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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年
八
月
極
熱
後
，
會
下
幾
場
大
雨
，
再
過

一
陣
，
樓
下
管
理
員
就
會
翻
出
一
箱
燈
籠
和
一

把
木
梯
，
把
楊
桃
燈
和
白
兔
燈
在
大
堂
掛
上
。

管
理
處
又
會
貼
出
燈
謎
，
我
們
邊
罵
燈
謎
差
勁

又
邊
要
猜
。
樓
下
的
大
街
已
開
始
為
中
秋
舞
火

龍
張
燈
準
備
，
晚
上
街
坊
會
傳
來
隆
隆
鼓
聲
，
就
是

綵
排
舞
火
龍
。
這
幾
天
紫
外
線
指
數
爆
燈
，
有
人
在

路
邊
攤
開
舊
報
紙
，
放
幾
十
個
芋
頭
仔
曬
太
陽
。
把

芋
頭
仔
風
乾
，
中
秋
節
早
上
用
白
水
烚
熟
吃
和
祭

神
。再

過
幾
天
，
電
台
又
會
不
斷
播
鄧
麗
君
的
︽
明
月
幾

時
有
︾，
年
輕
DJ
則
多
播
王
菲
的
木
然
版
本
，
看
來
有

一
天
，
人
們
會
以
為
王
菲
是
原
唱
者
。
小
時
候
中
秋

吃
甚
麼
玩
甚
麼
，
很
多
人
都
寫
過
，
我
最
回
味
的
卻

是
家
家
戶
戶
拜
月
光
這
一
幕
。
其
實
中
秋
的
神
秘
和

浪
漫
，
就
是
因
為
有
嫦
娥
和
月
亮
，
要
是
只
顧
吃

的
，
就
變
成
美
食
節
了
。

中
秋
正
日
晚
上
，
晚
飯
雖
然
豐
富
，
但
好
戲
還
在
後
頭
。
爸
爸

總
會
先
挑
好
拜
月
光
的
時
辰
，
然
後
媽
媽
會
在
騎
樓
開
張
小
摺

，
上
面
放
一
碟
月
餅
、
全
個
柚
子
、
橙
、
香
蕉
、
乾
柿
子
、

烚
熟
的
菱
角
、
連
殼
花
生
和
芋
頭
仔
，
又
有
米
酒
，
點
起
紅
的

香
燭
，
三
杯
三
箸
侍
候
。
時
辰
到
了
，
果
然
明
月
當
空
，
皎
潔

清
淨
，
家
人
會
教
小
朋
友
，
月
中
的
暗
影
就
是
嫦
娥
和
玉
兔
。

然
後
全
體
合
十
兼
三
鞠
躬
立
拜
，
靜
默
好
一
回
，
再
等
爸
爸
親

自
用
三
隻
小
杯
往
地
上
奠
酒
禮
成
。
這
時
祭
祀
完
畢
，
可
以
開

始
吃
月
餅
！
小
孩
邊
咬

柚
子
和
月
餅
，
邊
看

月
亮
，
那
種

感
覺
確
是
很
美
好
。
我
們
長
大
後
還
有
一
點
點
祖
上
民
國
帶
下

來
的
﹁
敬
天
﹂
感
覺
，
看
來
跟
中
秋
拜
月
光
、
大
年
夜
祭
天
這

些
儀
式
有
點
關
係
。
庶
民
在
騎
樓
祭
天
，
實
與
歷
朝
天
子
在
天

壇
祭
天
的
意
義
無
異
。

農
曆
新
年
太
喧
鬧
，
有
太
多
東
西
玩
，
小
孩
往
往
樂
得
昏
了

頭
。
但
中
秋
是
單
一
的
，
就
是
慶
月
圓
，
小
孩
子
高
興
得
來
也

比
較
冷
靜
，
而
且
月
亮
具
體
而
美
麗
，
抬
頭
可
見
，
不
像
過
年

和
端
午
的
意
義
那
般
抽
象
。
中
秋
是
眾
多
節
日
中
，
最
能
令
人

跟
宇
宙
穹
蒼
有
交
感
的
一
刻
，
與
寇
比
力
克
電
影
︽
二
零
零
一

太
空
漫
遊
︾，
奇
怪
地
相
似
。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又中秋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內
地
有
博
士
生
來
搜
香
港
文
學
資
料
，
方
向
是
通
俗

