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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
去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
真
是
易
過
借
火
。
兩

個
客
運
大
樓
都
可
以
購
物
和
吃
東
西
，
人
頭
湧

湧
，
當
中
怕
沒
有
專
程
去
溫
書
的
學
生
，
現
在
很

難
想
像
，
舊
啟
德
機
場
竟
是
我
們
一
代
人
的
集
體

溫
習
室
。

以
前
去
啟
德
機
場
，
是
件
大
事
。
那
時
有
親
戚
在
入

境
處
工
作
︵
其
時
叫
移
民
局
︶，
守
機
場
，
有
次
說
要
帶

我
們
幾
個
小
孩
去
機
場
玩
，
我
興
奮
得
整
晚
睡
不

，

經
歷
人
生
第
一
次
失
眠
！
第
二
天
一
早
，
我
穿
上
最
漂

亮
的
裙
子
︵
其
實
只
是
水
桶
形
的
花
布
裙
︶，
跟

大
人

浩
蕩
出
發
去
九
龍
城
啟
德
機
場
。
我
們
是
帶
備
乾
糧
出

發
的
，
有
雪
梨
、
雞
翼
、
生
命
麵
包
和
水
，
當
去
旅

行
。跟

海
運
大
廈
一
樣
，
啟
德
機
場
最
大
的
吸
引
力
是
有

空
調
，
冷
氣
勁
凍
。
可
能
因
為
家
住
頂
樓
，
特
別
熱
，

我
們
長
大
的
經
驗
，
是
一
年
大
半
時
間
身
上
都
是
汗
黏

黏
的
，
所
以
凡
有
冷
氣
的
涼
爽
地
方
，
就
覺
得
是
美
好

生
活
。
有
冷
氣
，
人
生
就
有
希
望
，
我
們
都
指
望
將
來

過
上
有
勁
凍
冷
氣
的
生
活
。
另
外
的
景
點
就
是
觀
景

台
，
其
實
就
是
上
天
台
看
航
班
升
降
，
我
們
多
不
去
，

省
幾
角
錢
。
機
場
有
公
共
廣
播
，
叫
人
幾
點
幾
點
登

機
，
又
要
最
後
召
集
，
緊
張
氣
氛
比
海
運
大
廈
又
有
趣

一
點
。
我
也
喜
歡
那
些
一
排
排
的
紅
色
膠
椅
，
誰
都
可
坐
。
我
們

就
在
膠
椅
上
﹁
野
餐
﹂，
從
沒
人
干
涉
。

後
來
上
了
中
學
，
活
動
自
由
，
開
始
跟
同
學
去
機
場
溫
書
。
一

般
是
自
備
清
水
，
再
買
一
大
個
甜
麥
包
，
就
是
一
天
糧
餉
。
去
到

機
場
挑
個
安
靜
的
角
落
坐
下
，
開
始
溫
習
。
其
實
現
在
回
想
起

來
，
溫
習
只
是
藉
口
而
已
，
那
種
人
來
人
往
的
環
境
，
讀
書
怎
會

入
腦
？
我
不
知
道
別
的
同
學
怎
樣
，
但
我
多
是
借
故
給
自
己
看
課

外
書
，
或
者
看
人
。
我
們
比
較
喜
歡
去
抵
港
大
堂
，
因
為
氣
氛
沒

那
麼
緊
張
，
空
座
位
也
比
較
多
。
但
離
境
大
堂
其
實
是
更
有
趣
，

那
時
七
十
年
代
，
有
些
住
屋

的
同
學
已
開
始
去
加
拿
大
留
學
。

因
為
沒
錢
，
家
裡
都
知
道
此
別
經
年
，
可
能
要
五
六
年
後
才
能
再

見
，
一
定
哭
作
一
團
。
我
們
作
遠
觀
的
，
除
了
替
人
家
難
過
，
又

不
免
羨
慕
，
想
像
自
己
有
一
天
也
會
衝
上
雲
霄
。

百
家
廊

陶
　
然

啟德機場記溫書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四
月
十
二
日
︽
文
匯
讀
書
周

