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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一
年
級
的
學
生
廿
歲
不
足
，
課
餘
的

時
間
會
做
些
甚
麼
？
相
信
大
部
人
會
打
機
、

拍
拖
、
兼
職
賺
外
快
、
到
處
吃
喝
玩
樂
；
小

部
分
人
會
鑽
圖
書
館
、
當
波
牛
、
埋
首
實
驗

室
。
讀
今
期
︽
溫
馨
人
間
︾
雜
誌
，
卻
看
到

不
一
樣
的
香
港
大
學
生
。
中
文
大
學
修
新
聞
系
的

女
學
生
文
萱
，
在
去
年
暑
假
和
幾
位
同
學
創
立
了

﹁
豐
剩
﹂
組
織
，
收
集
社
會
上
多
餘
的
食
物
，
派
給

沒
得
吃
的
人
，
讓
他
們
飽
肚
，
感
到
人
間
有
情
。

去
年
暑
假
，
文
萱
跟
一
位
同
學
到
尖
沙
咀
一
高

檔
超
級
市
場
的
垃
圾
房
撿
拾
當
日
到
期
的
食
物
，

打
開
膠
袋
時
，
嗅
到
食
物
香
味
，
有
些
麵
包
還
是

溫
熱
的
。
他
們
撿
來
許
多
刺
身
、
壽
司
、
水
果
、

飲
料
等
等
。
最
後
他
們
捧
走
了
幾
十
箱
食
物
，
到

附
近
分
發
給
露
宿
者
。
沿
途
他
們
經
過
許
多
名

店
，
這
社
會
的
極
端
現
象
，
令
文
萱
感
到
震
撼
，

重
新
塑
造
思
想
物
質
的
價
值
觀
。

幾
位
同
學
都
與
她
一
樣
，
深
感
社
會
上
食
物
浪

費
極
為
嚴
重
，
但
貧
富
懸
殊
，
三
餐
不
繼
的
大
有

人
在
，
是
﹁
朱
門
酒
肉
臭
，
路
有
凍
死
骨
﹂
的
寫

照
。
為
此
，
八
個
年
輕
人
只
用
了
一
個
月
時
間
便
創
立
名
為

﹁
豐
剩
﹂
的
組
織
，
收
集
即
將
被
送
到
堆
填
區
的
過
期
食
物
，

然
後
分
發
給
有
需
要
的
人
。
他
們
在facebook

等
平
台
，
招
攬

義
工
加
入
拾
荒
行
列
，
半
年
時
間
便
有
逾
百
名
生
力
軍
。

經
他
們
的
宣
傳
，
辦
喜
事
的
新
人
都
會
預
先
與
他
們
聯

絡
，
請
他
們
在
宴
會
過
後
前
往
收
集
吃
不
完
的
乾
淨
食
物
。

原
來
有
環
保
團
體
調
查
發
現
，
每
場
婚
宴
平
均
浪
費
的
食
物

達
六
十
四
點
六
公
斤
，
足
夠
多
擺
三
圍
酒
席
。

他
們
還
在
籌
備
小
學
生
的
交
流
會
及
工
作
坊
，
教
育
下
一

代
不
要
浪
費
食
物
。
文
萱
等
一
班
大
學
生
，
不
但
喚
醒
社

會
，
更
讓
我
們
看
到
他
們
身
體
力
行
，
努
力
建
設
一
個
和
諧

香
港
。
希
望
其
他
大
學
生
、
社
會
大
眾
也
受
他
們
影
響
，
想

一
想
自
己
應
該
做
些
甚
麼
。

﹁
豐
剩
﹂
資
料
：

https://zh-hk.facebook.com
/over.leftover

百
家
廊

朱
文
興

撿垃圾的大學生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人
生
常
會
有
出
人
意
料
的
事
，
最
近
就
做
了