文
學
。
他
說
是
經
某
大
學
者
之
介
，
才
找
到
區
區
。
然

在
下
近
月
甚
忙
，
暑
假
亦
無
得
外
遊
，
怎
有
空
﹁
指

教
﹂
？
博
士
生
說
，
對
高
雄
極
有
興
趣
，
並
出
示
︽
經

紀
日
記
︾
影
印
本
，
赫
見
頁
頁
皆
見
熒
光
筆
圈
點
，
原

來
皆
係
粵
方
言
也
，
我
不
禁
啞
然
失
笑
，
道
：
﹁
連
這
也
摸

不
清
，
怎
研
究
！
﹂
彼
竟
說
：
﹁
就
想
向
你
請
教
。
﹂
本
人

即
時
投
降
，
坦
言
沒
空
，
遂
曰
不
如
轉
介
給
一
專
家
，
比
本

人
更
優
而
為
之
。
彼
忙
問
是
誰
，
答
曰
﹁
捍
衛
粵
語
﹂
為
己

任
的
潘
國
森
是
也
。
他
雀
躍
道
：
﹁
好
極
了
！
久
聞
他
的
大

名
了
。
﹂

但
他
仍
死
纏
不
休
，
追
問
高
雄
這
位
香
港
﹁
通
俗
霸
主
﹂

的
點
點
滴
滴
。
罷
罷
，
惟
有
和
他
閒
扯
一
番
。
我
說
，
高
雄

深
受
晚
清
和
民
初
小
說
的
影
響
，
自
承
﹁
學
習
﹂︽
儒
林
外

史
︾、
︽
老
殘
遊
記
︾，
亦
曾
私
淑
︽
阿
Q
正
傳
︾。
另
如
他

後
期
寫
的
︽
香
港
二
十
年
目
睹
怪
現
狀
︾、
︽
香
港
二
十
年

目
睹
怪
現
狀
︵
新
篇
︶︾
等
，
靈
感
簡
直
是
來
自
吳
趼
人
的

︽
二
十
年
目
睹
怪
現
狀
︾。

他
用
日
記
體
來
寫
︽
經
紀
日
記
︾，
在
戰
後
的
香
港
文
壇
，

是
第
一
部
這
類
作
品
，
而
且
運
用
得
十
分
成
功
。
此
後
，
他

以
石
狗
公
筆
名
寫
的
︽
石
狗
公
自
記
︾，
以
凌
侶
筆
名
寫
的
︽
香
港
靚

女
日
記
︾
都
是
沿
自
這
一
路
向
。
而
日
記
體
小
說
，
正
是
晚
清
遺
風
，

因
為
在
此
之
前
的
日
記
，
多
是
﹁
史
筆
﹂，
而
非
﹁
文
筆
﹂。
一
八
九
九

年
林
紓
譯
︽
巴
黎
茶
花
女
遺
事
︾，
中
國
作
家
才
第
一
次
意
識
到
小
說

中
穿
插
日
記
的
魅
力
；
直
到
一
九
一
二
年
徐
枕
亞
作
︽
玉
梨
魂
︾，
日

記
才
真
正
進
入
中
國
小
說
的
布
局
，
兩
年
後
撰
︽
雪
鴻
淚
史
︾，
託
為

﹁
何
夢
霞
日
記
﹂，
成
為
中
國
文
學
史
上
第
一
部
用
日
記
體
寫
作
的
長
篇

小
說
。
高
雄
襲
承
這
一
體
制
，
但
在
內
容
上
，
他
走
的
卻
是
晚
清
諷
喻

小
說
的
傳
統
，
︽
經
紀
日
記
︾
的
諷
刺
、
針
砭
時
世
時
人
的
痕
跡
，
遍

處
可
尋
，
這
影
響
了
他
五
十
年
代
以
旦
仃
筆
名
寫
的
︽
天
堂
遊
記
︾
等

作
品
。

曾
樸
在
修
改
︽
孽
海
花
︾
後
說
：
﹁
他
︵
指
胡
適
︶
說
我
的
結
構
和

︽
儒
林
外
史
︾
等
一
樣
，
這
句
話
我
卻
不
敢
承
認
，
只
因
為
雖
然
同
是

聯
綴
多
數
短
篇
成
長
篇
的
方
式
，
然
組
織
法
彼
此
截
然
不
同
。
譬
如
穿

珠
，
︽
儒
