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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養的花草，有些是我買或要來的，有些卻
不是我栽植。有些花草的名字我熟悉，有些則
根本不知其名，也懶得查問。去年末至今年
初，有三種花，映入眼簾。

年假六天，我把家中不耐寒又易搬的花草一
盆盆送到單位，與科裡養的那些擺在一起。我
們回老家過年，花草放在家中，一旦溫度控制
不好就會凍傷。單位天天有人值班，一直供着
暖，適合花草生長。

一天上午，相鄰科室的阮主任找到我，誇讚
窗台上的那盆卵圓葉片的花。那盆花是妻子養
的，三四年了。我不知道花名，估計妻子也不
知道。那盆花，在小阮大讚之前，到科內查體
的兒童家長中，有幾位也十分喜歡。科裡的小
石跟我說，有位家長想要一小株栽，花不是她
的，而我那天正好不上班，她沒敢答應。多次
被外人提及，我才開始關注它。
那花養在十分普通的塑料盆內，總共十三四

枝的樣子。盆內還陸續長出一厘米高的幾根小
苗。花成簇，細碎如黃米粒，色淺白，花梗淺
綠泛紅。這種花一根根直立，一根好像就是一
株，只是不知道根是否連在一起。唯一顯明的
特徵是葉片卵圓形，中間有個綠豆粒大的黃色
亮點。小阮誇讚那盆花後沒幾天，一次酒後找
我，滿臉醉態向我要。花是我家的不錯，卻不
是我養的。妻子從哪裡弄來，她是否特別鍾愛
那盆花，我並不知曉。見我為難，小阮說真捨
不得願意買，想出價二百元帶走。他一下午找
我三四趟，平時關係挺好，這般誠意令我實在
不好意思拒絕，就告訴他帶走前我得再拔出一
兩枝栽。潛意識裡，這不是名花，單論價格的
話，值不了幾十塊錢。
回家路上，我告訴妻子那盆圓葉花送給小阮

了。她立馬惱火，責怪我沒經同意就把她養的
花送人，讓我再給要回來。說出去的話怎麼能
改？我表示不要，妻子就跟我慪氣。我開導她
說一盆雜草而已，又不開多麼漂亮的花，送人
了怎麼好意思再要回？細想想自己確實也不
對。正如妻子說的，她已養了三四年，雖不是
名貴花卉，畢竟費了不少心思。晚上閒着沒事
我在網上搜索許久，通過查找綠葉觀賞植物、
綠葉花卉、圓葉花草等，只查到了金錢草，但

顯然不是同一種花。
第二天，小阮查到花名。他還在淘寶網上查

到價格。十粒鏡面草種子售價兩元。過了幾
天，我又在淘寶上查到更多信息，一般一枝鏡
面草價格為二十元左右，加上郵費大概三十多
元。那盆鏡面草若按淘寶價格賣，一枝枝算起
來，不低於二百元。已答應送給小阮了，我就
沒敢再跟妻子提。她若知道價格，會更埋怨
我。找了個晴天，我把那盆鏡面草搬到花壇
裡，找了個花盆，選了一枝小的拔出來，移到
新盆中，取花壇裡的土栽上。小石的老公早準
備好了花盆，也拔出一株栽上。那盆鏡面草花
盆中還有六七枝一厘米左右的小嫩芽，我一枝
枝拔出來，用手指在新花盆裡戳了幾個小坑，
將它們繞着中間那株鏡面草栽了一圈。等那些
帶根的小鏡面草長大了，均勻圍在花盆邊緣，
一定特別漂亮。

鏡面草為傣藥，有消炎解毒作用，可用於丹
毒、接筋、接骨。我家栽植它，全因妻子把它
當花養。整盆花送人後，那盆新移栽的鏡面草
依然擺在科內，等溫度再升高些就把它搬回家
中。一天，有位女同事看到那盆新鏡面草，居
然也聲稱很喜歡，尤其那幾株一厘米左右的小
苗，想拔一棵栽。一大盆變成幾小株已經夠鬧
心啦，我沒敢再答應，笑呵呵婉拒了。