一
件
。
認
識
潘
國
森
的
人
都
感
到
難
以
置
信
，

就
是
潘
老
人
家
居
然
跑
去
參
加
了
歌
迷
為
歌
星

開
的
慶
生
會
！
慶
生
者
，
慶
祝
生
日
之
謂
也
。

家
兄
問
：
﹁
蔡
幸
娟
？
唱
了
很
多
年
，
年
紀

都
不
輕
了
吧
？
吾
弟
何
以
至
此
？
﹂

我
道
：
﹁
比
令
弟
我
年
輕
得
多
。
﹂

潘
兄
呆
了
半
晌
：
﹁
哈
哈
！
失
敬
！
失
敬
！
真
服

了
你
！
這
在
我
家
實
是
破
天
荒
，
你
眾
姪
甥
不
幹
的

事
你
也
幹
了
！
厲
害
厲
害
！
﹂

潘
弟
：
﹁
這
回
名
義
上
是
為
了
去
跟
發
行
商
介
紹

︽
中
華
非
物
質
文
化
叢
書
︾
和
︽
金
庸
學
研
究
叢
書
︾

的
出
版
計
劃
和
宣
傳
事
宜
，
其
實
主
要
為
生
日

會
。
﹂

潘
兄
：
﹁
這
是
假
公
濟
私
了
。
﹂

潘
弟
：
﹁
非
也
，
是
自
費
旅
行
，
再
送
無
償
加

班
，
實
是
出
版
社
佔
了
我
總
編
輯
的
便
宜
。
﹂

潘
兄
搖
頭
道
：
﹁
這
把
年
紀
才
當
歌
迷
！
﹂

潘
弟
：
﹁
吾
兄
誤
會
了
。
令
弟
我
不
是
歌
迷
，
亦

沒
有
迷
。
我
連
﹃
蔡
幸
娟
香
港
歌
迷
會
﹄
也
不
參

加
，
只
是
入
了
﹃
蔡
幸
娟
國
際
後
援
會
﹄。
﹂

潘
兄
：
﹁
這
還
有
分
別
嗎
？
﹂

潘
弟
：
﹁
分
別
可
大
了
。
歌
迷
主
要
在
一
個
迷

字
，
後
援
卻
是
幹
實
事
的
。
﹂

潘
兄
：
﹁
嘖
！
嘖
！
你
現
在
還
未
算
迷
？
我
看
你

已
經
有
點
不
正
常
。
﹂

潘
弟
：
﹁
未
算
，
我
全
程
都
頭
腦
非
常
清
醒
。
有
歌
迷
說

﹃
不
枉
此
生
﹄，
更
厲
害
的
是
﹃
死
而
無
憾
﹄。
真
是
小
巫
現
大

巫
了
。
﹂

潘
兄
：
﹁
唉
！
拜
託
你
不
要
到
了
這
把
年
紀
才
迷
歌
星
迷
到

﹃
黐
線
﹄
！
﹂

家
兄
既
聽
不
下
去
，
只
好
就
此
打
住
。

為
弟
幾
時
迷
了
？

慶
生
會
非
常
成
功
，
娟
姐
說
以
後
每
年
都
要
起
碼
聚
一
次
。

其
實
不
止
於
此
，
娟
姐
五
月
會
到
新
加
坡
獻
藝
，
港
娟
會
和
後

援
會
已
經
密
鑼
緊
鼓
的
籌
備
下
一
次
﹁
追
星
活
動
﹂。
港
娟
會

會
長
金
耳
兄
問
我
明
年
的
慶
生
會
是
否
出
席
。
我
這
回
﹁
勞
師

動
眾
﹂，
只
為
親
手
送
上
賀
聯
，
如
果
年
年
都
送
，
一
來
怕
寫

不
出
，
二
來
也
怕
太
打
擾
了
。
而
且
我
屬
後
援
會
而
不
屬
歌
迷

會
，
後
援
只
需
幹
實
事
，
歌
迷
則
要
時
時
上
陣
吶
喊
助
威
。

這
幅
聯
請
了
教
我
寫
詩
的
大
師
傅
和
催
逼
我
學
填
詞
的
二
師

傅
指
正
，
數
易
其
稿
，
大
師
傅
吩
咐
賀
聯
要
講
究
，
不
可
失

禮
。
礙
於
才
疏
，
只
算
沒
有
失
對
失
律
就
是
。
曰
：

幸
福
嬌
娃
，
千
曲
仙
音
傳
四
海

娟
妍
歌
后
，
三
旬
巧
藝
詠
鈞
天

將
娟
姐
芳
名
兩
字
嵌
在
上
下
聯
第
一
字
，
是
為
鶴
頂
格
。
原

來
幸
字
不
好
配
詞
，
只
能
選
用
差
不
多
唯
一
可
行
的
﹁
幸

福
﹂，
娟
姐
其
中
一
個
外
號
是
﹁
中
國
娃
娃
﹂，
又
有
﹁
小
調
歌

后
﹂
的
美
譽
，
上
下
聯
首
四
字
用
此
。
娟
姐
從
藝
超
過
三
十

年
，
灌
錄
過
大
量
唱
片
，
自
己
的
首
本
名
曲
和
重
唱
前
輩
作
品

而
達
一
流
水
準
的
，
數
目
過
千
。
名
滿
四
海
，
曲
藝
有
如
上
界

鈞
天
的
仙
音
。

娟
姐
不
是
一
般
的
歌
星
、
歌
后
，
我
寧
願
稱
她
為
﹁
演
唱

家
﹂。
娟
姐
說
計
劃
三
年
後
在
台
北
﹁
小
巨
蛋
﹂
開
演
唱
會
，

小
巨
蛋
正
名
是
台
北
市
立
多
功
能
體
育
館
。
潘
國
森
不
是
歌

迷
，
只
做
後
援
，
起
碼
要
向
娟
姐
討
兩
件
差
事
。

討
甚
麼
差
？
下
回
分
解
。

三旬巧藝詠鈞天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國
際
知
名
之
﹁
亞
洲
生
活
﹂
網
近
日
選