林
外
史
︾
等
是
直
穿
的
，
拿

一
根
線
，
穿
一
顆
算
一
顆
，

一
直
穿
到
底
，
是
一
根
珠
鏈
；
我
是
蟠
曲
回
旋

穿
的
，
時
收
時
放
，

東
交
西
錯
，
不
離
中
心
，
是
一
朵
珠
花
。
﹂

高
雄
雖
然
學
習
︽
儒
林
外
史
︾，
但
︽
經
紀
日
記
︾
並
非
珠
鏈
，
而

是
珠
花
。
他
以
經
紀
拉
這
一
人
物
，
﹁
東
交
西
錯
﹂，
牽
出
眾
多
人

物
，
和
﹁
穿
﹂
出
眾
多
事
跡
來
，
是
戰
後
香
港
社
會
一
個
縮
影
，
堪
稱

傑
作
。
日
記
體
小
說
，
在
一
九
五
四
年
有
夏
易
以
白
話
文
寫
的
︽
香
港

小
姐
日
記
︾，
但
無
論
在
文
體
上
，
反
映
社
會
現
實
上
，
都
不
及
這
部

三
及
第
小
說
。

博
士
生
得
﹁
料
﹂，
歡
欣
而
去
，
往
找
潘
國
森
學
粵
語
也
。
哈
哈
！

通俗經典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香
港
原
來
存
在
一
些
科
學
頭
腦

的
好
奇
研
究
者
，
常
有
組
織
地
追

溯
鑽
研
靈
異
事
件
，
如
筆
者
所
知

有
兩
個
不
同
組
織
的
靈
異
學
會
，

最
近
便
不
約
而
同
去
追
尋
美
少
女

無
故
山
頂
失
蹤
怪
案
，
而
事
隔
一
周
卻
又
發
現
山

坳
下
該
少
女
屍
體
，
兩
組
人
做
其
﹁
無
牌
偵
探
﹂，

在
山
坳
屍
骸
發
現
之
山
樹
林
從
四
周
每
石
每
葉
細

細
追
查
，
在
都
查
不
出
一
個
所
以
然
之
下
，
據
說

兩
組
人
都
有
一
個
特
異
通
靈
者
在
入
夜
時
分
七
、

八
時
之
際
耳
邊
聽
到
有
一
陣
少
女
淒
怨
哭
聲
，
說

她
在
山
頂
逐
雲
霧
意
外
不
能
呼
吸
十
分
辛
苦
而
窒

息
，
而
此
事
是
在
警
方
從
殮
房
把
發
現
女
屍
移
去

不
及
半
小
時
之
內
發
生
，
靈
異
學
會
之
學
生
決
定

留
在
現
場
續
查
，
該
少
女
靈
體
報
夢
說
，
是
在
晚

上
入
黑
迷
路
跌
下
山
崖
而
暴
斃
，
靈
異
學
生
試
用

西
洋
通
靈
法
和
﹁
女
體
﹂
溝
通
，
看
有
什
麼
辦
法

可
以
把
﹁
她
﹂
移
回
其
父
母
家
中
，
然
後
做
法
事

安
葬
。

靈
異
學
會
兩
個
學
員
都
說
﹁
通
靈
力
﹂
很
弱
不

能
清
楚
表
達
她
死
前
之
生
命
紀
錄
，
所
以
特
地
帶

去
的
她
生
前
一
切
用
品
衣

功
課
歌
曲
唱
片
等
，

都
無
法
有
反
應
，
但
據
說
現
在
三
間
大
學
都
對
這

批
靈
異
學
生
之
﹁
偏
門
﹂
鑽
研
極
有
興
趣
，
還
準

備
派
教
授
和
他
們
共
組
科
研
班
，
希
望
找
到
一
點

和
科
學
線
索
牽
上
一
絲
片
縷
共
通
跡
象
，
可
以
由

此
找
到
一
些
科
學
理
解
的
蛛
絲
馬
跡
，
而
據
知
這

是
一
些
大
學
班
中
之
秘
密
會
社
，
因
大
學
教
育
宗

旨
是
只
可