風信子花的再生，全因岳母一句話。一天傍
晚，她跟岳父一起到我家吃飯，飯前在院中踱
步，突然大喊了一句。我沒聽清說的啥，她就
把兩個風信子的球狀莖拿給妻子，然後拿到屋
裡。那兩個乾得不成樣子的球莖前端，居然露
出一束嫩芽。那兩個球莖，一定是去年夏天無
意間扔到窗台上的。經受了大半年日曬，表層
乾得像木柴一樣。整個冬天沒人理會，就裸露
在窗台上，沒有任何遮掩。因為是在西間屋外
的窗台上，球莖的個頭又小，我們沒注意到它
的存在。沒想到冬天一過，它就在裸露的角落
裡鑽出一束短芽，在乾冷的窗台上吐出新綠。
前年，我養過一棵風信子，開花時買的。查

閱資料得知芳香味濃的花，少數揮發物對心臟
有害，特別是晚上睡眠時。風信子的香味太
重，不宜放到臥室，可放到院中無人觀賞，我
便把它帶到科裡。在科內，經常通通風，有花

看又有香飄，不至於危害健康。
花束乾枯後，風信子開始迅速長葉。葉子愈

變愈長，愈長愈多，從一束變成多數。一小束
一小束多起來後，原先的那個大球莖開始萎
縮。新分出的小苗，球莖乾癟，不像能長壯的
架勢。那樣的小苗，實在瘦弱，直到秋天也沒
鼓大球莖。最後，至少是沒再開過花，一個個
莫名其妙消失在花盆中，被像空氣一樣蒸發
掉。信心遭受打擊，後來就不再買來栽種。扔
到窗台上那兩個荔枝大小的球莖，是妻子科室
的駱主任給的，誰也沒想到會再開花。

見又發芽了，我找來一個花盆，把兩個球莖
埋了一半到土中，搬到室內。一周後氣溫回
升，又把花盆搬出去，放到院中。這時，那兩
束芽子長到十多厘米高了，張開的葉子中央有
根飽滿的花束頂了出來。至此，我方才相信，
風信子花後得拔出球莖晾乾存儲，其花芽的分
化，也少不得寒冬的過渡。只是，這樣小的球
莖春天還能開出花來，並且長得茁壯，還是讓
我大為驚訝，雖然，花盆裡的那兩棵正在長成
證明。
老家有個蜂場，陽曆二三月份，蜜蜂得春

繁。這時候的北方，幾乎沒有能提供蜜粉的植
物。那天下午，父親給我打電話說四叔家那棵
黃楊樹開花了，中午時蜜蜂嗡嗡的，聽老遠。
那棵黃楊，最初是當花栽的，就栽在四叔家院
子中央，修剪成頂部平坦的半球形。球冠一周
大概四米左右，株高一米半多。黃楊花小，色
淺黃稍綠，很不起眼。平時只是感覺黃楊樹形
挺美。聽說有人出價買過，給價一萬元，四叔
沒捨得賣。
蜜蜂上黃楊樹，應該是採花蜜或花粉的。既

然黃楊二三月份開花，若多栽養一些，就能減
少這個月份的蜜粉源不足難題。我隨即上網查
證。小葉黃楊主要是綠化用的，還有就是做盆
景。一些有形或有年份的黃楊樹，做成盆景價
格昂貴，一株過萬甚至數百萬的不少。就連木
材，一立方都要價一兩萬元。

妻子跟我表態，同意買些小葉黃楊栽。多栽
些樹苗在蜂場裡，至少能緩解部分早春的蜜粉
源短缺問題。年歲久了，一株株大黃楊樹，千
姿百態的，說不定還能賣上個好價錢呢。

本地特殊教育支援不足

港大前校長和南大
「為馬來亞而
立」的南洋大學

幾經風雨，最終關閉；「為中國
而立」的香港大學在百年教育史
上，同樣歷經風雨和爭議，卻安
然度過。
原來，這兩所大學之間有點關
係，因為港大兩位華人校長黃麗
松教授和王賡武教授都跟南大有
淵源，而兩位學者最初都涉及奉
命改造南大。
牛津大學理學博士黃麗松早於
一九五九年曾作為旨在改組南大
理事會的《魏雅玲報告書》委員
會成員首次接觸南大，他當時是
新加坡馬來亞大學化學系教授；
十年後，則以吉隆坡馬來亞大學
副校長的身份受聘於風雨飄搖中
的南大，出任第七任校長，但只
做了三年多（1969 年 至 1972
年）；後因獲母校港大邀請，回
港大出任首位華人校長，卻一做
十四年。
有南大畢業生憶述，在馬來西
亞政府還不肯承認南大學位的情
況下，兼具學術與行政兩者之長
的黃麗松願意迎難而上，接受了
南大校長一職「令人欽佩」。黃
麗松在任內也積極推動建立研究
院，以提高南大的學術風氣，同
時使南大加入英聯邦大學協會，
令南大的形象國際化。兩年前他
逝世時，《南洋商報》指他是
「南大校史上備受敬重的校
長」。