出
﹁
香
港
四
大
名
點
﹂，
公
布
為
﹁
天
外
天
﹂

之
小
籠
包
、
﹁
唐
閣
﹂
之X

O

醬
煎
腸
粉
、

﹁
龍
景
軒
﹂
之
玉
梨
香
脆
炸
水
梨
和
﹁
福
臨

門
﹂
之
蓮
蓉
包
。

正
是
口
之
於
味
各
有
不
同
，
上
月
中
外

出
版
社
請
了
四
位
日
本
最
當
紅
女
優
來
港

宣
傳
，
四
位
東
洋
美
女
住
在
旺
角

豐
酒

店
，
每
晨
請
她
們
在
北
京
樓
、
聯
邦
、
彌

敦
和
美
心
早
茶
兼
午
膳
，
四
位
美
女
也
公

選
了
﹁
香
港
四
大
點
心
﹂
給
來
採
訪
的
日

本N
T
V

電
視
，
得
票
最
多
四
名
點
是
蝦

餃
、
燒
賣
、
腸
粉
和
馬
拉
糕
。
美
女
之
首

席
夕
樹
舞
子
有
她
的
論
據
，
她
說
四
名
點

都
好
味
，
但
最
合
國
際
人
士
享
用
的
是
價

並
不
貴
和
沒
有
骨
頭
，
大
人
小
孩
吃
也
不

會
骾

，
為
其
他
的
點
心
所
無
，
當
時
在

採
訪
之
記
者
也
同
意
此
說
。

阿
杜
對
夕
樹
舞
子
說
，
香
港
有
更
美
味
之

﹁
三
寶
﹂，
分
別
是
魚
翅
、
吉
品
鮑
和
燕
窩
，

不
過
此
三
寶
之
價
錢
約
為
﹁
四
名
點
﹂
之
一

百
倍
。
﹁
一
百
倍
？
﹂
四
個
女
星
女
優
為
之

嘩
然
，
均
說
還
是
吃
較
平
民
化
的
﹁
四
大
名

點
﹂
好
過
。

說
起
﹁
四
名
點
﹂
阿
杜
想
及
每
赴
台
北
也

會
必
吃
台
北
四
寶
，
分
別
是
台
北
老
王
牛
肉

麵
、
華
西
街
胡
椒
餅
和
各
夜
市
之
藥
燉
排
骨

及
薑
母
鴨
，
而
到
曼
谷
則
是
水
門
區
紅
衣
店

海
南
雞
飯
、
海
鮮
市
場
之
印
度
洋
產
獅
蚶
，

而
唐
人
街
之
煲
仔
魚
翅
也
是
價
廉
物
美
，
吉

隆
坡
之
﹁
馬
拉
三
寶
﹂
則
是
唐
人
街
之
冰
鎮

龍
眼
水
，
榕
樹
頭
之
大
蝦
撈
麵
和
肉
骨
茶
。

旅
遊
這
些
地
方
能
每
處
嚐
過
﹁
三
寶
、
四
點
﹂

也
算
是
不
枉
此
生
，
亦
不
枉
此
行
了
。

阿　杜

杜亦
有道

古
時
孟
母
三
遷
，
今
天
的
家
長
除
了
陪
考

和
陪
讀
，
更
一
遷
、
二
遷
，
三
遷
至
天
涯
海

角
，
陪
伴
孩
子
留
學
。

近
年
流
行
低
齡
留
學
熱
；
留
英
的
中
國
學

生
，
三
成
低
於
十
六
歲
。
低
齡
學
生
若
入
讀

寄
宿
學
校
，
每
逢
假
期
須
離
校
入
住
監
護
人
家

裡
。陪

讀
家
長
的
故
事
，
先
從
監
護
人
說
起
。

居
住
倫
敦
北
部
的
香
港
朋
友
郭
太
，
近
年
做
監

護
人
接
待
內
地
留
學
生
，
賺
取
零
錢
幫
補
家
計