研
科
學
而
不
是
發
掘
迷
信
，
欲
知
有
什

麼
進
一
步
見
解
，
且
看
下
回
分
解
可
也
。

自
從
京
津
高
鐵
通
車
後
，
由
北
京
到
天
津
只
需
半
小

時
，
而
且
班
次
頻
密
，
天
津
真
箇
成
為
北
京
的
後
花
園
！

賀
壽
團
一
行
十
二
人
離
京
赴
津
作
名
人
故
居
遊
，
原
先

計
劃
搭
乘
高
鐵
，
既
方
便
且
快
捷
，
後
來
考
慮
到
攜
帶
行

李
上
落
車
站
，
以
及
出
入
兩
地
高
鐵
站
必
須
經
過
的
安
全

檢
查
措
施
，
一
致
表
決
還
是
包
車
代
步
，
實
較
划
算
。

由
北
京
乘
包
車
往
天
津
，
需
時
約
兩
個
多
小
時
，
看
似
時
間

長
了
，
但
途
中
順
路
經
過
薊
縣
，
遂
決
定
加
遊
聞
名
已
久
的

﹁
獨
樂
寺
﹂，
也
是
不
錯
的
安
排
。

獨
樂
寺
，
俗
稱
大
佛
寺
，
位
於
天
津
薊
縣
城
內
。
傳
說
安
祿

山
起
兵
叛
唐
，
在
此
誓
師
，
因
他
想
做
皇
帝
，
﹁
思
獨
樂
而
不

與
民
同
樂
﹂
而
得
寺
名
。
古
寺
建
於
唐
貞
觀
十
年
，
遼
代
重

建
，
是
中
國
僅
存
的
三
大
遼
代
寺
院
之
一
。

寺
內
現
存
最
古
老
的
兩
座
建
築
物
山
門
和
觀
音
閣
，
建
於
遼

代
，
有
逾
千
年
的
歷
史
。
山
門
高
約
十
米
，
氣
勢
宏
偉
不
凡
，

正
中
匾
額
楷
書
﹁
獨
樂
寺
﹂，
是
明
朝
嚴
嵩
題
字
，
顯
得
剛
勁
渾

厚
。
同
行
懂
建
築
的
朋
友
介
紹
，
獨
樂
寺
山
門
的
屋
頂
五
條

脊
，
四
面
坡
。
檐
角
如
翼
似
飛
，
使
建
築
物
莊
重
而
高
昂
，
表

現
出
了
中
國
建
築
特
有
的
藝
術
效
果
。

走
過
山
門
就
看
到
了
觀
音
閣
，
閣
上
的
匾
額
﹁
觀
音
之
閣
﹂，

是
唐
朝
著
名
詩
人
李
白
在
五
十
二
歲
北
遊
幽
州
時
所
題
寫
的
，

觀
音
閣
中
間
的
觀
音
像
高
十
六
米
，
頭
上
還
有
十
個
小
頭
像
，

所
以
被
稱
為
十
一
面
觀
音
。

觀
音
閣
後
的
八
角
小
亭
名
﹁
韋
馱
亭
﹂，
塑
像
韋
馱
身

鎧

甲
，
雙
手
合
十
，
小
思
老
師
說
，
以

往
看
到
的
韋
馱
像
一
般
都
在
天
王
殿

或
大
雄
寶
殿
裡
，
而
單
獨
給
韋
馱
設

亭
的
寺
院
，
還
是
十
分
罕
見
的
。

小
思
老
師
還
指
出
，
修
建
於
唐
朝

的
獨
樂
寺
，
歷
經
史
載
多
年
的
戰
亂

地
震
，
至
今
依
然
安
然
無
恙
，
保
存

原
來
的
風
貌
，
實
在
難
能
可
貴
，

無
怪
乎
梁
思
成
曾
稱
獨
樂
寺
為
﹁
上

承
唐
代
遺
風
，
下
啟
宋
式
營
造
，
實

研
究
中
國
建
築
蛻
變
之
重
要
資
料
，

罕
有
之
寶
物
也
。
﹂

思獨樂的獨樂寺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中
國
經
濟
飛
躍
式
的
發
展
，
成
為

