同
的
超
級
市
場
，
而
且
聽

說
今
後
仍
有
計
劃
陸
續
擴
展
更
多
分
店
，
這
家
超

市
，
主
要
為
基
層
顧
客

想
，
店
中
所
有
主
要
日
常

用
品
，
一
律
貼
近
來
價
出
售
，
在
大
超
級
市
場
一
窩

蜂
天
天
抬
高
物
價
，
消
費
者
怨
聲
載
道
聲
中
，
這
家

平
價
超
級
市
場
，
可
真
是
一
股
清
流
，
教
人
拍
掌
叫

好
。原

來
這
第
二
代
，
就
是
由
代
母
給
他
一
口
氣
產
下

三
個
活
潑
嬰
兒
的
父
親
，
這
三
胞
胎
年
前
亮
了
相
，

人
見
人
愛
，
人
人
祝
福
，
日
後
三
胞
兄
弟
在
溫
暖
家

庭
健
康
成
長
，
受
到
良
好
家
教
薰
陶
，
得
以
繼
承
父

業
，
發
揚
行
善
精
神
，
便
是
善
因
種
出
來
的
善
果

了
。有

朋
友
曾
到
過
小
Ｌ
公
司
見
工
，
對
那
位
Ｌ
先
生
印
象
奇

佳
，
Ｌ
信
佛
，
很
快
便
從
公
司
事
務
談
到
佛
經
，
不
說
沒
有
人

知
道
，
他
之
所
以
僱
用
代
母
產
子
，
也
出
自
信
佛
的
理
念
，
外

人
是
否
了
解
則
是
另
一
回
事
。
總
結
一
句
，
這
第
二
代
富
而
不

驕
，
做
事
踏
實
，
與
他
開
設
平
價
超
級
市
場
同
出
一
轍
。

都
說
香
港
是
富
人
天
堂
，
多
幾
個
這
樣
的
第
二
代
，
不
止
是

港
人
之
福
，
也
是
那
些
大
富
家
族
之
福
，
至
少
上
輩
忠
厚
，
身

教
有
功
，
後
輩
就
不
會
發
生
兄
弟
鬩
牆
，
妯
娌
爭
產
的
醜
聞
。

開
設
平
價
超
級
市
場
，
等
同
修
橋
整
路
活
功
德
，
後
人
看
見
想

起
創
辦
人
，
津
津
樂
道
某
某
所
積
善
福
，
那
股
敬
仰
之
情
，
論

光
芒
，
已
勝
過
什
麼
醇
酒
美
人
／
輝
煌
豪
宅
／
名
貴
房
車
和
救

不
了
燃
眉
之
急
的
紀
念
館
，
甚
至
私
人
擁
有
的
家
族
花
團
錦
簇

大
墓
地
。

百
家
廊

晨
　
風

行小善也是行大善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隨

內
地
開
放
自
由
行
，
近
年
內
地
人
經
常
成
為

網
絡
及
新
聞
中
的
主
角
，
就
連
電
視
劇
也
經
常
有
這

類
角
色
出
現
。
近
期
的
︽
法
網
追
擊
︾
中
，
黃
智
雯

飾
演
內
地
雙
非
孕
婦
，
口
音
不
正
，
霸
佔
醫
院
產
房

床
位
，
更
在
醫
院
內
橫
行
無
忌
，
公
然
於
病
房
裡
面

打
邊
爐
。
接

會
推
出
的
新
劇
︽
老
表
，
你
好

！
︾，
萬

綺
雯
、
王
祖
藍
都
是
扮
演
新
移
民
，
導
遊
阿
珍
的
經
典
一

幕
將
會
重
現
熒
幕
上
。

這
幾
十
年
來
，
電
視
電
影
裡
間
歇
都
會
出
現
一
些
內
地

人
角
色
。
戲
劇
反
映
生
活
，
隨

時
代
改
變
，
港
人
對
內

地
同
胞
有
不
同
看
法
，
於
是
內
地
人
在
戲
劇
上
的
形
象
也

有
所
不
同
。

要
數
經
典
內
地
人
角
色
，
一
定
是
一
九
七
九
年
︽
親
情
︾

中
的
阿
燦
。
那
時
的
內
地
人
給
人
的
印
象
是
無
知
的
大
鄉

里
，
知
識
水
平
不
高
，
經
常
撞
板
，
間
中
更
喜
歡
懶
醒
，
否

則
又
怎
會
答
應
跟
人
打
賭
鯨
吞
三
十
個
漢
堡
包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電
影
︽
省
港
旗
兵
︾
系
列
，
突
顯
內
地
和
香
港
在