而港大第二位華人校長、歷史
學家王賡武教授當年也因為奉李
光耀要整頓南大之命，負責撰寫
重新設計南大課程的報告書
（《王賡武報告書》）而涉嫌協
助「殺校」，成為南大的「罪
人」。根據馬來西亞著名評論家
兼報人謝詩堅回憶，該報告書內
容其實不算出位，但因出籠後在
華人社會引起極大反響，並引爆
一場影響深遠的學潮，導致學生
示威遊行並停課，還有不少學生
被開除學籍。令王賡武名字就這
樣與南大掛鈎。
王賡武後來跟謝詩堅憶述時，

說他於一九六四年接受李光耀邀
請時，是作為吉隆坡馬來亞大學
教授，從馬國多種族文化背景的
角度看南大的華語教學問題，既
不符合國情，也不容易與國際接
軌；但報告第二年出來時，新加
坡剛好脫離馬來西亞，國情已不
同。
王教授兩年前在李光耀逝世時

接受本地一家報章專訪時，雖然
沒有直接談及李光耀如何處心積
慮要封殺南大，但他對李當年面
對的內外交困所作出的妥協表示
理解；正如他自己，東南亞華人
在面對回國無期和落地生根的兩
種處境下，如何在保留母族文化
的同時，又適當地融入當地社會
和接納當地人，是有承擔的政治
家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四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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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荏苒，轉
眼間今年又踏入

第二季。隨着清明節過後接踵而
來又是一年一度復活節。
今年，本港以至世界政治和經
濟都相當波動，大家都盼望我們
正如耶穌復活一樣，一切隨復活
節也復活起來。樓市相當活躍，
但梁特首嚴肅地公開宣佈將特別
關注樓價的走勢，但願政府不會
施重手，而讓樓市繼續健康發
展，大家都能安居樂業。至於股
市波動向下滑，股市好友也祈求
讓股市復活繼續向前行。
復活節有四天假期，但學校假
期特別長，最開心的是學生。每
年四、五月份，家長和學生特別
忙，因為考試多。然而，香港教
育種類繁多，大家對於當局教育
政策及資源分配尤為關心，例如
特殊教育。特殊教育不像其他民
生問題，看起來對公眾沒有迫切
影響。香港社會進步，仍然有不
少人對特殊教育存在偏見和誤
解，例如：要在行為上或樣貌上
明顯異於常人，才是特殊兒童，
其餘的都是家長過於緊張，無風
起浪；特殊教育應該把孩子放在
特殊學校，免得影響其他同學學
習進度等等。
大家一定遇過很多不能跟隨指
示，或者學習進度比別人慢的孩
子。這些孩子往往被標籤上「懶
惰」、「沒教養」、「頑皮」等
負面形容詞。家中有特殊需要的
孩子，不論父母和孩子，面對的
沉重壓力可想而知。我很記得一
位資深的教育心理學家所言：
「我們都怪錯了孩子！」這都是
上天給了他們與生俱來的特殊基

因、一條不平坦的人生路，給了
他們父母一位與眾不同的孩子。
現在特殊教育的公營配套短

缺，由排期，到識別、到得到正
確的協助一般要花上幾年時間，
所以往往錯失治療的黃金期。本
地學校對特殊教育需要的支援不
足，老師對特殊需要兒童特徵並
沒有深入了解，很多「隱形」特
殊兒童因而得不到適當的支援。
如果沒有把他們及早識別，過了
協助的黃金期（黃金期通常在十
二歲前），各方面永遠落後於別
人。希望新一屆政府多配資源。
社會一般認為國際學校的特殊

教育做得較好，我也非常認同，
因為在國際學校裡，普遍沒有融
合教育所衍生的問題。除了資源
上有足夠配套外，關鍵是不論校
方或家長均有足夠的包容和接
納。從我的觀察，國際學校家長
較接納有特殊需要的同學。
曾有一位過度活躍症孩子的家