世
界
第
二
大
經
濟
實
體
已
是
不
爭
事

實
。
看
近
日
中
國
公
布
上
好
的
經
濟

數
據
後
，
如
一
石
激
起
千
層
浪
一

樣
，
全
球
股
市
應
聲
彈
起
，
彷
彿
把

眼
前
陰
霾
撥
開
，
前
途
一
片
光
明
。
背

靠
祖
國
的
香
港
，
正
昂
首
闊
步
邁
向
二

萬
三
千
點
哩
。

李
克
強
總
理
在
達
沃
斯
論
壇
的
重
要

講
話
，
彰
顯
中
國
發
出
堅
持
改
革
開
放

的
強
烈
信
號
。
李
總
理
在
達
沃
斯
論
壇

開
幕
禮
上
說
，
中
國
經
濟
已
經
進
入
提

質
增
效
的
﹁
第
二
季
﹂，
後
面
的
故
事
更

精
彩
。
他
強
調
中
國
堅
定
推
進
改
革
開

放
，

力
激
發
市
場
活
力
。
工
商
界
人

士
最
欣
賞
李
總
理
的
承
諾—

—

今
年
目

標
一
定
會
實
現
。
不
過
，
李
總
理
的
另

一
句
話—

—

既
不
放
鬆
、
也
不
收
緊
銀

根
，
令
投
資
者
細
味
因
由
，
小
心
部
署

策
略
。
近
期
來
自
內
地
的
新
政
策
措

施
，
特
別
是
涉
及
金
融
及
服
務
業
等
範

疇
正
是
改
革
重
點
。
從
內
地
以
至
香

港
，
上
周
兩
地
股
市
大
升
，
成
交
量
也

大
增
。
形
勢
正
是
好
轉
而
令
信
心
也
大

增
了
。
配
合
中
央
早
期
發
出
的
反
腐

敗
、
反
貪
污
等
的
信
號
，
從
中
央
到
地

方
都
顯
示
出
﹁
官
風
﹂
和
﹁
民
風
﹂
大
有
改
變
。
只

不
過
，
正
因
如
此
，
不
斷
傳
來
似
是
而
非
的
包
括
國

企
在
內
的
﹁
風
雲
﹂
故
事
，
如
看
連
續
劇
似
的
。
可

惜
，
如
果
你
不
幸
手
中
持
有
涉
及
該
等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的
話
，
你
的
身
家
也
如
股
票
市
價
蒸
發
而
大
降

了
。
希
望
後
面
的
故
事
不
再
是
﹁
反
貪
﹂
的
，
而
是

業
績
騰
飛
更
精
彩
。
深
信
中
共
三
中
全
會
將
推
出
新

一
輪
改
革
。

若
要
經
濟
發
展
得
好
，
改
革
是
必
由
之
路
，
與
此

同
時
，
﹁
創
新
﹂
同
樣
重
要
，
包
括
創
新
思
維
與
技

術
和
管
理
。
中
聯
辦
張
曉
明
主
任
鼓
勵
香
港
青
年
創

新
，
他
欣
賞
使
用
新
科
技
，
希
望
香
港
青
年
在
創
新

時
代
大
顯
身
手
。
張
主
任
的
提
醒
如
暮
鼓
晨
鐘
，
對

青
年
起
到
一
定
啟
示
作
用
。
問
題
是
，
就
算
有
為
青

年
要
創
新
要
科
研
，
也
要
有
資
金
支
持
。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應
該
在
下
一
個
施
政
報
告
與
財
政
報
告
設
立
青