經
濟
民
生
上
的
落
差
，
那
時
港
人
心
中
的
大
圈
幫
，
就
是
會

用
重
型
武
器
，
拿

A
K
—

47
四
出
打
劫
金
舖
，
電
影
相
當

暴
力
。
﹁
省
港
旗
兵
﹂
甚
至
成
了
跨
境
持
械
搶
劫
罪
犯
的
代

名
詞
。
在
上
世
紀
七
、
八
十
年
代
中
，
內
地
人
的
角
色
似
乎

不
是
大
鄉
里
，
就
是
悍
匪
，
都
不
太
正
面
的
。

上
世
紀
八
、
九
十
年
代
，
內
地
人
的
角
色
有
了
明
顯
的

轉
化
。
八
十
年
代
中
期
，
︽
新
紮
師
兄
續
集
︾
中
，
還
記

得
裡
面
的
周
潤
發
嗎
？
他
飾
演
的
張
竟
成
，
是
一
名
從
內

地
來
港
的
醫
生
，
是
個
知
識
分
子
，
劇
集
開
出
時
的
他
本

性
善
良
，
性
格
單
純
。
那
時
候
的
電
視
劇
，
很
少
會
描
寫

這
類
性
格
的
內
地
人
。
九
十
年
代
︽
表
姐
，
你
好

！
︾

一
系
列
電
影
，
帶
出
內
地
和
港
台
不
同
的
政
治
及
生
活
方

式
和
態
度
，
鄭
裕
玲
飾
演
的
表
姐
對
港
式
生
活
不
了
解
，

製
造
了
不
少
笑
料
，
依
然
有
點
大
鄉
里
的
味
道
，
但
做
人

做
事
有
原
則
，
亦
有
人
性
的
一
面
，
間
中
甚
至
有
點
可

愛
。
電
視
劇
︽
我
來
自
潮
州
︾，
講
述
內
地
人
來
到
香
港
發

奮
圖
強
的
奮
鬥
故
事
，
大
家
在
電
視
上
看
到
陳
庭
威
，
都

會
第
一
時
間
聯
想
到
香
港
首
富
李
嘉
誠
，
現
今
社
會
相
信

無
人
會
當
李
嘉
誠
是
﹁
大
陸
仔
﹂，
反
而
羨
慕
他
的
成
就
，

書
局
中
有
關
李
超
人
發
蹟
的
書
基
本
上
長
賣
長
有
。

直
至
二
千
年
過
後
，
時
移
勢
易
，
二
○
○
七
年
香
港
回

歸
十
周
年
的
紀
念
作
︽
歲
月
風
雲
︾，
講
述
的
已
不
是
內
地

人
到
香
港
的
生
活
，
而
是
香
港
人
返
回
內
地
工
作
，
需
要

適
應
內
地
的
生
活
，
內
地
人
的
角
色
也
不
再
是
大
鄉
里
、

北
姑
、
悍
匪
、
表
叔
，
而
是
知
識
分
子
、
實
業
家
、
高
幹

子
弟
。

近
這
一
年
，
網
上
及
新
聞
都
經
常
見
到
有
關
內
地
人
的

報
道
，
搶
水
貨
、
雙
非
孕
婦
爭
醫
院
床
位
、
地
鐵
車
廂
內

大
便
等
，
幾
乎
一
面
倒
都
是
負
面
的
報
道
，
所
以
就
會
有

︽
法
網
追
擊
︾
中
黃
智
雯
這
類
角
色
出
現
。

我
身
為
香
港
人
，
同
時
也
是
電
視
人
，
個
人
會
選
擇
盡

量
避
免
在
戲
劇
中
加
插
這
些
角
色
和
情
節
，
以
免
加
劇
兩

地
分
化
，
但
不
講
不
提
，
並
不
代
表
不
存
在
。
要
改
變
這

現
實
，
我
深
信
必
須
要
從
教
育
開
始

手
，
而
且
亦
不
是

三
兩
年
之
間
就
能
夠
改
變
的
。
期
望
政
府
能
落
實
教
育
，

提
高
國
民
質
素
，
期
待
下
一
個
十
年
，
能
再
次
見
到
正
面

形
象
的
內
地
角
色
出
現
。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中
央
圖
書
館
在
二
○
一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有
實
際
文
化
活
動
之
開
展
，
與

