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錯難辨是語言

網紅的盡頭
「著名網紅」李雪琴曾
有句名言：「宇宙的盡頭
是鐵嶺。」那網紅的盡頭

呢？估計是上海。
小狸長期在跟看的一位穿搭博主，前
一陣子又搬家了。這位小姐姐的搬家軌
跡相當值得玩味，從某個角度講，可以
算是一篇中國網紅私歷史。
最早的時候，小姐姐長居美國，在洛

杉磯讀書工作結婚生仔，那時分享的穿
搭都是國際品牌。雖然在海外時尚博主
圈裏，小姐姐已算是一流，但「海外時
尚博主」本身就是個小圈子，跳出井底
一看，才驚覺自己兩三百萬的粉絲實在
是小把戲。
雖然身在國際，卻發現內地才是最寬
廣的天地，國際品牌雖然高端，但抵不
過橙色軟件上本土品牌給的推廣費實
惠。小姐姐應該是自覺潛力不錯，在粉
絲漲到300萬的時候，毅然決然辭掉了
美國的律師工作，拉着家帶着口以及拖
着自己幾十箱的衣服鞋包回了國。為
此，還在託運的路上丟了兩大箱「國際
品牌」褲子，捶胸頓足了許久。
剛回國時，小姐姐落腳深圳。待了半

年，出片兒場景前3名是家裏樓道、樓
下咖啡店以及小區籃球場，「枯燥了點
兒」。半年後，小姐姐選擇搬去北京。
在「首堵」之地，小姐姐生活了一

年。這一年中，她出的片兒裏有北京的
紅牆綠瓦和柳樹白塔，有胡同，也有十
六車道大馬路，豐富性趣味性都增多了
不少，但卻出現了3個問題。第一是海
龜小姐姐歷來的風格都是濃濃的ins風，
穿搭也總是清心寡欲性冷淡，這就和粗
獷豪放的我大北京稍有不搭。她這邊廂
精緻到腳趾、Effortless chic（不費力的
時髦）到了髮梢，旁邊卻是腆着肚子穿

「北京比堅尼」滿大街晃的大爺，搖着
蒲扇，踢着趿拉板，端着炸醬麵，逢誰
都能指點大半天兒江山。小姐姐這邊是
假裝不費力，大爺那邊可是真不在乎。
第二個問題是通勤。「首堵」不是白叫
的，故宮北海美則美矣，但凡從二環之
外任何一點出發都算異地戀。片兒是出
了，但出片兒背後的時間成本卻是一眼
殼眼淚。第三個問題對於穿搭博主格外
重要，那就是北京春秋太短，以及冬天
太冷。春秋兩季一閃而過，意味着正常
情況下是沒機會上身「疊穿」、「厚上
衣+光腿」、「風衣」等時髦主題的。
甚至，由於冬天太冷，非羽絨服不能上
陣，以至於連「大衣」的元素要外拍都
格外辛苦。小姐姐在北京的這一年，出
品了史上最多的「麵包羽絨服系列」。
於是，下一站，上海。
其實小姐姐覺悟得都有點晚了。如今

的上海，尤其是洋房和梧桐樹聚集的
「上隻腳」已經被各路大網紅搶佔了。
之所以說是大網紅，是因為隨着網紅們
的挺進，租金飛速上漲，不僅普通人早
就負擔不了，就連傳統的主流租戶——
老外們也已經望而卻步。如今動輒幾萬
元的月租，敢接盤的基本都是網紅且是
帶團隊的大網紅。
為了網紅事業孟母三遷的小姐姐，從她

新家的照片看肯定不是洋房了，但據說也
在城中心的「網紅生活圈」裏。於是，新
出的片兒裏，有了帶梧桐樹的乾淨小街
道、有了各式手沖咖啡館、有了健康時
髦的西式簡餐、有了光腿和疊穿，還有
小型主題展覽、外文書店甚至是古著開
倉，且都Effortless（毫不費力）。
網紅的盡頭確實是上海。只是，被網