年
創
新
科
技
基
金
予
以
援
助
。
就
我
所
知
，
香
港
青

年
江
慶
恩
年
方
卅
來
歲
，
白
手
創
辦
中
天
動
力
，
是

移
動
電
話
應
用
、
移
動
程
式A

pp

開
發
商
，
最
近
出
台

的
﹁
大
胃
王
﹂
甚
受
歡
迎
。
另
一
青
年
發
明
家
陳

新
，
也
是
白
手
創
辦
海
霸
公
司
，
研
發
汽
車
節
能
減

排
等
產
品
，
多
項
發
明
已
在
美
國
、
日
本
等
地
註
冊

專
利
。
社
會
要
多
支
持
他
們
。

支持青年創新

﹁
布
拉
格
之
春
﹂
聽
多
了
，
總
想
到

此
東
歐
國
度
遊
歷
一
下
。
機
場
的
關
員

沒
有
半
點
鐵
幕
國
家
遺
留
下
來
的
冰

冷
，
工
作
明
快
又
滿
面
笑
容
，
我
的
第

一
印
象
極
好
，
暗
暗
稱
許
此
地
有
前

途
。布

拉
格
是
捷
克
首
都
，
也
是
活
生
生
的

建
築
博
物
館
。
是
因
為
卡
夫
卡
和
莫
扎
特

的
緣
故
嗎
？
這
裡
的
文
學
和
藝
術
氣
息
是

濃
濃
的
，
區
內
簡
單
分
為
舊
城
區
、
新
城

區
、
城
堡
區
、
小
區
、
猶
太
區
和
中
央
的

伏
爾
塔
瓦
河
，
上
面
有
十
五
條
橋
樑
橫
跨

其
上
，
其
中
以
紀
念
查
理
四
世
國
皇
的
查

理
大
橋
最
為
著
名
，
矗
立

眾
多
聖
像
，

兩
側
有
許
多
藝
術
攤
販
，
售
賣
水
彩
畫
、

寶
石
、
手
工
飾
物
等
，
也
有
街
頭
歌
手
、

樂
器
表
演
，
猶
如
露
天
嘉
年
華
，
橋
上
是

行
人
專
用
，
遊
人
絡
繹
不
絕
。

實
在
，
捷
克
的
市
集
最
吸
引
，
有
弄
巨

大
肥
皂
泡
的
藝
術
家
，
專
門
接
載
遊
客
的

古
典
馬
車
，
香
噴
噴
、
足
有
一
呎
長
的
香

腸
，
炭
燒
手

形
的
脆
脆
沙
翁
。
我
們
依

旅
遊
書
四
出
遊
覽
，
很
多
景
點
均
可
步

行
到
達
，
非
常
集
中
。
但
，
要
舒
服
一
點
當
然
可
乘
坐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
車
票
在
便
利
店
購
買
，
我
們
六
人
各