長向我哭訴，他的孩子在傳統學
校讀書，他和孩子感到很大壓
力，因為孩子在課堂不守規，結
果其他家長向校方投訴孩子影響
其子女的學習進度，其他家長只
關心其子女成績。這是真實卻令
人心痛的教育界悲歌！特殊兒童
就是與別不同，我們就是要接受
他們的差異，並幫助他們在學習
過程中「求同存異」。就是這微
小的包容空間，對這群孩子已是
福報！簡單如：讀寫障礙的學生
不善於用文字表達內容，可否用
短片、圖畫表達想法呢？
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如「折翼
天使」，只要成人給予包容和
愛，他們也有振翅高飛的一天。

珠海學院搬校到屯門已將
近一年了。新建的校園面對

寬闊的大海，尤其是那圖書館，一大片玻
璃幕牆，室外是沙灘和海岸，室內除了有
電腦桌、書桌外，還在角落鋪有木板，有
幾個可以躺可以坐的圓球形沙發。我走進
去的時候，剛好見到幾個學生，半躺在沙
發上看着書。
珠海學院創校已經七十一年了。搬了幾

次校舍，從廣州到香港九龍的亞皆老街附
近（計有三次搬遷），再到荃灣，現在定
於屯門黃金海岸。參觀了學校的建設與設
施，我相信珠海學院從此將會安定下來，
不會再換校址了。尤其是在不久的將來，
將會升格為珠海大學。
珠海學院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有過輝煌時

代，其中國文史系、新聞系、建築系可稱
執牛耳於一時，自從搬進屯門以後，校方
承先啟後，勵精圖治，再度擦亮了珠海學
院的金字招牌。舉辦了幾場很有意義的活
動。諸如：開辦了「佛學研究中心」；組
織了「珠海學院中文系（所）校友會」；
邀請了白先勇來「細說紅樓夢」。
白先勇可說是當代著名的小說家，又創

造青春版的昆曲，可說是讓沉寂百年的昆
曲復活了。而今天，我們來欣賞：白先勇
如何細說《紅樓夢》。《紅樓夢》是以寓
言神話的結構開端，表達中國傳統文化儒
釋道哲學精神。儒家是經世濟民的入世的
觀念；佛學要到了晚年，才有很深刻的體

悟；而道家是出世的思想。曹雪芹是以文
學的方式表現哲學。大觀園裡面有兩百多
個人物。每一個人的刻畫都很細緻，代表
着人生舞台上芸芸眾生的某一個你。
紅樓寓意紅塵，原名《石頭記》，又名
《情僧錄》。僧是無情的，代表着空。《紅
樓夢》的「情」，藏着人間萬物的「情」，
而重點是「愛情」，情根是還不完的債，情
根下生根，為情而生，為情而死，淚盡情完
亦人亡。曹雪芹埋下千里伏筆。黛玉死，寶玉
出家。《紅樓夢》表達的是一個「空」。
享盡人間富貴，看盡生離死別，背負人

間「情」的重量。最後，一僧一道，夾着身
穿紅袍的賈寶玉，瘋瘋癲癲，走在雪地
上。 賈政氣喘吁吁地跑出來，追着自己的
兒子。望着他們三人在雪地上漸行漸遠，
最後消失在一片白雪茫茫的大地上。大雪
覆蓋着人間的貪嗔癡，雪地上真乾凈。結
局是一個「空」字。筆者的青春年少迷《紅
樓夢》迷到了癡。不吃不睡不做功課，手
中抱着一本厚厚的
《紅樓夢》。一邊哭，
一邊看，一邊抄下經
典金句。
周汝昌說，《紅樓