本
地
火
石
文
化
出
版
社
聯
辦
一
個
新

的
一
年
本
土
文
化
講
座
。
一
月
一
日

分
上
下
午
及
晚
間
舉
行
二
○
一
三
年

文
化
書
展
之
邀
請
文
化
講
座
，
上
下
午
及

晚
上
三
時
段
有
劉
天
賜
、
麥
華
章
、
屈
穎

研
、
張
同
祖
、
黎
小
田
等
名
家
主
講
作
品

推
介
，
另
有
請
古
蒼
梧
、
沈
西
城
、
韋
然

等
作
家
作
主
題
座
談
，
披
露
明
星
的
演
講

座
談
，
下
午
同
時
段
二
至
五
時
有
本
人
﹁
阿

杜
﹂
被
邀
作
﹁
明
星
的
背
後
﹂
主
題
座
談
，

披
露
明
星
的
心
態
歷
程
，
主
辦
者
黎
文
卓
說

這
一
環
節
報
名
參
加
者
甚
多
。
阿
杜
在
娛
樂

新
聞
界
工
作
四
十
餘
年
，
近
歲
每
年
都
有
作

品
描
述
影
視
歌
行
百
態
之
作
品
面
世
，
今
年

新
的
開
始
立
即
有
此
新
的
活
動
，
與
讀
者
交
流
，
在
咱

們
執
筆
文
化
界
者
而
言
是
甚
好
之
事
，
而
且
亦
可
見
人

們
很
關
心
藝
人
生
活
背
後
真
實
之
一
面
，
娛
樂
新
聞
通

訊
一
直
深
受
歡
迎
，
讀
者
面
廣
闊
，
正
是
此
反
映
。

阿
杜
在
圈
中
浮
沉
生
活
數
十
年
，
對
藝
人
幕
前
幕
後

生
活
一
向
甚
少
﹁
爆
料
﹂
揭
內
幕
，
長
年
作
影
視
人
生

活
報
道
，
都
是
以
各
人
之
心
理
描
寫
生
活
工
作
目
的
的

表
白
報
告
，
描
寫
報
道
得
深
入
，
常
透
露
人
們
正
面
的

心
理
活
動
及
各
人
看
法
，
執
筆
真
實
而
用
字
生
動
，
是

對
被
報
道
者
、
讀
者
及
寫
作
本
人
三
方
面
都
肯
定
之
好

事
，
筆
者
處
此
行
業
數
十
年
。

因
此
想
及
做
娛
樂
記
者
未
必
一
定
要
揭
私
隱
、
爆
內

幕
，
甚
至
無
中
生
有
嘩
眾
取
寵
，
而
在
行
業
中
立
足
之

主
要
關
鍵
在
於
做
娛
記
作
者
之
取
態
，
在
這
一
行
最
重

要
的
是
訪
問
者
和
被
訪
者
由
雙
方
之
互
相
尊
重
，
而
建

立
之
信
任
和
信
心
，
人
與
人
之
間
由
此
互
信
︵
信
任
及

信
心
︶
可
以
發
展
為
真
正
的
友
誼
，
有
了
互
信
的
友

誼
，
寫
出
來
的
東
西
便
會
有
血
有
肉
有
可
讀
性
，
如
果

再
加
上
有
訪
問
者
較
為
活
潑
之
文
學
修
養
，
有
善
意
之

流
露
與
描
寫
，
這
便
能
無
形
中
提
高
了
藝
人
的
地
位
，

所
謂
﹁
明
星
的
背
後
﹂
也
就
是
這
一
些
了
。
阿
杜
當
年

在
七
份
報
刊
寫
固
定
專
欄
，
和