報
︾
透
露
，
二
○
一
三
年
，
七

十
二
本
古
龍
小
說
、
八
部
古
龍

劇
、
六
款
古
龍
遊
戲
將
登
場
。

保
守
估
計
，
影
視
劇
、
遊
戲
、

圖
書
版
稅
累
計
為
一
億
二
千
六
百
萬

人
民
幣
。
若
古
龍
還
活

，
今
年
作

家
富
豪
榜
的
狀
元
寶
座
，
非
他
莫

屬
。單

就
圖
書
而
論
，
七
十
二
本
新
版

的
古
龍
文
集
，
版
稅
高
達
千
萬
，
已

經
下
廠
印
刷
，
不
久
將
會
全
國
亮

相
。
出
版
方
認
為
，
﹁
古
龍
的
作
品

是
深
入
街
頭
巷
尾
的
文
學
經
典
﹂，

﹁
讀
者
群
超
過
一
億
，
而
且
文
學
經

典
從
來
都
是
常
銷
售
，
不
愁
賣
。
﹂

古
龍
小
說
是
否
﹁
經
典
﹂，
那
還
待
斟
酌
，
但
據

台
灣
的
陳
曉
林
在
二
○
○
八
年
說
，
台
灣
有
研

究
生
已
以
︽
古
龍
作
品
的
轉
型
創
新
︾
為
題
，

得
博
士
學
位
，
﹁
見
證
了
古
龍
作
品
登
上
嚴
肅

學
術
殿
堂
﹂。
姑
勿
論
如
何
，
古
龍
小
說
之
吃

香
，
仍
方
興
未
艾
，
值
得
研
究
。

不
過
，
據
一
九
七
八
年
，
此
間
有
過
來
人

者
，
卻
有
此
評
價
：

﹁
古
龍
的
雜
文
、
隨
筆
寫
得
比
小
說
更
有
深

度
，
更
有
意
境
。
曾
經
有
人
說
過
：
古
龍
如
果

不
寫
武
俠
小
說
，
他
的
雜
文
一
樣
可
以
成
大

名
。
﹂

同
年
，
有
份
︽
女
性
︾
雜
誌
甚
至
說
：
﹁
海

外
有
很
多
讀
者
，
看
過
古
龍
的
雜
文
，
就
曾
經

說
過
古
龍
的
雜
文
第
一
，
武
俠
小
說
第
二
。
﹂

上
面
所
引
，
見
於
陳
舜
儀
整
理
出
版
的
古
龍

著
︽
笑
紅
塵
︾︵
簡
體
字
版
，
吉
林
出
版
集
團
、

時
代
文
藝
出
版
社
，
二
○
一
二
年
六
月
︶。
陳
舜

儀
者
，
台
灣
七
十
後
人
也
，
他
在
﹁
前
言
﹂
中

說
：
﹁
這
些
評
語
不
一
定
正
確
，
不
過
古
龍
的

文
字
確
實
耐
嚼
。
﹂
是
否
﹁
耐
嚼
﹂，
在
下
便
不

認
同
。
古
龍
的
散
文
和
他
寫
的
小
說
一
樣
，
行

文
淺
白
，
好
賣
弄
一
些
