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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橋120年壽命
港珠澳大橋的興
建，一早就定位於世

界級水平最高的大橋來興建，目的是
大幅度提升中國的重型機械製造水
平、工廠生產方式的預製件模式施工
方式、高技術水平建造一條現代化樣
板大橋，將中國的橋樑建設走向世
界，讓「一帶一路」的國家加快速度
建設好互聯互通的交通銜接工程。
大橋採取什麼工藝標準和安全標
準？由於香港參與設計和策劃，提出
香港慣用的英國標準。中國選擇了安
全系數最高的英國的標準。本來英國
的標準是使用期為100年。現在中國將
港珠澳大橋的標準定為120年。最近意
大利一條有50年歷史的吊橋倒塌了，
震撼整個歐洲。原來，意大利、西班
牙、德國、法國都有很多巨大的橋樑
在上世紀70年代興建，所採取的混凝
土的安全標準，與意大利一模一樣，
他們擔心，倒塌的事件陸續有來。英
國反而不害怕會有橋樑倒塌，因為英
國的安全工程壽命的系數最高。
中國過去建築大橋，有什麼建築設
備，有什麼工藝技術，就按照現有的
設備局限來設計大橋。可以說是，
「限米煮限飯」。港珠澳大橋的設
計，能抗16級颱風、7級地震，設計
壽命長達120年，並且要用積木式的
預製件拼裝的方法進行施工，務求做
到最低成本、最短的工作周期起貨。
有了設計的要求後，倒過來催逼重型
的建築裝備的創新和改革，發明更多
的施工技術和專利，發明更多新材
料。這個超級工程集結了我國在橋樑
設計和施工、材料研發、工程裝備乃
至生態環保領域的上千名科技工作
者，開展科研專題研究300餘項，獲
得發明專利授權逾百項、發表論文逾
500篇、創建工法逾40項。這是一條
創新典型之大橋。
港珠澳大橋的設計觀念完全不一
樣，完全不考慮現有的建築設備，有
什麼工藝技術，而是要按照最高安全
的標準和科學技術來設計大橋。首先
是要建設兩個10萬平方米的人工島。
按照傳統的拋石填海圍堤築島的作業
方式，需要3年的時間。
中國發明了新的大型的鋼鐵筒快速
築島技術，五個月就建築了一個5萬

平方米的人工島，破了世界紀錄。最
艱難的工程，就是要在海底下五十多
公尺深建築一條海底隧道。水壓很
大，漏水機會很高。這項技術一直掌
握在少數西方國家的手上。他們不會
轉讓技術。
在水下近50米建設深埋沉管隧道，

在國際上也被視為「技術禁區」。港
珠澳大橋的島隧工程是世界首例深埋
沉管。「傳統沉管隧道都是『淺
埋』，但港珠澳大橋的沉管頂部荷載
超過傳統沉管5倍，如果按照國外經
驗，採用節段式」，深埋沉管結構體系
會受上面的土石方重力而變形，漏水
的風險就會出現，中國的專家創新提
出「半剛性」沉管新結構。這一方案
與國外專家提出的「深埋淺做」方案
相比，節省了工期。
「沉管隧道建成後，會不會滲水是

成敗的關鍵。因為33個管節之間有大
接頭，每個管節又有7個小接頭。地
基的不均勻沉降、剪力鍵的結構、止
水材料的性能以及地震等因素，都有
可能導致隧道漏水。」就連製作止水
帶的材料也用了兩年多時間自主研
發。「國外類似沉管接頭的正常漏水
率是5%—10%，半剛性結構改善了沉
管結構的防水性能，港珠澳大橋沉管
隧道首次做到了無一處漏水。」
汽車海底隧道的要求遠比火車海底

隧道高得多，要達到了通氣和火災的
安全要求。英法海底隧道由於未能達
到通氣和防禦火災的要求，只能夠用
火車拉着汽車過隧道。港珠澳大橋的
海底隧道長達5.9公里，通風能力要
非常好，因此，海底隧道是三層的，
最高的一層負責通風和逃生功能，一
旦汽車起火，汽車裡面的人，很容易
因為失去氧氣被焗死。第三層可以提
供氧氣的管道，或者讓乘客可以攀上
去逃生。最巧妙的科學技術是，管節
之間的接合點，使用了中國特別製造
的人造橡膠作為縫合劑，如果兩架車
相撞，汽油流了出來，在人造橡膠圈
的地方燃燒1小時，橡膠圈融化了，
海水就會沖進海底隧道裡面。中國特
別製造了同一結構的沉箱，在橡膠圈
外面鑲嵌了陶瓷鋼鐵，可隔熱，燃燒
1小時，橡膠圈也沒問題。這一項技
術，中國已經取得了專利。