林
青
霞
、
鍾
楚
紅
、
鄧

麗
君
、
王
祖
賢
、
葉
蒨
文
、
成
龍
等
一
個
個
成
為
好

友
，
皆
由
此
互
重
互
信
而
來
，
這
也
可
說
是
影
視
文
化

背
後
的
一
面
吧
。

文化之言
阿　杜

杜亦
有道

采
石
磯
究
竟
在
哪
裡
？

黃
大
狀
斬
釘
截
鐵
般
肯
定
﹁
采
石
磯
在
江

蘇
省
南
京
之
南
﹂，
靚
太
按

她
的
資
料
筆
記

唸
道
﹁
采
石
磯
位
於
安
徽
省
馬
鞍
山
市
西

南
﹂，
兩
人
還
要
來
一
個
君
子
賭
局
！
其
實
，

兩
者
沒
有
衝
突
，
全
對
。

地
理
位
置
沒
錯
，
只
是
正
確
的
說
﹁
采
石
磯
是

屬
於
安
徽
省
馬
鞍
山
市
的
重
要
景
點
﹂，
我
們
的
旅

遊
車
也
由
寧
馬
高
速
公
路
經
馬
鞍
山
市
駛
往
采
石

磯
。為

什
麼
要
遊
采
石
磯
？
還
不
是
為
了
詩
仙
李

白
。李

白
一
生
遍
踏
中
國
名
大
川
，
傳
說
晚
年
非
常

喜
歡
遊
覽
采
石
磯
，
並
鍾
情
於
該
地
的
秀
麗
風

景
，
經
常
呼
朋
引
伴
相
約
於
該
地
長
江
之
濱
，
突

出
於
江
面
的
大
石
頭
上
，
吟
詩
喝
酒
賞
月
。
有
一

次
，
李
白
醉
酒
後
見
天
上
明
月
倒
影
江
中
，
又
彷

彿
看
見
月
中
嫦
娥
，
便
跳
入
了
江
中
伸
手
去
撈

月
，
周
圍
人
大
驚
，
此
時
，
只
見
江
水
翻
滾
，
江

中
飛
出
大
魚
一
條
，
這
條
神
魚
，
馱

李
白
向

月
亮
飛

去
。
老
百
姓
紛
紛
述
說
李
白
又
回
到
天
上
去
做
神
仙
了
。

如
今
，
采
石
磯
擁
有
中
國
最
大
的
李
白
紀
念
館—

—

﹁
太

白
樓
﹂。
采
石
磯
上
也
有
李
白
的
﹁
衣
冠
塚
﹂，
還
沒
走
到
，

幾
里
外
，
就
可
以
聞
到
酒
味
，
原
來
老
百
姓
知
道
李
白
喜
歡

飲
酒
，
祭
拜
者
多
備
酒
而
來
，
灑
滿
周
圍
土
地
。
人
未
到
，

已
聞
酒
而
醉
。

采
石
磯
面
江
而
立
，
登
臨

者
無
不
讚
頌
天
地
江
河
之
偉

峻
，
李
白
飲
酒
賦
詩
之
灑

脫
。
據
聞
近
年
國
內
有
頗
負

盛
名
的
書
法
家
，
死
前
願
捐

贈
其
最
好
的
作
品
百
幅
與
采

石
磯
所
處
的
縣
市
政
府
︵
馬

鞍
山
市
︶，
但
要
求
死
後
能
葬

在
采
石
磯
，
與
李
白
為
鄰
。

果
真
是
﹁
良
禽
擇
木
而
棲
？
﹂

抑
或
﹁
死
也
要
得
其
所
？
﹂

采石磯在哪裡？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在
滄
浪
著
的
︽
漢
字
的
魅
力
︾

