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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在南洋，宗教信仰往往佛道不分，大
部分為道教信徒，婦女比男人更常到寺廟祈
福或尋求心靈慰藉，聚在一起喜歡談神說
鬼，比較起來，媽媽算不迷信的人。

她時常以自己的不迷信為榮。她說話語氣
似有憾，其實內心喜滋滋的，「我才不像那
些人那樣迷信，不能說我不信，但怎麼可能
喝了符紙燒的水，病就會好？還是去找打領
帶的拿點藥來吃吧。」那個年代，有些西醫
在診所西裝革履，還打領帶，也許顯示他的
專業之不可侵犯，或高人一等吧。
話雖如此，長一輩人南來時，對南洋的陌

生環境完全不了解，而且前途茫然，聽說地
處熱帶，瘴氣濃郁，容易中毒，又有一些神
秘驚懼，無法解釋又難以置信的所謂巫和蠱
之類的人物事，單是想都覺膽戰心驚，自然
盼望憑恃萬能的神明能夠解說和解救。
不少華人為謀生離鄉背井，漂洋過海時，

有把家裡供奉的神明雕像抱在胸前，有的將
在故鄉神廟求來的神符揣在懷裡，平安抵達
人地生疏的異地後，首件要事是把神明供奉
起來，日夜燒支平安香，盼望自己在南洋，
家人在中國鄉下，全都平安如意，祈求盡快
相聚有時。在交通不便、溝通亦不便的年
代，精神上需要和故鄉神明一起，那牽掛思
念、擔憂受怕、憧憬夢想的心才有安放之
處。除此，還要神明保佑未來賺大錢，成巨
富，衣錦方可還鄉。因而人在南洋，亦堅持
傳承華人傳統節日。農曆每個節慶，祭祖宗
不忘拜神明。作為第二代移民，媽媽在這種
環境和氣氛中成長，雖不認迷信，拜神文化
很自然成為生活一部分。
孩子們成長的歲月，不免有「頭燒耳熱」

時，不是每次小病就看醫生，卻是孩子小病
也憂心忡忡的媽媽，為讓孩子盡早遠離病
魔，健康成長，不得不求神拜佛。把乩童劃
上神的旨意的黃色「符頭」請回家，在家又
雙手捧香細細稟告神明這符頭的作用是為了
驅逐病魔，希望讓那個姓名的孩子喝了符水
後盡快恢復健康。然後把符紙燒成灰，沖
水，叫身體抱恙的孩子喝下，杯底黑紙屑不
可傾入水溝，必須倒路上。我就喝過多次這
種有火燒味道的符水，不難喝，且存在一種
神秘力量，無論流鼻涕，咳嗽或喉嚨痛，每
次喝過符水，身體有向好的感覺，似乎逐漸

復原。
在福建龍海市角美鎮白礁「慈濟宮」保生

大帝祖廟廣場上，秋天的陽光把佔地1609.5
平方米，三進宮殿式建築，照耀得光彩四
射。導遊為我們講解：宮廟前殿門廊六根蟠
龍石柱，是清嘉慶21年重建時台灣同胞的
捐獻。正殿門廊4根朝天蟠龍石柱歷史更為
悠久，為宋代高宗皇帝詔旨建宮廟時遺留下
來的古蹟。被譽為閩南人文景觀精華的「慈
濟宮」，方向坐北朝南，依次為前殿、天
井、獻台、正殿、天井、後殿。所有石刻、
木雕、壁畫、剪粘等皆以歷史故事、名人題
詞、山水禽獸花木作為題材。宏敞巍峨的宮
殿式廟宇，建築佈局奇特，造型宏偉，古色
古香，集宋代建築藝術之大成，有「閩南故
宮」的美稱。
「慈濟宮」的歷史和建築對我很新鮮，導

遊告訴我們，供奉在宮廟裡的是中國福建沿
海和台灣地區，繼媽祖之後普受人們尊奉的
神仙保生大帝。聽見保生大帝，媽媽從前帶
我去拜神的往事回到心頭。在檳城，位於武
吉南馬山坡、日落洞路與牛汝莪大道連接的
地方，有一個成立於 1888 年的「清龍
宮」，大家都說藥籤最靈。「青龍宮」主殿
奉祀的是保生大帝、神農聖師及清水祖師。
傳說19世紀中國發生動亂，沿海百姓為追
求更美好的生活，先後奔向南洋群島尋求發
展。部分人士來到檳島定居，當中一個姓張
的新客，把保生大帝的靈火，從中國福建白
礁「慈濟宮」，接引到日落洞供奉。
居民以福建人為主的檳城姓氏橋，原本破