紅攻佔的上海又會變成什麼？那就是另
一個問題了。

據聞近代中國語言學大
師趙元任（1892 年-1982
年）在談及字詞音義隨時
間推移而轉變這一語用現

實、指出絕大部分人都錯的時候，原本
錯的也變成對。此說發表的場合和具體
措詞已印象模糊，姑且借為助談，歡迎
讀者批評指教。
「絕大部分人」是如何組織而成？學

校教師有之，演藝界和傳媒亦有之。影
響力特大的教師、藝人或傳媒人忽賦新
詞，再聚了一大票支持者，逐漸就成為
社會上的大多數，常用字詞的構成和音
義，就有可能改變了。
電視電影的「威神力」經常超越老師
宿儒。前幾年香港有電視戲劇講了「養
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瞬間風行。
當時就想編劇先生（或小姐，筆者在此
無重男輕女之意）怎麼弄錯了？應該是
「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年」呀！俗語
可以部分對仗。一百歲對九十年，歲字
仄聲，年字平聲，既合情理，唸來亦順
口。是誰給編劇小姐（或先生）這個更
改「粵方言俗語詞」的權力？應該是位
階高的電視節目製作人吧。
再前幾年，聽朋友侃侃而談「一件
污、兩件穢」，頗感礙耳。筆者既可以說
此君學錯了，但是也可以理解為他用的是
新詞，講的便是另外一回事了。廣府歇後
語有謂：「和尚食狗肉」──「一件穢，
兩件亦穢」，然後簡化為「一件穢，兩件
穢」。筆者傾向認為有人不理解「一件
穢，兩件穢」的本意，以為犯了修辭學上
「犯重」的小毛病，便「斧正」了。殊不
知漢傳佛教僧人堅持茹素，吃一塊肉是犯
戒，再吃第二塊肉仍是犯戒而已。這個歇

後語的用意，是形容有人第一次犯了錯，
就不介意再重犯。有點「破罐破摔」。
近日見網友大談「撩鬼攞命」，忍不住

告知應該是「撩鬼攞病」。網友反駁說
從小就只知「撩鬼攞命」，從沒聽過
「撩鬼攞病」，不認為自己有用錯俗語。
筆者心想，我也是從小就只聽「撩鬼攞
病」，而且還在你閣下出生之前呢！
於是安慰自己，時代的巨輪不可抗

拒。我們「那個時代」連鬼也講公平合
理，不會罪輕罰重。「撩」在此作招惹
義，孔子也說「敬鬼神而遠之」，我們
普通人招惹惡鬼，惡鬼一般只會小懲大
戒一番，讓人生一場病就了事。今時人
世與陰間都比過去暴戾，招惹惡鬼，或
會招來惡鬼索命之禍。「撩鬼攞病」的
「攞」是指當事人自招病災。「撩鬼攞
命」的「攞」，按字義便是惡鬼奪取人
命了。前者是人動，後者是鬼動。
上世紀八十年代某大學教職員忽然大

力鼓吹「時間」一詞必須讀如「時艱」
才對，社會九成九人讀的「時澗」反而
是錯。除了大中小學要這樣教學生，官
方和民間的影音傳媒都加入推廣。他們
最重要的證據，是該校一位老教授說他
老人家小時候人人都讀「時艱」云云。
我們民間讀書人努力反對抗衡，30多年
過後，該大學教職員忽然又改口說「時
間」可以兩讀，便無端耗費了幾代讀書
人無可計量的精神心力！
世事的對錯每每隨時空而改變，舊日

之錯變成今日之對，昔時為正改作今時
為誤。潘某人年紀愈長，膽子愈小。我
又何必「撩鬼」然後給人「攞命」呢？
兩種「撩鬼」，只要不反過來說我錯，
兩家自說自話便是。

快踏入年尾了，又要買新的年曆記事簿。每年一
本，我既記事，也記人情金句。
翻看舊簿，重溫公仔校長的文章。他內地與香港

兩地住，於我而言亦師亦友，他所寫的感觸，喚起
我各種美好回憶：
祝各位笑得自在，過得瀟灑！今日是2020年除夕前一天，回
顧過去一年，除因疫情被困宅家外，便是一片空白，一切靜止不
動，生命像沒有生氣，幸好2020年底前返回廣州，生活才有點
生氣。住所附近變化多，珠江花園外的沙溪大道，由4車道擴闊
至6車道……沿路向西行數分鐘，便到以前常光顧的西橋飯店，
因疫情結業，但立即又由更多食客的道谷有機食府取代……大灣
區各地頻頻建設，中國沒有浪費2020……
想起了這位富人情味的前校長，他人緣好，綽號「公仔」，受眾

人敬愛，他提早退休後在大灣區置房，更把經驗和大夥分享，讓舊
同事領會細節，促成現多友人在內地置房，延續友誼，愈久愈醇。
公仔校長名聲好，他身形矮小，卻胸襟廣闊志氣大，他平易近
人有親和力，又幽默，以前教數學的他現善享人生，愛中國文
化，熟悉大灣區，深信其眼光而追隨他置房者有增無減，現已形
成舊同事朋友業主圈。他樂於向我們介紹祖國醫療、交通的進步
變化，又推介吃喝勝地，跟他出行，如沐春風！難怪人人像黏磁
鐵般愛親近他。
校長退休後常往內地考察、學習，自嘲笑言已變身長者團導