。

我
們
見
面
聊
天
，
她
總
訴
說
那
些
嬌
生
慣
養
的
少

爺
小
姐
，
吃
不
了
苦
將
來
難
成
大
器
。

郭
家
離
地
鐵
站
步
行
十
五
分
鐘
，
某
日
微
雨
，

來
自
四
川
的
十
五
歲
留
學
生
A
，
要
出
市
區
逛

街
，
令
郭
太
開
車
送
他
去
車
站
。
郭
太
有
兩
名
幼

兒
須
照
顧
，
她
還
是
答
應
了
。
但
她
囑
咐
他
帶
雨

傘
，
他
拒
絕
，
說
雨
快
停
了
。
結
果
，
A
回
家
時
雨
仍
下
，

郭
太
被
迫
再
開
車
去
接
他
。

類
似
事
情
經
常
發
生
，
郭
太
拒
做
A
的
監
護
人
，
A
媽
只

得
辭
職
來
英
陪
讀
。
她
在
學
校
附
近
租
屋
，
A
轉
為
走
讀
。

A
媽
每
天
煮
好
飯
，
去
學
校
接
送
孩
子
。
她
不
懂
英
語
，
不

主
動
和
其
他
家
長
溝
通
；
生
活
圈
子
狹
窄
，
後
來
患
上
憂
鬱

症
。
A
則
愈
來
愈
依
賴
媽
媽
，
難
以
融
入
學
校
讀
書
環
境
。

想
起
約
二
十
年
前
復
活
節
返
港
度
假
，
飛
機
上
有
七
、
八

位
年
約
十
三
、
四
歲
，
由
港
赴
英
留
學
的
小
男
孩
子
，
很
安

靜
地
等
待

空
姐
派
餐
。
他
們
還
穿

校
服
，
想
必
是
歸
家

心
切
，
等
不
及
換
衣
服
，
一
下
課
就
趕
來
機
場
。
突
然
看
見

一
個
胖
胖
的
、
戴
眼
鏡
的
小
男
站
起
來
發
言
，
再
細
看
，
原

來
他
是
霍
英
東
的
長
孫
霍
啟
剛
。

小
小
年
紀
，
霍
啟
剛
好
像
是
領
隊
，
一
本
正
經
地
在
教
訓

同
齡
的
頑
皮
隊
友
。
聽
不
清
他
說
什
麼
，
但
見
他
態
度
嚴

肅
。
到
港
了
，
霍
啟
剛
舉
起
小
旗
子
，
小
男
孩
一
個
個
隨

他
過
關
出
閘
。
閘
口
，
他
的
媽
媽
朱
玲
玲
和
祖
母
笑
逐
顏
開

地
衝
前
迎
接
他
。
這
一
幕
，
忘
不
了
。

霍
啟
剛
後
來
以
優
異
成
績
考
進
牛
津
大
學
。

家長陪讀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正
所
謂
﹁
一
個
銅
板
兩
邊

看
﹂，
不
同
利
益
者
對
政
府

措
施
自
有
不
同
反
應
。
那
些

未
上
車
又
希
望
圓
業
主
夢

者
，
當
然
熱
烈
歡
迎
政
府
連

番
辣
招
出
台
，
事
關
加
上
暗
地
裡

施
壓
銀
行
加
按
息
，
多
管
齊
下
，

樓
市
水
淨
鵝
飛
，
樓
價
難
免
被
打

遏
，
至
少
暫
停
進
取
出
價
。

另
方
面
，
手
上
仍
有
投
資
盤
在

手
者
，
忐
忑
不
安
不
知
如
何
定

案
，
進
退
維
谷
，
大
叫
受
難
日
。