裡
，
看
到
一
則
談
機
智
對
聯
的
故

事
，
和
蘇
東
坡
有
關
。
故
事
說
，

在
宋
神
宗
的
時
代
，
遼
國
派
遣
使

者
到
中
原
，
蘇
東
坡
奉
命
負
責
招

待
。
遼
國
使
者
出
了
一
聯
要
蘇
東
坡
作

對
：
﹁
三
光
日
月
星
﹂。
遼
國
使
者
認
為

這
是
絕
對
，
因
為
三
字
是
量
詞
，
三
光
下

面
又
只
有
三
個
字
，
無
論
用
哪
個
數
目
來

作
對
，
下
面
的
字
數
不
能
多
於
三
，
而
三

又
不
能
重
複
使
用
，
蘇
東
坡
能
作
得
出
下

聯
嗎
？

想
不
到
蘇
東
坡
竟
然
對
出
：
﹁
四
詩
風

雅
頌
﹂。
遼
國
使
者
不
得
不
說
佩
服
。
但

蘇
東
坡
說
，
這
不
是
絕
對
，
還
可
以
作
出

三
副
下
聯
：
﹁
一
陣
風
雷
雨
﹂﹁
兩
朝
兄

弟
邦
﹂﹁
四
德
元
亨
利
﹂。
遼
國
使
者
更
服

了
，
但
︽
周
易
︾
裡
乾
卦
的
四
德
不
是
元

亨
利
貞
嗎
？
怎
麼
少
了
個
貞
字
？
原
來
宋

朝
有
位
皇
帝
名
叫
趙
禎
，
禎
和
貞
同
音
，

是
避
諱
不
能
說
出
來
的
。

這
使
我
想
起
讀
中
學
時
聽
過
的
一
副
絕

對
，
是
和
倫
文
敘
有
關
的
，
那
副
絕
對
是

﹁
炮
經
豹
口
，
炮
響
豹
走
炮
沖
天
﹂，
當
然
這
是
粵
音

的
對
子
，
當
時
我
們
學
問
差
，
沒
有
人
能
夠
對
上
。

後
來
才
知
道
，
這
聯
不
是
倫
文
敘
出
的
，
而
且
也
不

是
上
聯
，
上
聯
是
廣
東
吏
部
侍
郎
梁
儲
出
的
：
﹁
鴉

撲
丫
枝
，
丫
折
鴉
飛
丫
落
地
﹂，
而
當
時
的
柳
開
元

對
的
下
聯
就
是
此
句
，
但
倫
文
敘
亦
有
對
出
：
﹁
鵠

掠
穀
穗
，
穀
垂
鵠
去
穀
朝
天
﹂。
這
些
對
子
，
都
要

用
廣
東
話
來
讀
才
算
工
整
，
如
果
用
普
通
話
來
讀
就

不
工
整
了
。

倫
文
敘
是
廣
東
南
海
縣
人
，
他
的
生
平
事
蹟
還
為

人
常
提
起
的
，
就
是
為
蘇
東
坡
的
畫
作
︽
百
鳥
歸
巢

圖
︾
題
詩
：
﹁
天
生
一
隻
又
一
隻
，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隻
。
鳳
凰
何
少
鳥
何
多
，
啄
盡
人
間
千
萬
石
。
﹂
還