夢》是一本「情」書，
表達出人間的「苦」，
更可說，是一本「奇
情」之書，也就是人
間的「奇苦」。

在珠海學院談《紅樓夢》

接近清明，話
題談到掃墓，有個

兒孫滿堂的老人家半談半笑半認
真說︰「我吩咐過了，他日百年
歸老，子孫們千萬別來掃墓，不
是嗎，好不容易躺到舒舒服服，
你們又來騷擾，要我起身應酬你
們，好不麻煩 ! 」
說到生死，老人家也真是一代
比一代開明，曾祖父輩光是火葬
都不要提，祖父輩認為無可無不
可，到了父執輩就完全不當一回
事了；曾祖父那一代，重視落葉
歸根，移民海外，晚年回不了
鄉，日後不能葬身故土也死不瞑
目，現在嘛，已全都高唱「埋骨
何須桑梓地」了。
什麼風光大葬絕少是死者生前
意願，一半是孝子賢孫的執着，
一半是後人硬借死人充「面
子」。而且愈是生前享受過風光
的愈是不重視身後事，馬英九父
親的火葬喪禮便一切從簡，連老
朋友的花籃與奠儀都婉拒。
最近紅透台灣的文藝小說家瓊
瑤就立有遺囑，說她走後只求花

葬（就是唯一堅持她小說風格的
一點浪漫），無須用任何宗教儀式
悼念，不發訃文、不公祭、不開追
悼會，更說不設靈堂，不要出
殯。內地曾為魯迅小說繪寫插圖
的漫畫家丁聰，不脫幽默瀟灑本
色，除了遺願不設靈堂不開追悼
會，還聲明遺體要盡快處理，意
思是任由後人怎樣都不計較。
電視劇《楚留香》有句曲詞

「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啊……
獨行不必相送 ! 」據說已成為台
灣很多樂觀派走到人生最後一程
金句。電視新聞報道娛樂圈中某
藝人臨終前，探病人龍蜂擁的
「熱鬧」場面，有人看到心驚，
說萬一自己交遊廣闊到那田地，
那口氣斷得更不舒服了，簡化葬
禮遺囑，怕就是因為擔心死而有
知受到騷擾不能輕鬆上路。
也正如兒孫滿堂的老人家一樣

想法，不想煩己煩人。紅樓夢裡
妙玉所說「縱有千年鐵門檻，終
須一個土饅頭。」墳墓比作土饅
頭還未臻化境，紀曉嵐笑說遺體
還不過是饅頭餡呢 !

誰都有這一天

周末快到了，接到女兒的電
話，除了傾訴高考的壓力，又心

有餘悸地說起同學打架的事情，經我好一陣安慰
之後，她才平復心情重新投入學習中去。
前不久在網上看到一個國外視頻短片，短片裡

一個父親帶着兩個女兒在超市買東西，小女兒無
意地把大女兒手上的東西碰掉，父親馬上要求小
女兒給大女兒道歉，小女兒拒絕道歉，且躺在地
上耍賴，父親不厭其煩地循循誘導，最後小女兒
終於真心誠意地給大女兒道歉了。意外卻在大女
兒接受小女兒道歉後發生：一位邊打手機邊在貨
架上選東西的女士雖然是無意但很用力地撞了小
女兒一下，然後一邊繼續打電話一邊若無其事地
快步離開。
剛給自己的姐姐道完歉的小女兒很不理解，不

知道為什麼自己撞到姐姐需要道歉，而別人撞到
自己卻可以不道歉。父親便找到那位女士，說明
原因並要求她給自己的小女兒道歉，那位女士毫
無禮貌地拒絕了。被拒絕的父親一再請求無果，
找到了超市經理，把情況告訴經理，於是經理帶
着保安找到那位女士，認真地要求她給被撞的小
女孩道歉，又被那位女士更堅決地拒絕了。那位
父親無奈地帶着兩個女兒在收銀處結賬，此時，
令人意想不到的場景出現，超市經理帶着兩位警
察出現了，警察毫不客氣地告訴那位女士，她撞
了人後堅決不道歉是對小女孩造成的騷擾，警方

有權逮捕她，在女士明確地拒絕後警察銬起了
她。短片臨近結局的畫面很溫馨，小女孩用父親
教她的方式去教那位女士如何向別人道歉。最終
那位女士在哭着道歉後仍然被警察帶走了，那位
父親感到很欣慰，因為他用自己的行動教會了孩
子明辨是非，必須面對和承認自己的錯誤，也讓
孩子看到了犯錯引致的後果。
我的女兒在讀小學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整個人