應邀參加中央電視
台 「 戲 曲 知 識 大

會」，地點在北京南面的大興影視
園，這是央視專屬錄製棚，內園很
大，有酒店有食肆，酒店還是梅地
亞。原來這家酒店在北京西面老央視
的旁邊，去央視錄影或做事，會在這
裡會餐或住宿。大約上世紀七十年代，聽
說梅地亞酒店餐廳的餃子一塊錢人民
幣一隻，老百姓都嚇一跳。
錄製現場很大，人很多，形式是知
識問答，一百個答題選手基本都是年
輕人。第一個上台答題的是一個11歲
的小男孩，胖胖的很健壯，有點緊
張，但不怯場，介紹自己時擺了一個
花臉的架式，有模有樣。
問答的題目都是有關戲曲知識，有
深有淺，選手答，百個台下的選手也
答。男孩子被問一個頭飾的問題，兩
個戲裝女子頭飾，一個《霸王別姬》
的虞姬，一個類似《鳳還巢》的程雪
娥，問哪一個是古裝頭飾，看來兩個
都是，有點難選，原來程雪娥的叫
「大頭」，即是戲曲中我們常看到的
旦角裝飾，虞姬戴的珠簾妃子裝，才
是古裝。
一個會唱昆曲的少女選手，本身是
專業演員，祖輩都是戲曲名家，都看
好她會是這一場比賽的擂主。沒想到
她被一道題難倒了。現場放了一段錄
像，十幾個穿戲曲白色長衫的男生，

戴着紅色「髯口」，隨着音樂舞蹈。
問題是，他們戴的髯口，屬於老生還
是花臉。小姑娘答是花臉。錯了，應
該是老生。原來老生和花臉的髯口，
是有區別的，老生是三綹髯口，比較
稀疏，花臉是滿口髯口，很豐滿，耍
髯口的動作也不相同。
現場側面搭起一個古色古香小舞

台，演戲劇片段，有川劇、錫劇、京
劇、昆曲等，根據演出出問題。這一
場演出的川劇《西門慶殺船》，西門
慶在渡船上遇到一些渡船客，他先把
刀藏起來，後起殺機，又把刀拿出
來。一把兩尺多長的明晃晃的鋼刀，
一會兒出現在觀眾面前，一會兒又不
知去向，顯示西門慶的陰險、狡猾和
毒辣。
刀很長，不露痕跡地消失又出現，

用在西門慶這個陰險毒辣的人物身上
十分貼切，有助人物性格特徵的刻
畫，也符合戲曲觀眾的審美習慣，在
看故事的過程中不僅看到了表演技
巧，還滿足了好奇心，使情節更為玄
妙。「藏刀」像「變臉」一樣，是川
劇武生演員的技巧之一。我並不熟悉
川劇，看戲當中脫口而出，這不是雜
技嗎？原來問題就是︰川劇中的藏
刀，是屬於舞蹈、身段還是雜技？
中央電視台類似的節目還有詩詞大

會和民歌大會，用以普及藝術文學知
識，倒也適宜。

我覺得人的情緒
很奇怪，不知道是

因為天氣的影響，還是身體心理上
的高低的反應，很多時候自己也想
收埋自己，躲藏在家裡不外出。
就好像上星期有一位要好的朋

友，因為之前生日去了旅行的緣
故，所以過了她生日才一起吃飯，
但在前一個晚上，我突然覺得有一
種情緒低落的感覺，決意要在沒有
原因地推卻了這個晚飯，當時大家
也很擔心，因為他們覺得我一向是
一個傻小子，什麼也會說什麼也會
想出點子的人，為什麼突然沒有理
由下推卻這個生日飯。
其實自己也解釋不到為何有這種