﹁
玄
機
﹂，
如
：

﹁
現
在
，
我
是
一
個
寫
武
俠
小
說
的
人
，
以

前
當
然
不
是
，
沒
有
人
能
夠
在
七
八
歲
的
時
候

就
能
寫
武
俠
小
說
。

﹁
以
前
，
我
甚
至
也
不
是
一
個
看
武
俠
小
說

的
人
。

﹁
我
從
七
八
歲
的
時
候
就
開
始
看
武
俠
小
說

了
，
卻
不
是
一
個
看
武
俠
小
說
的
人
。

﹁
因
為
我
只
不
過
是
一
個
看
武
俠
小
說
的

﹃
迷
﹄。

﹁
我
﹃
迷
﹄
武
俠
小
說
從
我
七
八
歲
的
時
候

一
直
到
現
在
。
可
是
﹃
迷
﹄
的
武
俠
小
說
作
者

也
只
不
過
三
五
個
人
。
﹂

這
是
典
型
的
古
龍
風
格
，
無
論
他
寫
武
俠
小

說
寫
散
文
，
都
如
是
。
他
賣
弄
的
﹁
玄
機
﹂
有

時
很
易
明
白
，
如
﹁
人
在
江
湖
，
身
不
由

己
﹂
；
有
時
卻
如
上
引
，
卻
堪
﹁
耐
嚼
﹂，
要

﹁
摸
清
﹂
他
究
竟
在
說
甚
麼
。
他
還
喜
用
長
句
，

如
﹁
有
甚
麼
樣
的
作
家
才
能
夠
創
造
一
個
真
正

有
他
自
己
獨
立
思
想
生
命
的
人
物
呢
？
﹂
跟

說
：
﹁
只
有
一
種
作
家
，
那
當
然
無
疑
是
一
種

能
夠
讓
人
永
遠
懷
念
的
作
家
。
﹂
這
些
﹁
懶
哲

理
﹂、
﹁
懶
文
藝
﹂
之
言
，
我
簡
直
吃
不
消
。
古

龍
小
說
改
編
的
電
影
，
頗
多
可
觀
，
但
文
字
，

卻
不
敢
恭
維
。
這
是
個
人
的
愛
好
和
品
味
，
億

萬
古
迷
，
莫
要
罵
我
。

這
部
︽
笑
紅
塵
︾
都
四
十
九
萬
字
，
厚
達
四

百
餘
頁
，
幾
乎
將
古
龍
散
文
作
品
一
網
打
盡
，

引
我
共
鳴
的
不
外
寥
寥
幾
篇
，
如
︽
城
裡
城

外
︾、
述
倪
匡
夫
婦
的
，
寫
於
一
九
七
四
年
，
那

時
倪
匡
夫
婦
之
情
彌
篤
，
其
後
卻
非
也
，
倪
匡

的
﹁
浪
行
﹂，
天
下
聞
名
；
但
到
晚
年
，
夫
婦
又

重
歸
古
龍
當
年
的
描
述
，
於
今
讀
來
，
真
唏

噓
！

古龍的散文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中
國
人
的
地
域
觀
念
很
強
，
尤
其
漂
洋