遊，皆因退休後他樂於帶同事、老友小遊廣州，多次逛博物館、
文化園林，遊白雲山、濕地公園，觀賞燈光節等，令人難忘。
他說去年普遍人因疫情被困家中停擺，生活空白，這觀察真

對！他點評廣州不虛度2020，香港還能趑趄不前嗎？盼香港少爭
拗，多建設，真正反省改進！
校長常在微信抒懷，群友讀之多獲益，他的金句常啟悟人生，
可激勵人心，令人振奮！因疫情緣故，他曾闊別廣州一年，回去
便見各種新模樣，更把所見之海珠湖公園新貌，拍攝視頻上載微
信來供大家觀賞，令人驚喜！
他說，生活總是這樣：你以為失去的，可能在來的路上，你以
為擁有的，可能在去的路上，無所謂失和得，珍惜當下最寶貴，
知足常樂者就最平安幸福！我感恩他句句暖言祝福，令人人心中
有大我，圓滿喜樂，有正能量！

得失變化 發人深省
每年11月第4個

星期四，對於東方
人而言不覺得什麼
特別，然而在美

國，這一日是舉國隆重慶祝的
感恩節。對於美國的兒女們，
自小到大，每年感恩節都回家
與爸媽吃飯玩樂團聚，是一個
大日子。對於商人而言，更是
個開心的日子，因為在感恩節
前，美國人都忙着趕往公司購
買精美節日禮品送給家人以表
感恩之意。可以說，在美國感
恩節的重要性可媲美聖誕節，
甚至來得更溫馨。
別以為單純是兒女向父母感謝

養育之恩，在另一方面，其實亦
是不少有良心正道的人藉着感恩
節而向施恩者回饋感謝之恩情。
隨着中西文化交流之互為影響，
不少東方人也懂得分享感恩節的
精神和行為。雖然中國有句古話
「施恩莫望報」，惟中國人具有
「常懷感恩心」之美德。
對父母養育之恩、對師長教導

之恩、對朋友相助之恩……我們
都不會忘記！尤其是每當人有悲
歡離合之時，心裏難免會別有一
番思念，瞬間腦海浮起一首由弘
一法師所作的《送別》這首經典
名曲：「長亭外，古道邊，芳草
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
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
半零落。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
別夢寒……」特別有意思。

中華兒女講到「感恩」毫無疑
問都一定會異口同聲說「感謝中
國共產黨」。今年是中國共產黨
成立100周年的大日子，各地的
中華兒女歡天喜地用多彩多姿的
節目來紀念中共百年華誕。打從
1921年由57位青年人成立中國共
產黨，久經風雨兼程，走好長征
路，打倒帝國主義，「雄關漫道
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了，
從此中國人民站起來了，1978年
新中國對外開放改革，從此中國
人民開始富起來了。久經數代領
導人帶領，而今國家強起來了！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
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宣布：
「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
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
困人口全部脫貧。」這是中國人
民的偉大光榮，是中國共產黨的
偉大光榮，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光
榮！
今日的中國取得如此輝煌成

就，中國人民過着如此幸福的
生活，當然我們一定要感恩中
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而取得
的成果。中華兒女一定要擁護
中國共產黨，堅持走和平發展
之路、改革開放之路、多邊主
義之路。全國各地都常聽到
《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溫馨
的歌曲，表達了中華兒女對黨
的衷心謝意，亦為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而高呼！

感恩之情

「死而復生」者眼中的
世界是怎樣的，更美麗、
更珍貴？11月5日至8日

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大堂展覽場E2館，
有一個名為《生之讚》的攝影展，展出
一群癌症康復者的作品。攝影者都是經
過身心痛苦而漫長的治療期，對生命患
得患失又苦苦渴求，對人世的親情依依
不捨，對世間的一草一木從未有過的眷
戀。病癒重生後他們抓緊每一個機
會，細味人生的每一𣊬 、每一景，藉鏡
頭歌頌生命的可貴，也在提醒大家好好
珍惜所有！
攝影展由「同心行攝影會」舉辦，創

會者Patrick Kwan在妻子患癌期間，深
深體會到癌病人面對的
不安、焦慮和恐懼，他
們愈是專注病情，愈是
對生命失望，思想愈是
負面。他說︰「我明白
到透過攝影活動及圖片
的治療功效，可發揮對
心理健康的調整，幫助
病人紓緩癌症所帶來的