想法，只是覺得眼前的一切都想放
下，不要再讓自己煩惱，或者要去
處理很多事情。也可能是因為我一
向是一個懶惰的人，就算有很多歌
手邀請我去看他們的演唱會，我也
不一定會去。就好像很多已經很早
便約好了的聚會，也臨時沒有心情
參與，所以有時也覺得不好意思，
雖然自己也解釋不到，但身邊的朋
友也很包容，甚至擔心我為什麼會
這樣，但我也不想多作解釋，應該
說我也不知道怎樣解釋，就是不想
外出，留在家中睡到飽，一直躺在

床上好像就已經足夠。
因為自己這個性格，也經常令身

邊的朋友擔心，我也應該要好好反
省，因為我自己的情緒問題，反而
令到身邊的人不知如何對待我這個
朋友，還要他們傷腦筋。我相信最
大的可能，是自己對於目前的一切
好像沒有確實性。
因為做我們這一個娛樂圈的工

作，有很多東西也可遇不可求，看
見別人名成利就，賺了很多錢，再
看看自己好像一無所有，就會覺得
很自卑，久而久之就培養了這種情
緒出來，所以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
比較，而且看見別人的成功，自己
就更加覺得好像很沒有用處般。
不過這樣說，也不正確，相信很

多讀者或身邊的朋友也會反駁我：
「其實你已經擁有不少，只不過我
們這個行業就是這樣。」只好為自
己想想將來，如何繼續向前行。但
我自問也很努力工作，就算一些無
關痛癢的工作也樂於接受，只不過
有時不自覺地去衡量自己的成就，
就覺得好像比別人差很多，所以我
應該努力去改變這個不好的想法。
在此希望向所有曾經因為我臨時缺
席聚會的朋友而影響到你們的心
情，說一句對不起。

收埋自己

看梁智鴻著的《理
性的呼喚─從手術室

到社會大舞台》，得知梁醫師的生平
點滴，更能看到香港從英治時期到現
今的醫療改革情況，梁醫師的智慧和
貢獻，着實令人敬佩。
不過，引起我聯想的，卻是書中第
三章「從主權到專業自主權」的幾句
話：「據說醫學界有人一次過買了五
十二張從香港去澳洲的來回機票，以
賺取大量折扣。他們的一貫做法，是
在周五乘夜機由香港出發，周日晚上
返抵香港，周一如常上班。」
那是接近回歸前香港人普遍的忐忑
不安。回歸已超過二十年了，這份忐
忑不安的心情已然消失了。但是卻還
有人每周往返香港和他們的居住地
方，原因何在？那是十年前吧？《金

融時報》上有一篇報道就是寫香港那
些每周搭乘飛機往返香港的工作者。
他們之所以寧願每周奔波，第一是為
了家人的健康，第二是香港的租金太
過昂貴。他們本來是居住在中環的，
但由於租金不斷上漲，使得他們不得
不遷往西環方向，有些更要住到離
島。再加上香港的空氣品質愈來愈下
降，為了家人健康着想，他們就選擇
返回新西蘭澳洲等地，每周往返。
一年買五十二張機票往返香港工作

的人，不必細想也知道他們的收入有
多高，不然怎麼負擔得了？香港住屋
的租金昂貴，這十年來只有往上漲，
試問月薪萬多元的市民怎麼承受得
了？這昂貴的租金問題，政府官員能
有梁智鴻先生那樣的智慧，用理性來
解決嗎？相信大部分民眾都在呼喚。