靠
佣
金
維
持
生
計
吃
飯
者
，
地
產

代
理
大
叫
救
命
。
上
周
七
個
地
產

代
理
商
會
聯
合
炮
轟
政
府
，
辣
招

過
辣
大
有
扭
曲
市
場
運
作
，
直
指

漠
視
靠
佣
金
生
活
的
地
產
代
理
從

業
員
前
景
。
並
指
出
七
建
議
。
進

入
汰
弱
留
強
的
激
烈
競
爭
時
，
當

你
在
街
上
看
到
十
數
經
紀
團
團
圍

疑
似
買
樓
者
爭
生
意
的
慘
況
，

途
人
無
不
心
酸
好
一
陣
子
。
靠
佣

金
吃
飯
之
人
，
常
暗
嘆
﹁
望
天
打

卦
﹂，
十
分
之
無
奈
。
只
不
過
，
曾
幾
何
時
，

地
產
市
旺
時
，
一
個
月
閒
閒
地
成
交
好
幾

單
，
所
收
佣
金
幾
十
萬
被
視
作
濕
濕
碎
者

也
。
君
不
見
地
產
代
理
店
成
行
成
市
，
媲
美

便
利
店
的
廣
告
﹁
梗
有
一
間

左
近
﹂。
水
漲

船
高
，
地
產
代
理
店
舖
推
高
舖
租
，
而
今
市

道
大
跌
，
代
理
商
老
闆
自
食
其
果
，
不
知
能

捱
貴
租
到
何
時
？

內
地
新
人
新
作
風
，
八
項
新
規
例
，
反
腐

反
貪
雷
厲
風
行
，
據
悉
不
單
內
地
高
級
食

肆
、
娛
樂
、
零
售
店
舖
生
意
差
了
一
大
截
，

連
香
港
高
級
消
費
場
所
同
受
影
響
，
業
者
同

叫
苦
連
天
。
復
活
節
雖
快
到
，
然
而
，
此
類

行
業
難
以
復
活
見
生
天
。
相
信
要
自
求
多

福
，
早
作
經
營
結
構
轉
型
了
。
兩
地
股
市
必

受
影
響
，
A
股
雖
開
放
給
內
地
港
人
開
戶
，

可
惜
港
人
對
A
股
誠
信
和
前
景
並
不
看
好
。

國
際
竟
有
一
股
力
量
齊
唱
淡
中
資
股
哩
。
不

過
，
正
如
每
單
交
易
買
賣
之
所
以
能
成
功
，

必
因
有
人
看
好
有
人
看
淡
。
上
周
居
然
有
大

行
出
口
術
狂
吹
兩
年
內
港
股
會
到
五
萬
點
？

其
實
，
好
友
期
復
活
節
後
港
股
復
活
，
能
至

二
萬
三
千
點
，
若
盼
三
萬
點
在
年
底
實
現
已

見
狂
潮
了
。
五
萬
點
？
中
國
夢
囉
！

自求多福
思　旋

思旋
天地

近
日
，
香
港
某
報
在
其
網
站
上
發
出

一
項
民
調
：
﹁
香
港
人
會
否
投
票
支
持

香
港
回
歸
英
國
殖
民
地
？
﹂
截
至
小
狸

寫
這
篇
文
章
時
，
約
有
近
七
千
人
投
了

票
，
其
中
百
分
之
九
十
選
擇
了
﹁
會
﹂。

對
於
這
個
新
聞
，
部
分
港
媒
大
報
特
報
，
興

奮
不
已
。
而
香
港
某
著
名
憤
青
論
壇
上
，
一

群
網
友
亦
紛
紛
留
言
表
示
已
投
贊
成
票
並
打

出
兩
根
手