落殘舊毫不起眼的幾座木橋，兩邊建築華人
南來最先落腳的海上房子，在檳城申遺成功
後，一個華麗轉身變成熱門觀光景點。每座
姓氏橋皆有廟，供奉的即是居民從祖籍地帶
來的「自家」神明。姓氏橋當中最著名的姓
周橋，每當農曆正月初八晚上，為慶祝初九
的天公誕，舉行盛大慶典，鞭炮連天響，香
煙四周繚繞，舞龍舞獅熱鬧非凡，吸引來自
全世界各地的遊客。遊客走上橋之前，必經
大榕樹旁的廟宇，廟前柱子青龍盤旋而上，
還有彩繪的石獅子，通常有三幾個老人在廟
裡乘涼聊天或閱報。這個香火旺盛卻不大的
廟名「朝元宮」，供奉的是保生大帝。
朋友聽我提起保生大帝，告訴我，姓李橋

的「金鞍山寺」供奉的也是保生大帝，還
有，大路後「進寶宮」亦是保生大帝的寺
廟。另外在打銅仔街靠近著名壁畫「姊弟共
騎」和「爬牆小弟」的地方，有個葉公司，
即是葉氏宗祠，內有一宮廟名「慈濟宮」，保
生大帝坐鎮宮中。

如此說來，在以閩南人居多的檳城，保生
大帝應該是大多數人熟悉的神明。平日極少
出門的我也太孤陋寡聞。白礁的導遊提到保
生大帝原姓吳，精通醫術，妙手回春，救人
無數，大家稱他吳真人，採藥時墜崖逝世，
為紀念他的功勞和功德，建「龍湫庵」供
奉。宋高宗時，吳真人顯化救駕，高宗頒詔
建廟白礁。由於吳真人神靈多次顯示，歷朝
歷代褒封計十多次，位至極尊。聽到這裡，
我才曉得，不是每一個神明的寺廟可以稱為
「宮」。

走出來發現，正中大門上邊，高懸中國
著名書法家啟功先生寫的橫匾「慈濟祖
宮」。有一個不是導遊的報館朋友，帶我們
去看殿前右邊走廊的數根方形石柱，他要我
們注意石柱上兩幅亦文亦畫的竹葉聯，一對
是「慈心施妙法，濟眾益良方」；另一對
「保我德無量，生民澤利長」。撰聯者姓名
不知，對聯以「慈濟」、「保生」為開頭，
很有意思。我和媽媽一樣不迷信，但有機緣
來到福建龍海市角美鎮白礁慈濟宮保生大帝
祖廟，接受漳州電視台的訪問時，我說：
「南洋也有極多供奉保生大帝的宮廟，我們
在拜拜的時候，帶着虔誠的心，但卻沒有真
正去了解道教，作為海外華人，也許應該多
加關注道教文化。」
佛道不分的南洋華人，拜拜僅是為了祈求

平安、健康、順利、如意，平日不處於中華
文化的環境，有時並沒多加注意神明是誰。
到中國旅遊，每到寺廟，觀光之後，就很想
更了解歷史，道教本來就是中國土生土長的
宗教呀。

讓美國花二千萬美元

給孩子的養生活動
早前和孩子參加大
自然遊樂團，孩子要

手腳並用攀石涉水。
有一外國導師邊教他們扔石頭，
邊告訴我們，這些活動比你們帶他
去上英文班都好，因為孩子眼前一
串動作都在用內耳平衡，那跟提升
讀書技巧有很大關聯。他解釋到這
些大小肌肉活動，令小孩的閱讀會
更通透。
他甚至舉例說，現在的孩子太着
重讀書，不去大自然玩大小石頭，
不赤腳感受大地，令其腦部發展只
停留在「閱讀」的層次，只是懂閱
讀──即見到其字發其聲，但不會
有想像這字背後的空間，或者認識
它和世界的聯繫，淪為「死讀書」
的受害者。這理論令我想起，那些
注重「玩」的教學，就是強調這一
點。通過「玩」，會真正教懂小孩何
謂「聯繫」。七歲前本來就是四肢帶
動及刺激腦部發展的時期，腦部每
一區都要刺激，而非只集中一小部
分，因為全部都是相連的。這也是
腦袋潛能的發掘。
除了幼兒學校老師教我們這些素
人家長什麼是大肌肉活動，我們也
有和孩子做一些簡單瑜伽。瑜伽裡