五十二張機票

最近有一齣舞台劇上演，名
叫《慾望街車》，是一齣美國

翻譯劇。有人問我︰向來聽到此劇的中文譯名
都是譯作《慾望號街車》，為何此版本是《慾
望街車》？當中是否有什麼微言大義？
原來網上資料指出兩者的中文劇名有異，純

粹是內地和台灣的不同翻譯而已。前者用的是
《慾望號街車》，後者則用《慾望街車》。因
此，此舞台劇版本用的是台灣譯名。
我對此劇的譯名也有點看法。此劇本是美國

三大劇作家之一田納西．威廉斯的名劇，於一
九四八年獲美國普立茲戲劇獎。劇本的原名是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直譯的意思是
「一部名叫慾望的街車」，但從來沒有劇團以
此為中文譯名，大概是嫌它累贅吧？不過，劇
作家為一個劇命名，應該是每一個字都有意思
的；不然，他也不會選擇一個這樣長的劇名。
既然英文劇名可以這樣長，為何中文譯名不可
以呢？
舉一個例子，莎士比亞的《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向來的譯名都是《仲夏夜之
夢》。翻譯簡潔，亦有詩意。可是，這個譯名
即使不是與英文的原名意思有點出入，也不夠
準確，原因是「仲夏夜之夢」亦可以被理解成
一個在仲夏夜所做的夢。那麼，夢的主體是誰
呢？是誰在仲夏夜所做的夢呢？男女主人翁
嗎？劇作家自己嗎？都不是。英文劇名便清晰
準確得多了。直接的翻譯應該是「仲夏夜的一
個夢」。這個夢是誰的？請留意那個「's」，
那是最重要的指引——這個夢是屬於仲夏夜
的。全劇的故事原來是仲夏夜所做的夢，那不
是更加特別、更有詩意？可是，中文向來的翻
譯卻不能將劇名的原意譯出，顧得翻譯的
「雅」來，卻失了「信」這項原則。
話說回來，既然《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英文的原意是「一部名叫慾望的街車」，劇作家一
定有他的想法。不過，向來中文翻譯都非將意
思全譯，我們也只好試着比較一下《慾望街
車》和《慾望號街車》的分別。我覺得後者較
貼近英文原名，因為「號」字並非不需要的虛字，

而是顯示那是該部街車的名字。例如一艘名叫
鐵達尼的郵輪，便會叫作鐵達尼號。英文劇名
既然用上named，而非of，即是指示那是街車
的名字，而非「一部有着/充滿慾望的街車」。若
以此角度來看，《慾望街車》的意思便不夠清
晰了。到底是那部街車自己充滿慾望？或是車
內的乘客有着慾望？意思有點曖昧。
《慾望號街車》在一九五一年拍成電影，由

在美國百老匯舞台版飾演男主角Stanley的馬龍
白蘭度和在英國倫敦的舞台版飾演女主角的慧
雲李分飾男女主角。我還記得在我還未認識這
齣舞台劇之前，我慕名看了它的電影。劇終了，我
看演員名單，不禁驚呼起來——演女主角Blanche
的演員原來是慧雲李！我對她的印象仍是停留
在《亂世佳人》那個年輕美艷、活潑而充滿生
命力的Scarlett之上，所以絲毫沒有發現《慾
望號街車》中那個一臉滄桑潦倒，沒有生存方
法的Blanche竟然是同一個人。慧雲李能憑此
劇在奧斯卡封后真是實至名歸，我至今仍記得
我當時不敢置信她是Blanche的心情。

《慾望號街車》

遠行者的精神眺望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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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鍾情檳城，遊蕩閒晃深度悠揚。
每年榴槤收成大造的七月及十一月前後，為大快

朵頤吃幾頓品種繁多、品質獨特的樹上熟果王，必飛檳城（KL）起
碼一趟。直至近一兩年，為吃吉隆坡城外彭亨州高山鄉鎮文冬出產
的貓山王及XO品種，也跑一趟KL，不然單選檳城也許順道到怡
保，兩個仍然保持百年前南洋風味的城市，於願足已。
首次到來是1989年夏天，檳城陽光普照，降落檳榔嶼，望外面椰

林心情舒暢。乘公共機場巴士沿當時仍未大刀闊斧發展，一度以華
人為主、華裔富商建立的大宅別墅散播，不為那份豪氣，反正大宅
樸素，吸引全因夾雜在前往巿中心的林蔭大道。遍佈荷蘭人、英國
人另加中國南方人的建築風格，數百年歷史「佐治城」（George
Town），對正自己愛懷舊的性格，一刻戀上。追隨充滿嬉皮味濃西
方流浪旅客的腳印，尋得只設風扇吊在屋頂，而無空調的「燕京旅
社」（今天燕京已變中上價精品酒店），然後賃一輛單車，穿越叫
人看着心曠神怡的老街老屋群，沿海踏遍整個島嶼，漫無目的地遊
逛。老城區「佐治城」的大街小巷至吸睛；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舊時香
港相似，人在天涯海角一隅，猶如回到舊時。
三十年過去，佐治城與馬六甲舊城區，雙雙被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頒贈「世界歷史遺產」榮譽，吸引以
倍計增長的遊客，老城以外的豪宅發展
亦甚囂張；害怕檳城人及政府像香港
般、對歷史痕跡不尊重，古色古香實物
與氛圍被徹底破壞、釋懷；除卻交通比
前繁忙、汽車數量顯多，佐治城基本氣
質形相沒變，依舊吸引我無邊無際地閒
晃遊蕩，嚐遍便宜好味特色街頭小吃。
只要佐治城依舊，讓我感受香港幾乎