有
如
今
港
人
愛
吃
的
﹁
及
第
粥
﹂，
傳
說
是
他
年
少

家
貧
時
，
以
種
菜
維
生
，
粥
舖
老
闆
日
日
向
他
購
買

一
擔
菜
，
並
以
剩
下
的
豬
肉
丸
、
豬
粉
腸
和
豬
肝
生

滾
白
粥
給
他
作
午
餐
。
多
年
後
他
高
中
狀
元
，
懷

感
恩
心
情
，
為
當
時
沒
有
名
字
的
粥
題
了
﹁
狀
元
及

第
粥
﹂
五
個
字
，
便
流
傳
至
今
。

不
過
，
倫
文
敘
留
給
世
人
，
就
只
這
麼
一
些
事

蹟
，
而
蘇
東
坡
的
詩
詞
文
章
，
卻
每
個
時
代
都
為
人

傳
誦
。 蘇東坡與倫文敘

興　國

隨想
國

電
視
劇
中
的
韓
國
女
人
形
象
似
乎
有

一
個
模
式
，
中
老
年
輩
的
謙
和
忍
讓
，

職
業
中
女
精
明
能
幹
，
青
春
少
女
刁
蠻

任
性
，
但
現
實
中
的
韓
國
女
人
呢
？
當

然
，
像
全
世
界
的
女
人
一
樣
，
各
顯
風

姿
。然

而
，
看
新
女
總
統
朴
槿
惠
的
官
方
標
準

相
，
從
外
在
髮
型
、
臉
型
到
內
在
氣
質
，
都

覺
得
是
一
位
典
型
韓
女—

—

五
官
精
緻
，
皮

膚
細
膩
，
頭
髮
烏
黑
，
小
眉
小
眼
中
有
點
雍

容
，
還
有
恬
淡
中
透
露
的
憂
鬱—

—

這
與
其

說
是
她
個
人
經
歷
的
折
射
，
不
如
說
是
韓
女

們
的
普
遍
表
情
。

我
曾
在
上
海
跟
一
群
職
業
韓
女
共
事
多

時
，
覺
得
她
們
都
有
一
個
似
曾
相
識
的
面

孔
。
韓
國
美
容
業
發
達
，
整
容
技
術
更
是
舉
世
聞
名
，

在
這
樣
的
風
氣
薰
陶
下
成
長
的
韓
國
女
人
很
重
視
自
己

的
儀
容
。
但
只
要
仔
細
觀
察
，
就
會
發
現
一
個
共
同

性
，
就
是
恬
淡
中
的
憂
鬱
、
斯
文
下
的
狂
躁
／
野
，
因

為
成
長
過
程
都
經
過
各
種
大
小
的
﹁
修
飾
﹂。

這
種
整
容
觀
念
不
僅
僅
是
為
了
吸
引
異
性
，
而
是
一

種
文
化
風
氣
和
禮
貌
。
所
以
，
公
司
的
女
同
事
都
很
坦

然
地
談
到
整
容
，
個
別
更
自
豪
地
公
開
展
示
整
形
過
的

地
方
如
何
完
美
。
我
曾
跟
一
位
在
上
海
工
作
的
韓
國
整

形
醫
生
交
流
多
次
，
他
就
不
斷
強
調
說
，
他
不
是
整

容
，
只
是
矯
形
，
是
人
體
藝
術
家
，
追
求
的
是
人
體
構

造
上
的
和
諧
美
。

韓
國
是
個
男
權
至
上
的
國
家
，
這
在
我
的
公
司
裡
也

很
明
顯
表
現
出
來
。
公
司
雖
以
女
同
事
佔
絕
大
多
數
，

除
老
闆
外
，
高
層
幾
乎
由
女
性
擔
任
，
但
女
主
管
對
中

層
男
同
事
的
意
見
卻
尊
重
有
加—

—

至
少
在
開
會
時
很

有
禮
貌
，
但
對
同
樣
級
別
甚
至
更
高
級
別
的
女
同
事
，

態
度
明
顯
不
一
樣

至
於
老
闆
出
現
，
更
是
嚴
陣
以
待
，
平
時
活
潑
可

愛
、
甚
至
不
可
一
世
或
惡
形
惡
相
的
女
人
立
即
變
成
乖

乖
女
，
惟
命
是
從
。
而
公
司
號
稱
崇
尚
歐
式
風
格
，
同

事
們
也
幾
乎
具
留
學
歐
美
的
教
育
背
景
，
女
權
在
口
中

頭
頭
是
道
，
但
回
到
現
實
生
活
中