面有很多是模仿動物的動作，對孩
子而言，其實十分好玩。除了拉筋
運動，也對他們的情緒管理及人格
建立有正面影響。例如做樹的姿勢
能教他們如大樹般善心，要惠及他
人；貓頭鷹式的盤坐，能告知他們
要冷靜地思考；做向下的狗伸展，
則會令他們心情暢快，更平易近
人。有時候我的孩子在發脾氣，或
不想與其他人溝通時，我們會說一
起做瑜伽吧！他們都會立刻投入。
瑜伽另一部分是靜坐冥想，孩子

未坐得很定，但只要播一些兒童冥
想導航音軌，他們都說很喜歡那聲
音，便願意坐下來聽。有一回在親
戚家，他倆玩得過了頭，開始不受
控制，我們便不理其他人的目光，
開始和他們玩「冥想遊戲」，結果要
長輩也一起靜下來聽聲音導航。
而結果相當有趣，本來有點不好

意思要長輩一起靜下來（因為他們
再玩下去也應該會開始破壞傢具
了，哈。）但最後竟然是長輩說，
其實久不久這樣也很舒服，還着我
們一個星期要和孩子多做這些冷靜
活動。
冥想的嚮導網上很容易找，大家

可以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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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回到家裡，見小兒子和媳婦坐在客廳上看電
視。我問道︰「小孫子在哪裡」？小兒子不大經心，指

着後面的房間，我忙上前一看，原來這個孫兒正在床上玩「釣魚」
的遊戲。
事後小兒子不太滿意，說我對小孫子為什麼比他為父的還要緊

張？他雖然沒有責備的意思，但實際上並沒有摸透老父的心意。
自從老伴去世，兒孫各有各的家庭生活，因而我更感到孤苦伶

仃。年紀愈大，愈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慰藉，而不是物質上的需要。
因此，對六歲的小孫子特別溺愛。當然，孫兒未必體會到老祖父的
心意，他的興趣更多寄託在那個平板電腦上，他依偎的是他的父親
母親。老祖父又不會和他下圍棋，也不喜歡看電視上的卡通片。早
前問他在家依靠誰，老祖父的排名竟在印尼女傭之後。當然，女傭
會安排他的飲食，幫他沐浴，父母不在家時照顧他的起居，老祖父
樣樣都不行，「教我如何要親他」？
也許要等到小孫子也進入老年了，才會體會到當年老祖父愛護他

的深情。按潮州人的一句「潮語」，那時候，「我的老骨頭已經可
以打鼓了」。春節兒孫前來拜年，小孫子年初一下午便跟隨他的母
親回廣西柳州老家。那兒有他的外祖父一家和若干表兄弟姊妹，玩
伴多着。新的學期還沒有開學，他還和他的母親獃在廣西沒有回
來，因而家裡少了一些「人氣」。
小孩子記掛的只是他的父母親，祖父母畢竟是隔了一層。我在童

年時母親早逝，外祖母愛屋及烏，對我特別疼惜，因為她想在我的
身上看到母親的影子。同樣，我也想在小孫子的身上看到他的父親
童年時的情景，回憶早年與老妻的恩愛和兒女兒時的憨態。俱往
矣，光陰似箭。自己已進入風燭殘年，老伴也先我而逝，回憶往
事，頗有唏噓之感。
李白詩云：「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

煩憂」。今既未「抽離」，也沒有舉杯，但卻真是「消愁愁更愁」！

消愁愁更愁

劉德華是怎樣煉成的？（上）

這陣子出門，不管是在公園晨
跑，還是出街歎茶，開工開市，

滿耳朵裡都是吉祥話。晨跑的老人們互道身體
健康，萬事順心；茶樓裡的服務生，開口就是
恭喜發財新年快樂；樓下保安室裡的值班大
嬸，只要見到住戶出入，新年快樂身體健康萬
事如意恭喜發財脫口而出，如同掛在樓宇門口
的那一串大紅紙剪成的福字，電梯一開一關生
風，它們就隨風舞動。
吉祥話從除夕開始，一路說到元宵節，再蔓