已失落的古樸味道，為那抹悠閒南洋氣
息，定會不斷南下重訪。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深深愛上檳城的悠閒 發式發式
生活生活

余宜發

「有兩樣東西，對它們的盯凝愈深沉，
在我心裡喚起的敬畏與讚歎就愈強烈，這
就是：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康德的這
句話，每次被抄寫，都會在我的心裡升騰起
一股精神力量。在今天，康德和牛頓所仰望過
的那個夜空，已經不再，但是，可以通過
文學作品去尋覓，張海迪的長篇小說《天
長地久》就是這樣一部關於星空的書。
「在我還能握住筆的時候，寫一本關於

星空的書。這個願望來自我童年時對天空
的冥想，也是我成年後對時光飛逝如梭的
悵惘。」星空，是美麗、夢想、浪漫的代
名詞，也是人類心靈的永恒攀援。讀這本
小說，是沉靜的，也是雋永的，似乎在書
頁翻動中能夠聽到時間「嘀嗒嘀嗒」的聲
響。故事的主人公均從事科研工作，天文
學家杜克成長期專注耀斑和磁暴研究，以
單位為家，過着黑白顛倒的生活，因勞累
過度眼睛失明；他的妻子余錦菲是名雕塑
家，教授學生外也搞創作、辦展覽，一次
不小心導致手腕骨折。他們的同學朱麗寧
是動物研究領域專家，身為河流專家的丈
夫曾在平在黃河調研時失蹤，她陷入痛失
親人的巨大創痛中難以自拔……平緩如音
樂一般的語言，流暢又簡潔的敘述，深邃
而省思的思想，閱讀起來給人以豐盈的精
神體驗和不時的精神遐想。
搞科研，是需要一點獻身精神的，近乎

飛蛾撲火般奮不顧身，又如沒有期限的遠
行者，自從踏入這一領域的那一天起，就
固守着一種規律，「就像地球圍繞太陽旋
轉一樣不可改變，曾在平就是這樣，他就
是沿着一條他永遠也無法走到盡頭的河，
走向了人生的終點，而實際上，生活需要
人不斷地調整自己，改變自己，世界是不
可改變的，可改變的只有人。」余錦菲運
用大理石雕刻的作品《遠行者》，就是最
鮮活的隱喻，既傳遞出對象曾在平這樣的
科研勇士，一個人孤獨地走，有時候還要
不斷重複地走，只有渾黃的河水在身邊嘩
啦啦地震響，也彰顯出科學家的探索精神
和不死靈魂，就像作者的內心獨白，「我
一個人只有軀體，沒有思想，也許還算不
上真正地活過。我希望軀體倒下時，思想
的靈魂還在風中佇立。」
其實，對科學家來說，最大的障礙不只

是慾望之海的裹挾，而是虛假聲名的攀
附。小說雖然是虛構，但支撐虛構的是迷
離的現實。杜克成親自培養的博士生周秩
軍為了職稱評高，利用非正常手段在論文中抄
襲觀測數據，被美方合作者發現；研究黑
葉猴不孕症和瀕危動物疾病基因的朱麗
寧，在經費稀缺機制改革的背景下，無奈
做出辭職的選擇；而老同學許建文出於利
益驅動，未經徵求意見就把朱麗寧寫的學
術文章在網上公佈。是生存，還是妥協，
這不僅是他們直面的難題，更是每個人的
需要審視生命課題……共同的精神困境。
值得警惕的是，在晉陞、金錢、名利等