，
是
另
一
回
事
。

據
說
，
為
了
突
顯
﹁
女
性
角
色
﹂，
朴
槿
惠
打
算
在

總
統
就
職
典
禮
上
，
廣
邀
世
界
女
性
領
袖
出
席
，
包
括

德
國
默
克
爾
、
美
國
希
拉
里
、
巴
西
總
統
羅
塞
夫
等
，

以
及
韓
國
國
內
著
名
女
性
。
這
當
然
無
可
厚
非
，
然

而
，
如
果
這
些
邀
請
信
也
如
整
形
觀
念
般
，
只
是
為
了

表
面
上
的
和
諧
，
不
但
無
助
女
權
的
改
進
，
反
而
會
加

劇
兩
性
甚
至
貧
富
間
的
矛
盾
。

韓國女人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幾百年來，美國的發明家、實業家以及精神領
袖式的作家，在數量及影響力方面都遠居世界前
列。從發明了留聲機、燈泡的愛迪生到因《瓦爾
登湖》而不朽的梭羅；從汽車之父福特到思想家
愛默生；從起草獨立宣言的傑斐遜到集發明家與
政治家於一身、跨越多領域的創造奇才本傑明·
富蘭克林，都成為人類創造精神的奇葩。美國這
個曾經的蠻荒之地為何成為創造力的沃土？
前段時間讀房龍的《美洲精神》，頗有些感觸。

這位著名的美國作家是一位見識深邃的智者；那
些鑽石般鑲嵌於文章的思想火花，讓他的書魅力
永恆。在房龍眼中，北美開拓者的精神家園，根
植於土地之中。
房龍在《美洲精神》一書中認為，傑斐遜之所

以成為美洲精神的奠基人，與他出身英格蘭自耕
農不無關係，那是個極端珍視個人自由的階層。
房龍所說的「自耕農」，包括上至地主下至中農
—所有擁有自己土地，哪怕只是一小塊土地的
農民。因有了保障生存底線的那塊土地，他們就
有了決定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力。
即使只是窮到當幫工的份上，一位自耕農工期

結束後也能自由地離開，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
要是他有幸繼承了父輩的土地，那就更是自己的
主人，誰也別想對他發號施令。房龍對自耕農的
描述完全可以載入了青史：「無論他的農舍多麼
簡陋，多麼年久失修，那都是他的財產。如果沒
有由國王任命的、以國王名義行事的執法官簽名
的正式文件，國王本人也休想踏進這門檻半步。」
房龍還鄭重引述了18世紀英國著名政治家威

廉．皮特對自耕農的經典描述：「他們中的任何
人，哪怕是最窮困潦倒的一個，都可以在自己的
茅屋中向王室的軍隊挑戰，茅屋可能已岌岌可
危；屋頂搖搖欲墜，風透過牆縫吹進了茅屋。是
的，風暴可以，大雨可以，但英國的國王不能進

入這茅屋，國王的軍隊不敢跨過自由民哪怕是瀕
臨倒塌的住宅門檻。」房龍認為，傑斐遜在踏上
新大陸時，帶來了英格蘭自耕農最珍貴的財產
—自由與獨立。正是這種精神引導他完成了起草
《獨立宣言》的歷史使命。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當時英國到處掠奪殖
民地，被稱為海盜起家，但其國內保護小農土地
私產的神聖法律，卻奠基了自由與獨立的民族精
神。正是「自耕農精神」成為傑斐遜帶領北美殖
民地人民推翻英國王室統治，建立一個新國家的
精神武器。英裔美洲移民繼承了英式「自耕農精
神」，將其轉化為開拓新國家的強大動力。這似乎
是歷史的嘲弄，卻更是歷史的真實。
其實，渴望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受侵擾地過悠閒

自在的生活，不僅是傑斐遜的夢想，也是古今中
外人類的共同夢想。這夢想不僅造就了傑斐遜的
偉大品行，也是傑出人物的創造性之源。站在自
家土地上仰望星空，人人都會感到自身的強大。
無數自由的心靈，怎能不匯成強大的民族創造
力？
絢麗多彩的中國文化也離不開私有土地。自古