突然地清瘦下來，性格也變得非常的陰鬱，不再
愛和同學、朋友交往，就連和她最親近的我也不
愛多說一句話。上學的時候出門很早，卻常被老
師投訴遲到，在家被批評了也不駁嘴，只是默默
流淚。如此久了，家裡人焦急萬分，卻又無計可
施。直到有一天女兒的班主任通知我到學校去，
當面很不客氣地投訴她近期在上課期間又有反常
行為。當時正值課間休息，我發現女兒被一個滿
面跋扈的小女生指揮着；像木偶人一樣地在操場
上蹦跳，左手食指明顯地腫大着，追問之下，說
是在上學路上摔倒的，當時我來不及細想她手上
為何沒有摔傷的痕跡，就急忙向老師請假帶她到
醫院去看，結果檢查出來是手指骨折，需要馬上
做手術。手術做完，女兒在醫院住了好些天，那
些天才在她臉上看到久違的笑容。
女兒住院期間，我們從她的書包裡翻出了一張

寫得不倫不類的紙條，內容是讓女兒遵守的一些
規條，包括上學不許按時到校、下課上廁所不許

按時回去上課、必須把她每天的早餐費交給對
方……否則對方會讓自己的父母殺死女兒全家！
落款的名字正是那個在操場上指揮着女兒蹦跳的
小女生。後來我們把那張紙條交到了學校，老師
認為那只是一個小女孩的惡作劇，建議把小女生
調到另外一個班。和小女生的父母見了面，要求
他們道歉，他們也認為我們只是大驚小怪，結果
當然是不了了之。
女兒直到上了中學後才重新恢復了陽光的性

格，過了幾年後她對我說了手指骨折的原因，非
常令人難以置信：竟然是那個小女生硬生生地用
手掰折的！驚懼之餘，不免去想那個小女生如今
長成什麼模樣，會做出一些什麼樣的事情。近年
來在網上看到不少青少年殘暴地欺辱同學並拍下
上傳的視頻，看得令人心驚，看到學校和家長輕
描淡寫的處理結果更令人堪憂。民間曾經盛傳的
「小時偷針，長大偷金」的故事相信很多老師和
家長都曾經讀過，可是當我們的孩子遇上相似的
問題時，大家都自動地忽略了它應該讓我們在教
育上吸取的教訓。
由此我想到了東西方教育觀的巨大差異，西方

人往往把一些貌似很小的事情看得很大，處理起
來也很是重手。我們卻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結果反而是「小洞不補、大洞吃苦」，最
後發展到不可收拾，一切晚矣。所以，我們是否
都欠孩子一個道歉？

我們的教育欠孩子一個道歉

鏡面草‧風信子‧黄楊苗

吳康民老校長九秩晉一，以文會友，
推出《隨筆一百篇》，行政長官梁振

英、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為新書發佈的主禮嘉賓。梁振
英特首表示，吳老以九十一歲高齡出版新書，思路清
晰，筆耕不輟，讀書萬卷，下筆有神，令人對生活和生
命充滿信心和企盼。
每年吳老生日都有新書出版，梁振英特首例必親臨祝

賀，緣由梁特首曾經對吳老說過，但凡老校長有新書出
版，他若在港一定出席新書發佈會。吳老對此諾言是很
認真的，難得梁特首也從不食言，沒有忘記和老朋友這
一個約會。吳老的女兒打趣說，特首給她父親「搞到好
唔得閒」，可能許諾時不知道父親會每年出一本，而且
長出長有；吳老的兒子也視梁特首主禮為慣例，他說，
明年梁特首便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來主禮了。
老校長「登九」感言，生平喜歡舞文弄墨，上世紀五

十年代開始寫作，至今已輯成文集四十多本，有政論、
遊記、回憶錄、隨筆等不同類書。很多人「下筆千斤
重」，他則下筆無難度，因為有幾十年寫專欄的習慣，
寫作是他生命之火，有生之年還會繼續寫下去。
對於「下筆千斤重」一說，梁特首也分享他的下筆心

得。他早年也為報章寫過專欄，每周一篇，他揀了逢周
五見報，因為周五見報後如釋重負，可以周末周日放假
兩天，周一又重新思量題材，改改寫寫好幾天才交稿，
周而復始，感受到寫專欄的壓力。
《隨筆一百篇》是老校長在本報采風版《生活語絲》
的專欄結集，內容包括人生感言、老人心事、人物記
實、采風記等。吳老近一個世紀的個人經歷，對世事洞
明，了然於心，他人生軌跡所涉及政壇、文壇、教育界
的重量級人物，躍然紙上，「隨筆」感性率真，清心直說，
讀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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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講《紅樓
夢》。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