壓力和憂慮，並增強自信，所以我在不
同區的癌症基金會及幾間醫院做義務攝
影導師，希望他們以攝影去發現美、感
受美、活出精彩人生。」該會目前共有
104個會員，大部分為癌症病人。
當中一位會員是前列腺癌康復者，今

年已80歲。忍受了38次的電療和3年注
射的痛苦。康復後他參加了拍攝班，與
會員彼此互相關懷。他學會拍攝蝴蝶、
花卉、雀鳥、日落等。他說︰「攝影令
我生命變得美麗！」
另一位患第四期淋巴癌，同時面對親

人離世、丈夫急病、兒子年幼、再次病
發等長期壓力，多年後獲配對的骨髓移
植。她說：「攝影令我改變人生態度，

懂得放慢腳步，靜心欣賞和觀
察周圍美麗景物，學習到轉換
角度看事物，不再將焦點集中
在癌症的影響上，用鏡頭去捕
捉最美麗的光景，活在當下，
令人生下半場活得更精彩！」
他們的故事和攝影作品都充

滿正能量，必定讓大家有不一
樣的體會。

癌症康復者攝影展—《生之讚》

最近流行一款速溶咖啡，外
形仿照咖啡膠囊。不過裏面裝
的不是還未萃取的咖啡粉，而
是烘焙好的速溶咖啡。要喝時

只需打開蓋子，把粉末倒入杯中，再沖水。
它的好處是便於攜帶，尤其比較精緻，可以
避免像雀巢的速溶咖啡條那樣對外表漫不經
心。至少在觀感上，速溶咖啡膠囊的淺灰色
小盒子保證了視覺範圍內應有的品質。況
且，為了配得上這個小盒子，盒內的咖啡粉
在烘焙時也比傳統的速溶咖啡更嚴格、更
香，烘焙味更重，口味力求接近手沖咖啡。
這個發明最早來自美國，據說無意間被一

位出國旅行的仁兄發現了，就把整條生產線
都搬到中國來，結果大受歡迎。尤其是一些
白領，在出差的時候很喜歡帶一盒速溶咖啡
膠囊，甚至在辦公室，他們也在用速溶咖啡
膠囊取代咖啡條。
從滴漏咖啡到手沖咖啡，再過渡到膠囊咖

啡。如果從批判的角度來說，這種咖啡的簡
短發展史顯示出工業主義的便利性和對快捷
的要求。甚至於星巴克咖啡的流行，也是基

於同樣的邏輯。它極具工業感的店面設計，
外帶咖啡的業務，以及在咖啡周邊產品與各
種新興設計品牌的合作。凡此種種，無一不
是反傳統的。這一整套流程的核心是職業邏
輯。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完全可以把星巴克
想像成一個開放的辦公區。這就解釋了為什
麼很多人喜歡在這裏辦公，甚至於早期一些
專職於寫作的人不願呆在家裏，而願意在這
裏消磨時間，並產生了一種叫做星巴克氛圍
組的特殊文化現象。
速溶咖啡膠囊的理念與星巴克咖啡如出一

轍。甚至於最近流行的一種叫做茶之素的熟茶
調味茶固體飲料也如此。它把黃精普洱萃取出
精華，做成顆粒沖劑，裝在一個十分精美的
硬盒包裝，排成整齊的10條。這些設計遠離
了茶葉自然的形狀，它的工藝由茶藝這種可見
的流程轉變成茶葉本身的萃取工藝。以往茶藝
品評的一個標準是炒茶的火候和技巧，茶具的
選擇要以不同茶葉為依據。比如，綠茶要用透
明的玻璃杯來裝，這樣葉子的形狀和茶色才最
能展現。或者，功夫茶要慢慢喝，小杯和茶
盤滿足了這種需求。這一切在沖劑到來時都

失去了價值。提純後的茶包不再讓你第一時
間想到自然，這些顆粒一經沖水就化作深黑
色的液體。那幾乎是一秒鐘的事。
不過說來奇怪，倡導和使用速溶咖啡膠囊

的人，正好是在閒暇時去咖啡館裏享受手沖咖
啡的人。當他們追求這種速溶咖啡膠囊的潮
流之時，另一時刻，卻也十分迷戀工藝。在他
們面前，一個咖啡師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會得到
不地道、不專業的評價。這似乎形成了一個矛
盾的二元一體。速溶咖啡膠囊以及精緻的咖
啡製作工藝，一個代表快、一個代表慢，但它
們卻統統成為同一個人的追求。實際上，這
兩種看似相去甚遠的喜好來源於同一樣東西，
那就是對於專業態度的肯定。前一種把速溶咖
啡膠囊當成一種修辭，烘托出自己精緻的專業態
度，後一種則代表了對於別人專業態度的欣賞。
回頭來看我們生活的藝術化趨勢，或者說