延到正月底，才肯罷休。這個地球上可能沒有
任何一個國家，會像我們中國人這樣，把對吉
祥如意的嚮往，當成是人生最好的祝福。只是
過了元宵節，滿天的吉祥話，會像日漸敗落的
年花，漸漸暗淡下去。也到了各路媒體，教市
民如何處置家中殘敗年花的時候了。譬如花盆
要怎麼回收，年橘摘下來如何醃製，凋謝了花
朵的殘株要送到哪裡去。即便如此，這些在整
個年節裡負責顏值擔當的年花，終究還是逃脫
不了遭人遺棄的厄運。街頭巷尾的垃圾桶裡，
胡塞亂堆。廣州如此，香港亦是如此。
說到底，大多數人只是把年花當成是一種植

物快餐，不為觀賞只為寓意。桃花可以招來桃
花運，又可大展鴻圖，年橘代表大吉大利；牡
丹呢，花開富貴；劍蘭呢，節節高節節升；鳳

梨是鴻運當頭；百合是百年好合；銀柳是有銀
有樓。既然年節已過，日子又要轉入平穩樸
素，這些只為討個好彩頭且佔地方的花兒，就
要最先被趕出家門了。
其實，真的喜歡植物的人，一點兒也不會輸

給喜歡動物的人。一棵小苗，都不捨得糟踐。
人常說草木無情。沒有對草木傾注過感情，又
如何知道草木無情呢。為何有些花兒在有些人
家的院子裡，就能葳蕤生春，庭院芳菲。這不
是會不會養花的技術問題，而是肯不肯付出真
心的態度問題。街上剛出現植物醫院時，我有
許多真心喜歡植物的朋友，為了一棵生病的玫
瑰花，會嘗試幾十種醫治的辦法。為種好一株
繡球花，會反覆嘗試底肥的酸鹼度。有個朋友
為了能讓花兒生長得更好一些，把開發商已經
綠化好的院子，重新掘地三尺，竟整整移走了
幾大車建築廢料。重新填上塘泥的院子，一年
到頭花開四季，惹得芳鄰艷羨不已。羨慕之
餘，不少人登門討要花苗，起初，朋友一向慷
慨，來者不拒。再後來，她忽然刻意變得吝嗇
了起來。
有一日，朋友跟我吐槽。我的鄰居個個都說

奇了怪，花在你家就葉肥花大，移植回去了卻
都是枝葉枯瘦，還是你會選房子，風水好地氣
旺。這哪裡是我家風水好。明知院子裡淺淺一

層土壤之下，都是建築廢渣，仍要讓花兒委身
於此，口上說愛花的，大抵都是葉公好龍。我
認同朋友的觀點。不過，養花弄草，向來都被
視作退休的人無所事事了，拿來消磨時間的。
有個朋友的上司，偶然到訪她的家中，看到花
開如瀑，讚賞之餘，此後便把她工作上所有的
失誤，都歸結於醉心花草不務正業，也不知道
這是哪裡出來的歪理。
人從生下來那一刻起，就是一路奔向終點。

誰的生命不是在消磨呢，如果是消磨在自己喜
歡的人和事上，一個癡迷園藝的人，一輩子所
獲得的芬芳，並不比一個熱愛文字的作家，看
到自己寫的書暢銷，遜色分毫。
《紅樓夢》裡有一節，賈芸孝敬了賈寶玉兩

盆白海棠。花還沒有賞呢，園子裡的姊妹們，
就已經開始錦心繡口，做了許多海棠詩。薛寶
釵說，不過是白海棠，又何
必定要見了才做。古人的是
詩賦也不過都是寄信寓情，
要等見了做，如今也沒這些
詩了。寶姐姐的一番話，和
春節家裡擺年花的道理，頗
為相同。我也只好順勢續上
兩句：出門遇到吉祥話，腳
下踩着爛年花。