買
一
百
一
十
克
朗
的
全
日
票
，
約
為
港
幣
五
十
元
，
可

無
限
次
轉
乘
地
鐵
、
電
車
和
巴
士
。
最
重
要
首
次
入
閘

打
票
時
，
讓
票
上
印
上
時
間
，
採
用
信
任
自
律
機
制
，

只
會
間
中
抽
查
車
票
。
我
們
貪
高
興
一
天
上
車
下
車
不

下
十
次
，
超
值
！

布
拉
格
的
錢
幣
兌
換
店
和
洗
手
間
一
樣
隨
處
可
見
，

非
常
方
便
，
不
過
如
廁
就
要
預
備
硬
幣
，
十
克
朗
一

位
，
有
嬸
嬸
守
門
，
也
算
整
潔
，
可
惜
廁
紙
十
分
粗

糙
。遊

船
河
是
布
拉
格
最
受
歡
迎
的
旅
遊
節
目
，
大
街
上

就
有
定
位
的
小
攤
檔
，
不
同
船
隻
有
不
同
價
目
。
夜
遊

伏
爾
塔
瓦
河
三
小
時
連
音
樂
及
自
助
晚
餐
由
七
百
至
千

一
克
朗
，
我
們
選
了
八
百
元
的
。
七
時
啟
航
，
船
上
食

物
差
劣
，
炸
雞
髀
炸
薯
條
，
有
如
飯
堂
便
當
，
幸
好
河

上M
A
G
IC
H
O
U
R

的
迷
人
景
致
早
已
將
我
灌
醉
了
。

翌
日
，
我
們
決
定
勿
省

銀
包
害
了
肚
子
，
為
補
償

昨
晚
的
損
失
，
一
於
光
顧
旅
遊
書
上
介
紹
的
最
佳
食

府
，
好
好
享
受
一
頓
正
宗
捷
克
菜
。
餐
牌
上
有
八
種
語

言
，
唯
欠
中
文
，
沒
有
像
古
堡
內
的
﹁
國
王
花
園
﹂
就

寫
上
了
這
四
個
中
文
字
。
我
們
瘋
狂
點
了
烤
豬
腿
、
蝸

牛
、
鮮
魚
、
烤
鴨
、
紅
白
酒
、
八
大
主
菜
，
分
量
十

足
，
用
料
上
乘
，
美
味
。
結
賬
每
人
百
多
元
港
幣
，

嘩
，
抹
抹
嘴
，
心
滿
意
足
，
不
得
不
說
一
聲
：
我
愛
布

拉
格
！ 我愛布拉格

蘇北東台古鎮西溪是一個充滿 神奇的地方，
這裡古蹟遍佈，神話盛傳，猶以千年唐塔最為引
人注目。唐塔又名海春軒塔，位於西溪泰山寺南
側。始建於唐貞觀年間（627—649），據清嘉慶
《東台縣志》記載：「海春軒塔為唐尉遲敬德監
造，塔頂有題名」。該塔為青磚結構，七級八面，
高20.80米，內部為空筒形，塔身為密簷式，塔的
寶頂（塔剎）由鐵覆盆、相輪、銅葫蘆構成，銅
葫蘆用「風火銅」鑄成。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
唐塔我小時候就來瞻仰過多次，那時限於知識

的深度和廣度也看不出什麼名堂，除了覺得好
玩，就是佩服它能歷經千年不倒。40多年後故地
重遊，仰觀這距今1380多年的古塔，細細撫摸這
充滿蒼桑的塔身，不禁生出許多感慨來。
任何一個地方的全國文保單位，都有它的奪目

亮點，海春軒塔自然也不例外。
觀其建造，塔係青磚砌就，此青磚係古代土窯

用天然的粘土精心燒製，堅硬無比，萬年不腐。
青磚之間則用糯米汁銜接，其黏連效果絲毫不遜
於現代的水泥混凝土，使得古塔歷經千年而結實
堅固。現在的建築一般都有較深的基礎，而此塔
無台基，就建在泥地上，屢遭地震和水災，仍巍
然屹立如初，使人不得不嘖嘖稱奇。入內察看，
乃雙層「空腔式」結構，無階梯攀登。測量一
下，底壁厚達1.45米，底層直徑為7.2米。其上6層
八面，呈八角形，八面每面邊長2.5米左右，各有
神龕一座。48個神龕中坐有形象各異的佛像。頂
層內壁的一座神龕中置半米高釋迦牟尼銅像。塔

剎由銅葫蘆、相輪、鐵覆盆組成，銅葫蘆重約200
公斤，隨 日照光線不同，能變幻成七種色彩。
第7層上嵌木十字架，並有一根1.5米中支柱，承重
抗風。風火銅是一種稀有金屬，用它鑄煉成的塔
頂，不怕火燒，不畏雨蝕，再大的颱風也奈何它
不得。故沿海漁民稱之為「鎮海寶頂」。江蘇古塔
眾多，風貌別具，宋明兩代古塔遺存最甚，唐代
遺存的古塔也有好幾座，而海春軒塔塔齡最長，
為江蘇古塔之冠，十分珍貴。
閱其歷史，西溪8000年前就為沙州，西漢初年