過
海
謀
生
的
華
僑
，
常
有
且
把
他
鄉
作
故

鄉
的
﹁
錯
體
歸
屬
﹂。
如
馬
來
西
亞
南
北

各
處
都
有
華
人
聚
居
，
他
們
就
劃
出
各
自

的
地
盤
，
當
作
各
自
的
宗
祠
︵
祠
堂
︶。

如
大
馬
半
島
的
馬
六
甲
，
數
百
年
來
多
粵
籍
客

家
人
聚
居
，
他
們
有
紀
念
三
寶
太
監
之
﹁
三
寶

山
﹂，
百
數
十
年
間
，
死
去
的
華
僑
父
老
，
墳
墓

都
葬
在
三
寶
山
，
而
且
墓
碑
方
向
都
遙
遙
北

望
，
象
徵
死
後
靈
魂
都
會
有
朝
一
日
回
歸
故

土
。
馬
六
甲
人
更
常
說
東
西
馬
拉
各
島
中
，
以

馬
六
甲
的
娘
惹
料
理
最
好
味
，
最
正
宗
，
而
馬

六
甲
因
被
葡
萄
牙
佔
領
過
，
因
此
很
多
葡
式
西

洋
建
築
，
十
足
一
個
小
澳
門
。
馬
六
甲
人
經
常

說
，
他
們
的
葡
國
烹
飪
葡
國
雞
葡
萄
牙
咖
喱
最

正
宗
，
若
有
人
說
新
加
坡
瑞
記
的
海
南
雞
飯
最

好
吃
，
馬
六
甲
人
就
和
你
﹁
死
過
﹂，
他
們
認
為

全
馬
來
西
亞
中
，
只
有
馬
六
甲
人
料
理
煮
法
才

最
正
宗
。

剛
剛
相
反
，
馬
來
西
亞
南
北
各
省
市
中
，
檳
城
人
才
認

為
他
們
的
娘
惹
料
理
最
正
宗
好
味
，
檳
城
人
常
說
馬
來
西

亞
之
名
產
榴
槤
以
檳
城
出
的
最
好
味
，
最
香
糯
，
而
﹁
檳

城
料
理
向
來
自
成
一
派
，
他
們
說
是
獨
有
的
﹁
檳
城
派
﹂。

近
日
在
九
龍
新
蒲
崗
有
馬
來
華
僑
開
有
一
家
檳
城
食
品

店
，
便
自
稱
是
檳
城
派
正
宗
，
他
們
出
的
檳
城
辣
椒
蝦
米

醬
﹁
馬
拉
盞
﹂
十
分
好
賣
，
便
是
標
榜
正
宗
檳
城
料
理
。

阿
杜
日
前
去
參
觀
過
此
小
店
，
顧
客
如
雲
果
然
有
特
色
，

然
而
馬
來
人
則
以
怡
保
人
最
驕
傲
，
他
們
說
怡
保
有
如
中

國
之
蘇
州
，
專
出
美
人
，
的
確
歷
屆
馬
來
小
姐
楊
紫
瓊
、

楊
秀
惠
、
孫
佳
君
等
多
數
是
怡
保
小
姐
。
所
以
小
小
一
個

馬
來
西
亞
，
華
僑
便
各
有
所
屬
，
各
有
勝
人
之
處
。
香
港

人
做
了
百
幾
年
殖
民
地
，
卻
遠
沒
有
馬
來
人
之
﹁
愛
國
﹂，

香
港
總
是
想

自
己
發
達
，
半
點
大
局
觀
念
都
欠
缺
。

印
尼
華
僑
也
一
樣
，
印
尼
的
棉
蘭
人
總
是
說
棉
蘭
專
出

美
女
，
全
東
南
亞
人
以
印
尼
棉
蘭
女
子
為
最
美
，
阿
杜
認

識
過
幾
位
棉
蘭
小
姐
，
的
確
嫵
媚
多
情
，
今
男
人
暈
浪
，

中
國
的
蘇
州
姑
娘
、
馬
來
西
亞
的
怡
保
小
姐
、
泰
國
的
清

邁
美
女
，
都
大
有
不
及
之
處
。

廣
東
人
則
以
原
產
中
山
縣
的
﹁
香
山
姑
娘
﹂
為
美
人
窩

︵
中
山
縣
原
名
香
山
︶，
如
民
初
之
出
名
女
星
阮
玲
玉
、
解

放
初
期
的
美
女
星
秦
怡
、
秦
文
姊
妹
等
都
是
原
籍
中
山

人
，
果
然
甚
麼
泥
土
便
生
什
麼
果
實
。
粵
省
美
人
中