出門遇到吉祥話

保佑生命的大帝

住進半山豪宅可
能是很多人的夢想，

但豪宅的風水是否就保證完美呢？
當然不是。最近我就為貴客看風
水，拜訪了一個「綿裡藏針」的豪
宅。這個單位地處半山，售價高達
一億一千萬，面積超過二千呎，是
名副其實的豪華單位。
它的景觀當然也非常吸引，坐東
向西，從主人房的窗戶望出去，可
看到鯉魚門。可以想像，每天早上
一覺起來，主人都可以欣賞日出，
迎接新一天的開始。
高床軟枕固然好，但也要小心

「綿裡藏針」！住宅位於山的中高
層，同時可以看到中環的景色。中
環有許多高樓大廈，大多數帶有避
雷針。於是，放眼望去，就有許多
本就高聳入雲的大廈，頂部還插着
尖尖的長針。從風水的角度看，避
雷針是煞氣的象徵，意象正如許多
高高的針筒豎在面前。長期身處這
樣的環境，會令人容易受到與針類
似的尖物所傷，或者總是需要打
針，絕非好事。
除了避雷針之外，還有陽氣過盛

的問題。即使在陰天不開燈，住宅
內也非常光亮，可見陰陽不夠調

和，陽氣過多。其實客廳反倒不要
緊，但房間陽氣過盛則會影響睡
眠，也容易影響女性的情緒，令女
性容易脾氣暴躁，久而久之影響夫
妻感情。
天命最後給出的建議，是大部分

房間（尤其是睡房）要用厚的遮光
窗簾，而且起碼有三分之二的窗關
上。但我同時強調，不能關上全部
的窗戶，因為最好是有開有關，陰
中有陽，才能達到中和的效果，這
也正是中國哲學的智慧。
那麼如何解決「針」帶來的影響
呢？答案就是在窗邊放許多抱枕，
代表針包的意象，化解避雷針的煞
氣。既然無法令針消失，就讓它們
扎進針包，而不要誤刺屋內的人
吧！

綿裡藏針的豪宅
彥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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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畫作《紫藤
游鱼圖》。

作者提供

■桃花 網上圖片

■高樓大
廈，大多
數都有避
雷針。
網上圖片

劉德華雖在醫院養
傷，但仍十分關心身

邊的人和事，對於在地鐵有人自焚
禍及無辜的人受傷，他發文慰問傷
者及表心痛，這是劉德華受到普遍
愛戴的原因。
他墮馬受傷後，在聚會上朋友幾
乎都問：「劉德華怎樣了？」連平
時不追星的都很關心他的傷勢，表
現得憂心忡忡說：「雖然不是他的粉
絲，但喜歡他的人。」另一友人憶述有
次他入境美國，遇到劉德華，所有
華人都看着他，有些人還跟他揮
手，劉德華都友善點頭，有個外國
人好奇地過去問他究竟是甚麼人？
劉德華謙虛地說：「I'm just a singer
（我只是個歌手）。」友人說︰「他是
巨星呀，也這麼謙厚，所以我很欣
賞他。」有朋友說常在私人會所遇
見劉德華，他總是面露微笑，很親
民；有人替他墮馬不值，一時間，
飯局變成劉德華致敬大會，可見偶
像形象不單靠演出，平日言行舉止
得民心，也很重要。
劉德華另一受歡迎原因是覺得他
貼地，貼地是因為他白手興家，並
非含着銀匙出生，憑自己一雙手打
造自己，內地稱此為豪門。娛樂圈
有不少豪門，劉德華不單只是其中
經典，更是豪門中的豪門。
究竟劉德華豪門是怎樣煉成的？
他由草根蛻變成豪門，荊棘滿途，
殊不容易，與他識於微時，親睹他
的經歷，當中不少可作為奮鬥的借
鏡。劉德華祖父擁有農地，劉爸爸
立志當消防員，不靠父蔭，帶着6子
女和太太一家8口離開農村，排行第
四的劉德華當時約6歲，全家人搬到
貧瘠的鑽石山木屋區，為幫補家
計，劉爸爸在村口開了一間士多，