指
的
勝
利
手
勢
。
兩
根
手
指
伸
出

來
，
一
種
意
思
是
勝
利
，
但
還
有
一
種
意
思

是
﹁
二
﹂。
而
對
於
不
懂
什
麼
是
﹁
二
﹂
的

人
，
請
自
行G

oogle

﹁
二
﹂
在
內
地
的
時
下

用
法
。

在
這
裡
，
小
狸
並
不
想
討
論
兩
地
矛
盾
到

底
誰
是
誰
非
，
只
想
提
醒
每
一
個
激
動
的
個

體
，
在
投
入
情
緒
前
能
否
先
用
用
腦
子
？
比

如
開
啟
國
際
先
例
的
主
動
賣
身
為
奴
這
種

事
，
起
到
的
作
用
不
是
打
擊
內
地
而
是
丟
港

人
的
臉
。

小
狸
很
不
想
說
，
容
易
衝
鋒
陷
陣
的
大
多

是
草
根
，
而
且
是
不
動
腦
子
的
草
根
，
而
草

根
之
所
以
是
草
根
，
很
大
程
度
上
正
是
基
於

不
動
腦
子
。
比
如
，
都
是
做
生
意
的
，
茶
樓
裡
的
師
奶

侍
應
會
故
意
冷
落
甚
至
出
言
嘲
諷
內
地
遊
客
，
自
以
為

體
現
了
一
種
氣
節
，
可
是
她
不
知
道
，
幾
條
街
外
的
會

展
中
心
，
規
模
宏
大
的
專
業
博
覽
會
上
，
香
港
本
地
業

內
大
佬
操

流
利
的
普
通
話
，
滿
臉
堆
笑
躬
身
哈
腰
，

與
內
地
同
行
熱
烈
地
握

手
：
﹁
沒
問
題
，
我
親
自
跟

您
談
這
單
生
意
，
下
周
我
親
自
去
內
地
拜
訪
你
！
﹂
師

奶
每
天
看
﹁
生
果
報
﹂，
看
得
憤
憤
不
平
，
覺
得
自
己
簡

直
被
內
地
人
戕
害
了
，
她
沒
有
想
過
這
些
內
地
遊
客
拉

動
了
香
港
一
到
兩
個
百
分
點
的
經
濟
增
長
率
，
而
她
的

飯
碗
正
是
這
些
﹁
蝗
蟲
﹂
創
造
的
；
大
佬
也
看
﹁
生
果

報
﹂，
但
他
同
時
也
看
香
港
經
濟
藍
皮
書
，
知
道
香
港
貿

易
總
額
的
一
半
來
自
內
地
，
他
更
看
自
己
每
年
的
年
終

報
表
，
知
道
在C

E
PA

框
架
協
議
他
掙
到
了
多
少
真
金
白

銀
，
所
以
他
會
更
積
極
善
意
的
去
對
待
那
些
兩
地
矛

盾
，
而
致
力
於
更
多
的
攜
手
合
作
。
所
以
師
奶
月
入
八

千
，
大
佬
年
薪
百
萬
。

學
者
馬
立
成
先
生
的
新
書
叫
︽
仇
恨
沒
有
未
來
︾，
在

此
，
小
狸
引
用
一
下
馬
先
生
的
書
名
來
呼
籲
一
下
香
港

與
內
地
的
關
係
同
樣
仇
恨
沒
有
未
來
。
就
如
同
那
兩
根

伸
出
來
的
手
指
，
它
們
都
不
會
一
樣
長
，
兩
地
就
更
是

互
有
優
缺
點
。
作
為
民
眾
，
重
要
的
是
不
要
成
為
傳
播

學
中
人
云
亦
云
的
﹁
烏
合
之
眾
﹂，
面
對
媒
體