，
潮

汕
人
間
中
有
美
女
，
而
廣
東
最
缺
美
人
的
是
東
莞
婆
、
台

山
婆
，
這
點
廣
東
人
自
己
也
不
得
不
承
認
的
。

各有歸屬
阿　杜

杜亦
有道

來
去
高
松
多
次
，
每
次
都
是
作
為
進
入
日
本
四
國
地
區
，

或
是
瀨
戶
內
海
島
嶼
遊
的
踏
腳
板
，
似
乎
從
未
有
深
入
的
探

索
高
松
這
個
門
戶
城
市
。

作
為
日
本
四
國
及
瀨
戶
內
地
區
的
門
戶
城
市
，
高
松
實
在

當
之
無
愧
。
它
有
自
己
的
空
港
，
內
陸
航
班
外
，
也
有
少
數

通
國
際
的
航
線
，
往
返
台
北
、
上
海
、
首
爾
；
它
有
直
通
東
京
、

大
阪
、
京
都
、
甚
或
關
西
空
港
等
地
方
的
高
速
巴
士
線
；
海
航
方

面
除
了
有
貫
通
連
接
瀨
戶
內
海
上
十
多
個
面
積
較
大
的
島
嶼
的
航

班
外
，
還
有
航
班
可
直
抵
關
西
神
戶
港
；
當
然
更
少
不
了
日
本
國

營
鐵
路
網
絡
貫
穿
四
國
內
陸
各
地
區
，
並
銜
接
日
本
中
國
區
域
。

記
得
早
前
幾
次
到
高
松
，
一
次
是
為
了
要
到
松
山
市
尋
找
﹁

上
之
雲
﹂
的
歷
史
痕
跡
；
一
次
是
到

本
龍
馬
的
故
鄉
高
知
城
遊

覽
；
一
次
是
要
遊
逛
﹁
藝
術
之
島
﹂
直
島
上
、
安
藤
忠
雄
設
計
的

地
中
美
術
館
；
另
一
次
則
是⋯

⋯

今
次
趁

四
月
櫻
花
滿
開
的
花
期
，
真
真
正
正
的
遊
一
次
高

松
，
首
選
遊
覽
景
點
是
被
稱
許
為
特
別
名
勝
的
栗
林
公
園
。

栗
林
公
園
是
日
本
四
國
地
區
最
著
名
的
庭
院
，
號
稱
一
步
一

景
，
分
為
南
、
北
兩
個
庭
園
，
南
庭
為
迴
遊
式
庭
園
，
北
庭
是
近

代
的
準
洋
式
庭
院
。
總
面
積
約
七
十
五
公
頃
，
是
全
日
本
被
指
定

為
特
別
名
勝
的
庭
園
之
中
最
大
。
栗
林
公
園
以
翠
綠
的
紫
雲
山
為

背
景
，
由
六
個
水
池
、
十
三
座
假
山
以
及
十
多
個
亭
閣
巧
妙
的
佈

局
而
成
，
處
處
景
致
皆
不
同
，
四
季
呈
現
不

同
風
貌
。

滿
開
的
約
三
百
五
十
株
櫻
花
分
佈
於
公
園

內
的
北
庭
、
南
庭
，
漫
天
的
櫻
花
大
道
讓
人

心
醉
。
櫻
花
樹
下
更
是
熱
鬧
擁
擠
，
大
家
都

在
鋪
墊
上
或
坐
或
臥
，
一
邊
飲
酒
、
一
邊
賞

花
，
悠
閒
寫
意
，
令
人
羡
慕
不
已
。

其
實
，
栗
林
公
園
中
，
除
了
櫻
花
，
最
為

珍
貴
︵
也
是
栗
林
公
園
的
特
徵
︶
的
是
鶴
龜

松
、
箱
松
、
屏
風
松
等
一
千
四
百
多
株
松

樹
，
樹
齡
多
在
一
兩
百
年
以
上
，
經
過
人
工

細
心
照
料
，
每
一
株
都
長
得
姿
態
各
異
，
優

雅
古
典
，
實
在
令
人
賞
心
悅
目
，
又
敬
佩
如

斯
高
度
設
計
技
巧
的
日
本
庭
院
藝
術
。

特別名勝栗林公園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投
資
有
風
險
，
投
機
風
險
更
大
。