為海陵縣屬地，漢武帝時為廣陵縣西溪鎮。人文
歷史悠久。海春軒塔初名為「鎮海塔」，又名「尉
遲塔」，建塔的目的是為了鎮海和導航。史料記
載，唐代開國元勳尉遲敬德幼時隨母逃難曾住過
西溪。那時，西溪為海邊漁村，漁民出海捕撈，
每遇濃霧或風浪，便有海難發生。此時，海灘上
老弱婦孺，哭聲一片，十分淒慘。尉遲母是一位
心地善良的老人，每見此景，總是淚流滿面，但
又無力相助，只好囑咐尉遲敬德：「今後如有出
頭之日，定要在這裡建座塔，塔上點起大燈，讓
漁民出海能辨個方向，少出人命事故，這是你的
為人之道啊！」尉遲跪拜答道：「孩兒謹遵母
命，銘刻在心。」 後來，尉遲敬德果然出人頭
地，輔佐李世民開國平天下，發跡後的尉遲敬
德，沒有忘記幼年的遭遇，牢記母親的囑託。他
奏請唐太宗李世民，在西溪建塔，太宗准奏。所
以西溪百姓稱此塔為「鎮海塔」、「尉遲塔」。此
塔的建成，給沿海漁民帶來莫大的福音。西溪也
因海產豐盛而日趨繁榮，每年春季漁訊，海鮮大

量上市，南北客商雲集西溪，熱鬧非凡。唐大曆
年間，淮南黜陟使李承奉命開挖鹽河，修築常豐
堰，遊覽此塔時，得知該塔名稱不一，又見春季
的海鮮市場繁榮，眾多的軒式長廊，為漁貨交易
場所，故為該塔取名為「海春軒塔」，並吟詩一
首：東設點將台，西有溪通淮，海軒春潮旺，皆
由此塔來。
聞其傳說，西溪古塔身上有 許許多多神話故

事。流傳最廣的是「定海神針」和「魯班顯靈」。
看過《西遊記》的，都曉得孫悟空手中那根威力
無窮的金箍棒。能大能小，隨心變化，降妖除
魔，功勞顯著。這金箍棒就是「定海神針」，乃東
海龍宮一大法寶。 以後孫悟空修成正果後，這定
海神針在何處呢？西溪的老百姓說，它沒有歸還
東海龍王，而是插進了海春軒古
塔。不然這無地基的古塔能歷經
1300多年，遭遇戰禍、地震、洪
災、狂風、海浪等而巍然屹立
嗎？是「定海神針」為魂啊。而
「魯班顯靈」就更神奇了，戰爭
的劫難，使海春軒塔一再蒙塵。
特別令人髮指的是，1944年秋，
駐東台的偽35師竟悍然將寶物塔
剎劫持而去。只是迫於輿論的強
大壓力，方將原物繳還。50年代
中葉，此塔得以重修時，廣福寺
住持霖霞和尚喜出望外，將從偽
軍手中索回的埋藏達十多年之久
的塔剎挖出，但重新裝上塔頂時

犯了大難，在場的建築工匠沒有一個能裝上，請
來當地最有名的木匠師傅，也一樣無能為力。按
理說，西溪是木匠之鄉，能工巧匠不少，可裝塔
剎還沒有先例。特別是原塔剎被劫時底座遭到破
壞，這就更增加了安裝的難度。霖霞和尚率眾匠
焚香祝禱告，希望老天爺助一臂之力。此時，突
然從遠處來了一人，只見他飛身躍上塔頂，很快
就將塔剎安裝好，使寶塔再現神光。在場的工匠
都嘖嘖稱奇，紛紛傳說祖師爺魯班顯靈了，為他
的弟子解難，更為民眾造福。正要拜謝時，已不
知他去向。神話畢竟是神話，但卻為古老的唐塔
增添了文化的韻味。
千年滄桑演變，人世間多少沉浮。可無根基的

古塔卻歷經坎坷壽過千年，依然風采不減當年，
古人的建築工藝、天地間的神奇可見一斑。隨
海春軒古塔今年五月下旬列為全國第七批重點文
物保護單位以及周圍佛教文化園的開工建設，東
台的這張歷史文化名片暨地標性建築必將放射出
它更加迷人的光彩。

神奇古塔風韻猶勝當年

■唐塔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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