，
保
持
獨

立
思
想
，
煉
出
一
對
火
眼
金
睛—

—

看
清
楚
它
是
格
瓦

拉
還
是
投
機
商
。

「仇恨沒有未來」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濟南的老城在歷下區，老城的南門外有座千佛
山，古稱歷山，歷下因此得名。此山也叫舜山，
相傳大舜曾耕種於山下。這山雖然海拔只有285
米，但很有靈氣。遠看，近看，仰看，俯看，各
有各的韻味；春、夏、秋、冬，不同的季節有不
同的景致。
我最喜歡到老城區的大明湖畔看千佛山。夏

日，在明湖北岸的柳蔭下，找個石凳坐下來，由
近及遠向南遠眺，只見環湖的柳樹像一個綠色的
項鏈，湖面上的荷花含 晶瑩的水珠吐露淡淡的
芬芳，遠處的千佛山如同一尊巨大的臥佛清晰可
見。清代詩人劉鳳誥當年在大明湖北岸的小滄浪
上與書法家鐵保飲酒對弈，欣賞湖光，遠眺山
色，觸景生情，曾即興吟出了「四面荷花三面
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詩句，形象地勾勒出了
千佛山給濟南這座千年古城帶來的無窮魅力。
如在夏日，雨後初霽、風平浪靜之時到湖北岸

看千佛山，湊巧還能看到「佛山倒影」。這景觀在
歷代名人名士讚詠濟南山水風光的詩詞中有許多
生動的描述，如金代詩人元好問的「看山水底山
更佳，一堆蒼煙收不起」，明代歷城知縣張鶴鳴的
「佛山影落鏡湖秋，湖上看山翠欲流」等，都是千
佛山在大明湖中倒影的真實寫照。如今，老城區
雖然矗起了許多高樓，但大明湖和千佛山之間的
風景視廊尚未完全遮沒，夏日雷陣雨後，佛山倒
影有時還可見到。
秋日，從濟南老城區遠眺千佛山，則是又一番

不一樣的感受。青松覆蓋的山坡上點綴 鮮艷的
紅葉，在清晰的天際線的勾勒下，顯得分外妖
嬈。晚清小說家劉鶚當年遊歷濟南後，在小說
《老殘遊記》中記述了遠眺千佛山的印象，「梵宇
僧樓，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
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更有那一株半株
的丹楓夾在裡面，彷彿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
做了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這描述實在是太形象
太貼切了！一年四季，只要有閒暇，我總喜歡到

大明湖北岸找個地方坐下來，靜靜地遠望千佛
山。「山色只宜遠處看，竹香時向靜中聞」，刻在
大明湖東北岸南豐祠雨荷廳的這幅由清代金石學
家、書法家郭尚先撰寫的楹聯，真實地寫出了我
遠賞舜山的感受。
我也喜歡晴天爬到半山腰，近看千佛山。從北

麓進山後，在秦瓊拴馬的唐槐母子樹前留個影，
到唐槐亭中吹個野風歇歇腳，沿西側的盤山道拾
級而上，穿過「齊煙九點」牌坊繼續向上，眼前
雲霧繚繞，山勢陡峭，書有「雲徑禪關」四字的
牌坊背後，一座薑黃色牆壁的寺廟坐落在山崖的
陰側。穿過這個牌坊，爬上最後幾級台階，就進
入了佛門聖地－－興國禪寺的西門。
這座寺廟始建於隋開皇年間，當時稱千佛寺。