可
不
是
嗎
？
股
市
、
匯
市
、
金
市
、

樓
市
等
市
場
無
法
求
穩
，
更
難
風
平

浪
靜
。
料
不
到
蛇
年
投
資
更
難
玩
。

無
不
風
起
雲
湧
，
風
高
浪
急
。
若
果

順
風
順
水
者
如
豬
籠
入
水
，
瓣
瓣
通
；
反

之
，
逆
水
行
舟
，
死
晒
，
唔
掂
。

正
所
謂
與
時
俱
進
，
倒
不
如
說
與
時
俱

變
哩
。
事
關
投
機
市
場
中
，
大
鱷
吞
小

魚
，
天
天
出
新
計
，
令
小
魚
無
從
跟
隨
啖

啖
無
好
吃
，
反
而
被
當
點
心
吃
掉
。
小
戶

與
散
仔
在
魚
缸
中
覓
食
，
一
啖
一
小
啖
吃

下
肚
，
滿
以
為
運
氣
佳
，
有
啖
好
食
。
殊

不
知
，
一
個
浪
翻
來
，
全
軍
覆
沒
，
肚
裡

所
有
連
渣
都
吐
晒
，
沒
了
。
連
升
數
年
的

黃
金
，
被
認
為
穩
當
可
作
避
風
之
用
。
料

不
到
，
今
年
流
年
不
利
炒
金
，
一
下
子
黃

金
暴
跌
，
炒
金
者
走
避
不
及
，
又
見
另
一

個
浪
來
又
把
黃
金
炒
起
。
如
非
實
金
買
賣

者
，
若
進
退
拿
捏
不
妥
時
，
升
又
輸
了
，

跌
又
要
賠
，
兩
頭
都
蝕
。
說
白
一
點
，
近

期
無
論
在
哪
個
市
場
炒
作
，
總
而
言
之
，

做
好
友
買
上
又
死
，
做
淡
友
買
落
也
亡
。
在
港
股
市

場
，
近
周
曾
單
日
升
近
六
百
點
，
反
方
向
，
又
曾
跌

近
四
百
點
。
笑
語
股
市
如
屠
房
，
宰
完
隻
牛
，
又
宰

隻
熊
。

資
金
流
向
由
大
戶
操
控
，
又
或
者
是
大
戶
間
對

沖
、
對
打
，
好
消
息
出
貨
，
壞
消
息
入
貨
。
小
戶
想

跟
也
跟
不
上
，
又
或
者
古
怪
的
走
勢
，
一
時
之
間
，

膽
怯
不
敢
跟
，
逆
市
而
行
，
心
存
僥
倖
，
結
果
時
，

運
氣
不
佳
，
買
又
輸
，
空
又
蝕
。
難
，
難
，
難
。
不

過
，
不
作
短
線
炒
作
者
可
免
於
蝕
。
有
信
心
作
較
長

線
投
資
者
，
見
高
沽
，
見
低
買
，
從
浪
中
覓
食
，
賺

差
價
，
可
能
搵
到
食
。
別
以
為
大
行
大
戶
，
財
大
氣

粗
又
有
精
細
研
究
分
析
員
必
賺
錢
。
事
實
並
不
，
近

日
如
此
微
妙
波
湧
的
市
，
包
括
商
品
市
場
在
內
，
大

風
大
浪
，
短
炒
投
機
者
，
難
搵
到
食
。
又
到
﹁
五

窮
、
六
絕
、
七
翻
生
﹂
歌
仔
唱
時
，
﹁
五
﹂
月
未
必

大
跌
，
﹁
六
﹂
月
更
非
絕
時
，
可
能
反
其
道
而
行
，

世
界
資
金
全
投
內
地
和
香
港
兩
地
股
票
市
場
時
，
天

文
數
字
的
投
入
，
好
友
發
達
了
。
淡
友
千
萬
不
要
太

大
動
作
，
否
則
要

草
鞋
﹁
走
路
﹂
了
。

無啖好食
思　旋

思旋
天地

青
年
建
築
師
吳
永
順
最
近
為
慈
善
團
體—

—

致
力
推
廣
寧
養
紓
緩
照
顧
，
提
供
善
終
輔

導
服
務
的
﹁
善
寧
會
﹂，
肩
負
起
﹁
賽
馬
會

善
寧
之
家
﹂
的
總
工
程
項
目
設
計
。
在
沙
田

白
普
理
寧
養
之
家
附
近
，
依
山
而
建
一
座
佔

地
五
千
平
方
米
，
設
有
三
十
間
設
備
完
善
的
套
房

和
小
廚
房
，
打
造
溫
馨
家
居
環
境
，
樓
高
四
層
的

寧
養
中
心
，
讓
生
命
走
到
最
後
兩
星
期
的
病
人
接

受
醫
療
照
顧
外
，
亦
可
如
在
﹁
家
﹂
一
樣
，
與
家

人
共
度
最
後
珍
貴
的
時
光
，
那
是
多
窩
心
的
安

排
。記

得
當
年
媽
媽
患
上
末
期
胃
癌
，
她
在
我
家
養

病
，
每
天
清
早