身外之物的誘惑下，很多人已經自我膨脹
看不到自己的腳面，對自身深陷的牢籠選
擇性失明，惟有暗示能夠喚醒。余錦菲帶
的研究生潘潔，她在論文中畫了一幅獨特
的構圖，一個近乎卵形的半透明的球體
中，是一個正在孕育的小生命，余錦菲深
受觸動，「現代社會，人們對生命已經熟
視無睹，赤裸裸地展示生命已經沒有意
義，只有暗示。暗示比赤裸裸地展示具有
更加強烈的視覺衝擊和心靈震撼」，這種
暗示可視為生命的內化，又何嘗不是一種
靈魂的重塑呢？
作者用一支歷經病痛淬煉的金筆，寫出

科學家們探索路上的迷思與執着，同樣也
沒有忽略他們情感世界的徘徊與彷徨，從
一件雕塑、一部書稿中就可體現。余錦菲
的雕塑作品《遠行者》，被遠道而來訪問的
天文學家勞倫斯．卡特參透深意，而丈夫
杜克成竟熟視無睹。杜克成失明住院後，
秘書丁嵐與其擁抱親熱的場景被余錦菲撞
見，兩人之間的情感溝壑愈來愈大。而朱
麗寧在整理丈夫書稿時意外發現他有情
人，是誤會還是另有隱情，或許永遠沒有
答案，早已隨着滔滔黃河而被淹沒。只有
自然可以接納、安撫、體恤，就像朱麗寧
與女兒曾雪雁一起整理丈夫遺留的書稿，重
訪他走過的科研之路。「太陽暖暖地照耀
着，草地和鮮花散發着清香，牛羊在不遠
處悠閒地吃着草，母女倆就坐在公路邊的
草地上，海闊天空地聊啊、笑啊，好像世
界上只有她們兩個人，其他的一切，實驗室、
基因、進化、黑葉猴、訓練基地、採訪報
道，都已經不存在了，過去和未來也都沒

有了，只有此時此刻，和煦的風、柔軟的
草、藍藍的天、高高的雲，天地和人已經
融為一體……」撲入自然母親的懷抱，人
能夠脫胎換骨，找回赤子之心，正如亨利．
貝斯頓在《遙遠的房屋》中說的：「對於
所有熱愛大自然的人，那些對她敞開心扉
的人，大地都會付出她的力量，用她自身
原始生活中的勃勃生機來支撐他們。」
有夢想的地方，就有遠行者，只不過，

有些人以身殉葬理想，像鍾揚、黃大年，
還有小說中的曾在平、杜克成，「一個在
充滿了詩情畫意的黃河邊上枯竭了自己的
藝術源泉，另一個不過是徒勞地在想像和
幻想的廢墟上搭建自己的數據天梯」；而
他們的接班人，曾在平的女兒曾雪雁繼承
父親事業，杜克成的兒子杜時光成為飛行
員，他們都是拓荒者。也有些人走捷徑，
踏上另一條不歸路，比如，被提拔的許建
文，消失的周秩軍，他們早晚會陷入利益
泥潭，喪失自我。
十年前讀這本書，我看到的是遠行者的

精神困境，十年後再次重讀，我頓悟到人
類共同的精神探索和心靈遠行……只有起
點，沒有終點。人們因為理想而遠行，又
在探索中走向無知。就像朱麗寧重返丈夫
考察黃河之路的感受，「我原本以為一次
就能解決問題，根本不是這樣，就是找到
了冰川，也未必能找到原生微生物，真是
殊途同歸，我不知不覺和他走上了同一條
道路，也就是一條沒有盡頭的路。」有多
少飽嚐血淚的探索，就有多少茫茫跋涉後
的無知，有多少茫茫跋涉後的無知，就有
多少精神飛翔的自由。自由的心靈，能夠
穿過世俗的銅牆，橫跨歷史的長河，穿越
浩瀚的宇宙，在看不見的蔚藍星河裡眺
望，那是多麼浪漫的事情啊！
星空的奧秘與河流的深邃，是我們永恒

的精神眺望和價值追求，在仰望中懷揣敬
畏，安頓心靈，看到時間的飛逝，感受生
命的渺小。「地球如同星際列車，很快就
會到站，我們的生活只是途中的故事。」
可見，惟有精神能夠超越物質，超越肉體，
天長地久，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繁衍與馥郁。杜
時光在航空訓練中不幸失事，他如一顆流星
畫過星際，留下美麗的弧形，定格住精神
的光芒，還有生命的永恒。

■檳城老街好懷舊。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