以來中國文人的最終夢想，就是回歸田園。陶淵
明有田園可歸，所以能不為五斗米折腰，能有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瀟灑。要是沒有對
家園的深深眷戀，怎能有中國鄉村那些精美絕倫
的舊時民宅建築？從山西大院到周莊古宅，那種
宏偉堅固與精雕細琢，都顯示的是祖輩繁衍的決
心。沒有一土一木地積累財富，就沒有那些流傳
百世的宅院。若是擔心今年蓋房明年就可能被拆
遷，種了莊稼不知何時就遭遇推土機，誰還願意
花費聰明才智去建造家園？
古今中外，傑出的自耕農總會轉變為鄉紳。這

個階層能讓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也能由種田拓
展到經商、實業甚至從政。傑斐遜就來自古老的

英格蘭自耕農家族。上世紀中國進入民國時期之
後，曾有個工商業大發展的時期，那時的實業家
幾乎都是鄉土中走出來的。他們充滿理想，勇於
進取，充滿開拓精神。毛澤東等投身革命的志
士，也多出身這個階層。
因研究鄉村而聞名於世的學者費孝通先生，就

出身士紳階層。他在《中國士紳》這本書中，不
但分析了上世紀30年代前後中國鄉村的結構，還
收集了1943~1946年雲南昆陽縣的六位鄉紳的生活
史。這些鄉紳的共同之處是：終生都在艱苦卓
絕、一點點增加自己的田地。有了資本就辦實業
辦教育或者從政。在費孝通眼中，中國農民小心
地利用土地上長出的東西，又很仔細地將其返回
土地。當他們立起家業後，就會拓展到其他領
域，成為當地頭面人物。無論在外如何陞官發
財，最後都要葉落歸根。土地的生命，與人的生
命並列前行。中國農民與土地的情誼，被詩意地
稱為桑梓情誼。
中國鄉紳階層的拓業精神非常旺盛，且多拓展

為造福社會的公益心。費孝通的姐姐年輕時為改
變當地農民的生活，就曾在江南鄉下辦了繅絲
廠。後來她留學日本，回國推廣新法養蠶，直到
近百歲的高齡，還能親自用絲棉打了絲巾送給費
孝通，還在堅持幫農民改良生
產方式的理想。她那些已經70
多歲的學生，也依然在鄉下堅
持幫助農民改良蠶絲生產方
式。
我公公的祖輩在安徽鄉下曾

廣有土地，讓公公的父輩有閒
暇修成了畫家，並任了當地一
所學校的校長，現在他的母校
還在使用那個家族捐贈的教育
基金。我爺爺也因種地經商積
累了資本，曾在閩南鄉下辦教
育，讓我父親讀了書並參加了
革命。可爺爺卻在肅反中被當
成有產階級錯誤鎮壓，從此家
族一蹶不振，後代也多淪落到

社會底層。生命尚無保障，遑論土地？
房龍認為，凡改造舊世界的，多數都是舊世界

中地主出身的人。只有他們，才有條件受到良好
教育。從傑斐遜到列寧，從托爾斯泰到毛澤東，
都驗證了這個事實。地無一壟房無一間的流浪
漢，想的是多吃一口是一口。人民公社時期的農
民，聰明才智都用來多拿集體一塊白薯。
當代有些出身農民的人富了，靠的卻是出賣與

逃離土地，靠是對其他人的剝奪。在農村每每看
到富麗堂皇的高樓與簡陋農屋的強烈對比。強者
靠權力網支配弱者，弱者連種一根黃瓜的地都沒
有。「三十畝地一頭牛」的自耕農理想成為天方
夜譚。中國的自耕農被消滅了，農民就對土地盡
量搾取，甚至棄之不顧。窮山惡水以及任意掠奪
土地的當地政權，經常讓農民斷了後路，四處飄
泊。無根的農民飄到城市加入打工大軍，心中永
遠躁動不安。
有位當代知名畫家說，消滅了鄉紳這個階層，

也就消滅了中國文化之根；有學者說，中國鄉村
人倫的衰落，就因農民沒了屬於自己的土地。無
恆產者無恆心。讓農民擁有不被侵犯的土地，才
能保護他們的獨立。公民都安心擁有土地家園，
才能孵化出民族強大的創造力。

「自耕農」精神

■中國農民與土地的情誼深厚。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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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石磯風景區。 網上圖片

從電視電影中看內地人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