姊
妹
們
都
到
來
替
她
按
摩
，
洗
澡

吃
藥
，
談
天
說
地
。
她
最
愛
坐
在
飯
廳
的
扶
手
椅

子
，
望

大
門
，
猜

誰
進
門
，
又
會
哈
哈
笑
，

那
是
美
好
時
光
。

化
療
後
，
病
況
急
轉
直
下
，
媽
再
度
入
院
，
探

病
時
間
只
有
中
午
一
小
時
，
傍
晚
三
小
時
，
我
們

只
可
輪
流
進
出
，
其
他
時
間
只
能
隔

玻
璃
門
探

視
。
見
媽
媽
看
似
口
乾
，
乘
醫
護
人
員
走
開
，
飛

身
給
一
點
水
，
又
會
被
護
士
勸
阻
，
媽
媽
心
裡
難

免
難
過
，
雙
方
都
痛
苦
。

終
於
媽
媽
走
了
，
我
彷
彿
跌
進
深
淵
，
在
家
裡

我
害
怕
走
過
媽
媽
的
房
間
，
甚
至
看
見
她
愛
的
餐

椅
、
碗
筷
、
拖
鞋
，
我
都
會
流
淚
，
睹
物
思
人
好

痛
苦
，
初
期
，
我
嘗
試
推
開
媽
的
房
門
卻
不
敢
向

內
望
，
漸
漸
推
開
一
點
、
一
點
的
，
直
至
我
可
以
坐
在
裡
面

思
念
母
親
，
平
日
姊
妹
會
互
相
鼓
勵
，
當
時
面
對
喪
母
之

痛
，
大
家
束
手
無
策
，
很
久
之
後
，
我
們
才
想
到
媽
媽
是
個

快
樂
人
，
教
導
我
們
哭
也
有
個
時
限
，
哭
過
收
聲
再
振
作
，

終
於
過
渡
了
。

今
天
，
為
子
女

想
，
我
開
始
為
她
們
作
好
心
理
準
備
，

間
中
笑
談
身
後
事—

—

如
果
日
子
來
臨
，
不
要
花
費
辦
喪

禮
，
將
我
送
到
港
大
醫
學
院
化
身
成
為
大
體
老
師
。
兩
年
後

功
成
身
退
，
請
替
媽
媽
搞
個
開
心
慶
功
宴
，
選
一
家
最
愛
吃

的
酒
店
自
助
餐
，
大
夥
兒
為
媽
媽
生
命
完
美
的
句
號
乾
杯
。

當
然
，
盼
望
大
家
有
福
氣
可
以
在
﹁
善
寧
之
家
﹂
告
別
，

因
此
，
各
位
可
在
此
階
段
為
建
造
這
個
家
出
一
分
力
。
馬
會

已
捐
出
一
億
多
贊
助
興
建
，
而
每
年
營
運
開
支
約
八
百
萬
，

到
時
低
收
入
人
士
亦
可
享
用
。

﹁
天
為
生
命
定
壽
元
，
人
為
生
命
賦
意
義
﹂，
善
寧
會—

—

祝
各
位
五
福
臨
門
，
長
壽
、
富
貴
、
健
康
、
好
德
和
善
終
。

善始善終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那個時候，哪裡會想像得到，電子時代竟會如
此排山倒海而來？望 滿城男男女女，無論坐地
鐵還是趕路，幾乎毫無例外地都在玩iPhone或
iPad，我感慨不已：他們真的忙到如此田地了麼？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吧，「大哥大」剛問世不
久，儼然成了富豪象徵，走在中環街頭，不時有
老闆倚在停靠路邊的勞斯萊斯旁，叼 雪茄，吩
咐旁邊的司機，阿邊個邊個，你撥個電話俾李老
細啦！那人立刻聽命。當時一部大哥大要一萬多
兩萬元，在我們看來是大數目，是有錢人的身份
象徵，可望而不可及，從不做非份之想。

但是，很快的迷你手機便越賣越便宜，鋪天蓋
地流行起來。我本來抗拒不買，但它實在方便，
一機在手，四通八達，隨處可以聯繫。身邊人人
都有，見到久違的朋友，人家劈頭就問，你的手
機號碼？你說沒有，人家以為你是外星人呢，瞪
大眼睛，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是啊，這個時
代，手機是最好的聯絡工具，即使速遞也遠不如
它簡單快捷方便。從此，具有歷史意義的郵件便
不可避免地式微了。

但那時，我們並非身處電子時代，莫說手機，
連電報也罕見，還沒問世的傳真更不用說了。那
時對外聯繫，主要就靠郵政。上小學的時候，特
別羡慕大哥時有信件翩翩而來，看 信封上貼
色彩繽紛的郵票，不禁十分嚮往，渴望極了，窮
極思變，於是便塗了幾個字，寫上自己的姓名地