一家人胼手胝足，劉德華每早上學
前，負責在大黑板寫上糖果和汽水
的價目表，他當作是練字好機會，
奠定日後寫得一手好的毛筆字基
礎。
後因火災，劉家的木屋給大火燒

毀，那場大火把所有家當燒光，所
以年前我邀劉德華為拙作親子書寫
序，要配一張他童年照片，他給我
一張穿着小學校服的證件相，那是
唯一燒剩的童年照，十分珍貴。他
們全家人獲政府安置入住公屋。對
於很多人來說，會覺得劉德華的童
年艱苦坎坷，他卻一點不覺得，反
而成為他在日後遇到挫折時一個鼓
勵，從不感到氣餒，具備成為豪門
的重要條件。
中學畢業後，他考入TVB第10期

藝員訓練班，成為合約藝人，憑努
力表現，迅速獲器重，成為男一，
主演時裝警匪電視劇《獵鷹》與葉
德嫻演兩母子，一炮而紅，是他人
生的一大轉捩點。
那些年，我出道不久，在一本暢

銷周刊當採訪主任，馬上邀他做封
面人物，安排他與當時成功爭演黃
蓉一角而人氣高升的翁美玲拍封面
照，地點選在山上，氣溫只有攝氏
6、7度，北風凛冽，拍攝隊人人冷
得瑟縮，劉德華和翁美玲沒半句怨
言，十分專業。之後跟劉德華去了
一家咖啡店做專訪，結賬時他搶着
付費，我說是周刊請他的，他不
肯：「要女士結賬，成何體統？」
雖感啼笑皆非，但充分表現他的男
子氣，見微知著，在其他事情上都
有一套他的原則，這叫性格，而且
是予人好感的性格。那年代，甚至
現在的新人很少有此類性格， 以致
出道一段時間仍面目模糊。

周有光談到文字改
革，興致勃勃。

他告訴我，他花了很大氣力做拼
音方案。他表示，拉丁拼音的「二
十六個字母看起來很簡單，實際上
很複雜，所以人家跟我們講笑話，
你們太笨了，二十六個字母搞了三
年。」周老說罷哈哈大笑。
他告訴調笑他的人說：「我說不是

三年，三年搞好後，要申請成為國
際標準，所以我就去參加國際標準
化組織的會議，又開了三年的會，
巴黎開會，南京開會，波蘭開會，
開了很多次國際會議，最後定為標
準。後面的這三年人家不知道，所
以其實一共搞了六年才定下來。」
不要以為漢語拉丁化的反對聲音只
是來自內部，特別是中國人。
據周老說，當時在申請過程中，

英美反對聲音最大。原因是他們要
改掉原先已有的程式，要花很多
錢。比如，美國國會圖書館，若要
把所有的編目都改成拼音，要花兩
千萬美元。美國當時說沒有錢。
「我說，沒有錢不要緊，等你有錢
了再改。 隔了兩年，他們有錢
了。」周老回想起這樁事，樂不可
支，笑得像個孩童般。
西方國家拿他沒辦法，只好乖乖
地按照他的方案，逐漸更新圖書館
的編目。現在的美國國會圖書館編
目都改用拼音了。中文拼音也成為
了國際文化交流的橋樑。很多外國

人看望周老，還由衷地感謝。
他們說如果沒有拼音，他們來中

國就很不方便。漢字用拉丁拼音及
簡化，反對意見最強烈是海外及港
台地區。事實是，今天台灣、香
港，還有海外都還在用繁體字。台
灣的馬英九還說過，要把繁體字申
遺哩。海外有些人認為在古籍研究
方面不好用簡體字。也有些議論認
為簡體字影響了漢字的形象美。對
於這個問題，周老說︰「其實，漢
字簡化，並不是要廢除繁體字，只
是我們需要一個標準，在中國，簡
化和標準化是一碼事。沒有這個標
準，今天的電腦就不好辦了。」
由此可知，周老並不反對繁體

字，只是簡體字在應用方面是有其
簡便的地方。
他說：「我們做了一個實驗，就是

讓沒有見過繁體字的高中生到圖書
館，請他們看繁體字的書，第一遍
看不懂，看第二遍，許多都懂了，
看第三遍，完全都懂了。什麼道理
呢？ 因為這個標準簡化字和原來的
繁體字是有關係的。」周老隨手從
書櫃取一本《康熙字典》，並打開
給我們看，說道，「每一個簡化字
都是有來源的。大部分的簡化字都
是古代就有的，先秦的就有百分之
十五，魏晉的有百分之六，到了元
代，就有百分之十八至百分之十
九，後來造的是很少幾個字。」

（「周有光的奇觀」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