唐貞觀年間經擴建，改為興國禪寺。院門口的一
幅楹聯，令我百看不厭。上聯是，「暮鼓晨鐘驚
醒世間名利客」，下聯是「經聲佛號喚回苦海夢迷
人」。這幅由清末濟南秀才楊兆慶書寫的楹聯，雖
飽經風霜，卻歷久彌新，閃爍 人生哲理的光
輝。我每次進千佛山，總愛佇
立在寺門前，默默誦讀，似有
縷縷清風掠過心頭。
進入寺院內，南北分別是鐘

樓和鼓樓，正面是坐東朝西的
天王殿，殿內正中蓮花座上供
奉的是佛祖釋迦牟尼。佛祖塑
像背後，觀音菩薩面東站立。
天王殿正對面是大雄寶殿，大
雄寶殿的北側是玉佛殿，南側
是菩薩殿，分別供奉 釋迦如
來佛像、藏王菩薩、觀世音菩
薩等。緩步跨進一座座佛殿，
裊裊香火把人們帶進了一個佛
國世界。
興國禪寺的南崖壁是著名的

千佛崖，開鑿於隋代開皇七年

至二十年間。因岩鐫佛，遍佈山崖。舜山、歷山
由此又叫千佛山。現存9個造像石窟，最早的雕像
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歷史，還有唐貞觀年間的造
像多尊。崖下的極樂洞、龍泉洞和黔婁洞裡也有
造像。看 這些遭受「文革」破壞倖存下來的石
窟造像，更覺彌足珍貴，但願這樣的歷史悲劇永
不重演。
出興國禪寺東門，爬上數十級陡直的台階，便

到了歷山院，院上面就是舜祠。千佛山上有舜
祠，最早見於南燕晏謨《三齊記》。北齊著名史家
魏收代理齊州刺史時，曾登臨歷山，並題詩於舜
祠牆壁。北宋著名文學家曾鞏出任齊州知州時，
在趵突泉畔建了歷山堂和濼源堂，並撰寫了《齊
州二堂記》，考證大舜所耕之地就是這座歷山。濟
南老城區南門裡有一口舜井，舜井旁有一條舜井
街，或許都是舜耕歷山留下的印記。乾隆年間，
學界泰斗阮元來任山東學政，常登千佛山，作了
《歷山銘》，由古文字學家、書法家桂馥書丹上
石。《歷山銘》中有言道，「登此翠微，堂基戴

石。岱麓分陰，媯田啟陌。雷雨坐生，峰巒競
碧。」千佛山的迷人山色和文化底蘊躍然石上。
近處看千佛山，一步一景，處處古蹟，幾乎從一
塊石頭，就可以觸摸到濟南這座千年古城的悠久
歷史。
我還喜歡爬到山頂，登高看千佛山。尤其是秋

天，天高雲淡，是濟南一年中天氣最好的季節。
重陽節前後，傳統的千佛山山會舉辦時，到這裡
登高望遠，不僅可以體驗濟南特有的民俗風情，
品味當地山裡的特產山楂、核桃和大合柿等，還
可享受在徐徐秋風吹拂下登高望遠的愜意。
登上山頂的望岱亭，向南眺望，青山綿延起

伏，泰岱隱約可見。千佛山是泰山山脈的餘脈，
濟南老城百花洲東側有一條岱宗街，足見千佛山
與濟南、與泰山的親緣關係是多麼的近。從望岱
亭向北瞭望，近處的大明湖猶如一面明鏡，在老
城裡熠熠閃亮；遠處的黃河像一條玉帶，拐了幾
道彎後向東流去；元代畫家趙孟頫筆下《鵲華秋
色圖》中描繪的鵲山、華山以及周圍的其他七座
山頭，在淡淡的白雲中時隱時現，呈現出「齊煙
九點」的獨特景觀。
登高賞千佛山，不僅泉城美景盡收眼底，更令

我感悟到蒼穹偉大和人之渺小，內心有種遠離塵
世的寧靜⋯⋯

遠近高低看舜山

■千佛山。 網上圖片 ■千佛崖。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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