址，貼上郵票，投進街邊郵筒，開始 急地等
待。每天中午便坐在家門口，望 穿 綠色制服
的郵差踩 自行車姍姍而來，心中充滿希望，但
那中年郵差並不停下，逕自駛了過去。久候的期
望落空，於是又再引頸期待。直到那一天，郵差
照樣駛了過來，已經騎過頭。唉，又是沒有！我
萬分失望，正待回去，那郵差又兜了回來，一臉
蠱惑的笑容，笑嘻嘻地遞上一封信；一看字跡，
赫然是自己寄給我自己的信！但這小小秘密，不
久就讓母親揭穿了，哪有你那樣自己寄給自己看
的？

終於離開萬隆的家了，我在北京第六中學做寄
宿生，上午課間操時就去傳達室看看有沒有家
信。傳達室老頭總是把信插在外面牆上特備的信
格上，信並不多，只有部分單身寄宿教師以及我
們幾個來自海外的人才會有，所以也很簡單。

進了大學，信件分到學校，學校分到系裡，系
裡再分到各級各班的郵箱，由班上專責的同學午
飯時分發，倒也秩序井然。那時，家信也就成為
我們飄零在外的一種慰藉。我記得媽媽說過，很
感激她當校長的父親讓她讀書，那時女孩子是不
必唸書的。她讀書，也就造就她日後隔洋與我書
信來往。當時海外關係還是很敏感的，當那貼
外國票的郵件翩然而來的時候，一面歡喜，另一
方面也不免擔心別人異樣的眼神。特別是當外號

「天津青皮」的同學伸過頭來，神秘地耳語，海外

來信了？頓時嚇了我一跳。明知他並無惡意，只
是喜歡開玩笑而已，但心裡還是不舒坦。

臨離開北京時，我住在市府大樓附近的三廟街
二樓，那座樓共三層，樓下有一個可以隨便打開
的公共信箱，無人掌管，這座樓的所有私人信件
都由郵差放進去，任何人經過，都可打開看一
看。那時根本沒有隱私的概念，不會想到有人會
偷看私信，也覺得即使偷看了又如何？因為沒有
甚麼秘密可言。但期望有信的心情不減，當郵差
高喊，三樓姓李的，有掛號！樓上的人 從
樓上沿樓梯奔下來的時候，我便趴在窗口，看那
從北大荒插隊請假回家的女中學生拿筆就 自行
車座簽收。我曾看到她扛 自行車上樓，因為當
時很亂，自行車經常不翼而飛，放在樓下很不保
險。

但後來我才知道，信件並不保險，因為聽說Z下
鄉時，有仰慕她的中學同學給她寫信，但所託非
人，那農村孩子撕下郵票竊為己有，將那封情信
丟進河裡飄走了！於是再千言萬語訴衷情，也就
如此這般付之東流水。

事實上也是，那時我在哈密一個周圍皆是茫茫
戈壁灘的煤礦區探望我四姐，那裡交通閉塞，冬
天僅有放進地窖的大白菜供應。郵差乘 定點大
卡車從哈密送信，每周兩次。當時女朋友在烏魯
木齊，通信也極不方便。有幾封信久久不到，她
猜想有人中途攔截，她甚至在信中哀求拆信人放
過可憐的人。

到了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中，那時信件還是
很主要的聯絡方式。除了公眾假日，每天兩次的
派信時間便成了我的期待時刻。我後來還有過許

多手寫信件，但可惜後來搬家時好多都給處理
了。那時不覺得珍貴，不知不覺間，隨 手機、
電郵的興起，人們更重視它快捷實用，信件已被
冷落，驟然銳減，那也是可以預計的事；如今，
你可以問問八十後九十後，你生平寫過一封信
麼？我相信都會說，沒有！現在連求職信都用電
腦發出，寫信來做甚麼？尺牘？已經是廢棄的老
古董了！

如今，信件來往幾乎已成絕響，打開信箱，盡
是公文來往、催交賬單，還有推廣傳單，全是一
式的冰冷語言。我們應該到哪裡去尋找具個性的
私人信件呢？或說我沒有與時俱進，那我承認。
但是帶 溫情暖意的信件，如今也確實難覓了。
這或者可以理解成越是現代化，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就變得越來越疏離越冰冷，因為都是個體化
運作，人們不必依靠他人協助，都可以獨立運行
了吧？

綠 衣 信 使

■懷念帶 溫情暖意的信件。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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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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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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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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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書
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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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散
文
一
網
打
盡
。作

者
提
供
圖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