生活中的儀式感，就會發現它是在將生活職
業化為一種需要學習的對象。把隨意從生活
當中驅逐出去，並使生活成為一道景觀。然
而，就是同一種追求精緻的心，使生活的品質
得以提高。這便是關於生活的一個辯證法。

速溶咖啡膠囊

清秋最美故鄉月
一夜秋風起，故鄉在清洌的晨

曦中醒來。
這個季節，大自然熱情豪放的
畫筆忍不住瘋狂了一把，極目望
去，金黃、朱紅、深紫、灰綠……
交匯融合，天地間被渲染成絢麗
多彩的畫卷。
秋天是歡愉的，歷經一季的耕

耘與守候，「喜看稻菽千重浪」，終於
換來穰穰滿家、盈車嘉穗；秋天亦是愁
悵的，北雁南飛、落木蕭蕭，「自古逢
秋悲寂寥」，中秋、重陽最易讓人思念
掛腸、愁緒滿滿。也許正因為如此，秋
天才更值得流連與珍惜。
每年中秋前後，思時之敬，掃墓祭祖

無疑是我們家族最隆重的活動。我們一直
把這當作尊祖敬宗、敦親睦族、團結互
助、重孝倡廉的重要任務，從無間斷。
目前我們豫章堂羅氏五美分派的祭祖掃墓
已傳至三十一世，自這一輩以降（除女眷
外），都是有份額的，參加活動或者出相
關費用都是需要派人頭。由於家族龐大，
每次掃墓祭祀活動都由一房兄弟牽頭，輪
流主祭。如果沒有什麼特殊緣由，天南海
北的族人們都會放下手頭的事情，回鄉團
員相聚。而輪到主祭的親房，往往會把這
項活動當作榮耀而神聖的任務來對待。掃
墓之前，要備好香燭、紙錢、鞭炮、金銀
箔疊成的元寶、錁子等，等到掃墓那一
天，要早早起床，殺一隻雞、一條魚，備
上一大塊豬肉、一碗米飯，還有鹽巴、茶
葉、葱、煎蛋、米酒和刀具、鋤頭等。等
男丁聚齊了，一聲令下，就浩浩蕩蕩出發
了，女眷則在家裏準備掃墓歸來的酒席。
今年，由於疫情的原因，許多外地的

親人無法返鄉，但不影響掃墓祭祖活動
的照常進行。此刻，我們這支祭祖的隊
伍正行進在秋天的荒野中，深一腳淺一

腳，蘆花海漾蕩起了層層漣漪，不時驚
起幾隻不知名的野鳥，闖入天際化成跳
躍的音符。
每一處野外的墳塋，我們都要認真除

草、清掃、清理排水溝，然後點燃香燭、
壓好掛紙、擺上祭品，按輩分逐個叩
首、奠酒、撒鹽、燒紙、放鞭炮，儀式
才算結束，再跋山涉水，轉移到下一
處。最後再匯聚到羅氏錦繡陵園，舉行
隆重的祭祀儀式。晚上，大家熱熱鬧鬧地
聚在一起，共飲掃墓酒，共議家族事。
這過程中，長輩們總是不時地叨唸起

前人那些事。他們說起豫章始祖、漢初
相國大司農羅珠因剛正不阿，為奸臣所
不容，後出任豫章太守，蔓植松柏，以
示節操。說起十九世裔羅大祥，秉賦穎
異，精通經史，參加殿試自己落榜卻有
恩於裴應章，後裴應章任尚書省親經過
連城，對縣令等人視而不見，對身為農
夫的羅大祥大呼恩人、禮敬有加，始有
「小小連城縣，大大文亨省」的佳聞。
說起羅陳始祖羅柔，宋末避亂遊學至龍
岩，入贅陳世逵家，因陳氏無子嗣繼
業，以柔為子，後羅柔奮發有為，家業
興旺，他冒姓陳又不忘祖，故約定後輩
凡健在者姓陳不姓羅，死後墓刻「羅
姓」，這便是「陽陳陰羅」的由來。有
宗親羅世魁慈母早逝，為使六旬老父重
有溫馨生活，決意為父續娶添弟，表其
孝心，後娶得連城李屋華氏女，頗有才
德；還有宗親羅德貴平時衣着儉樸，經
常頭戴斗笠，腳穿草鞋，許多人看他這
般穿着，不免以鄙夷的眼光藐視他。沒
想文川橋建設向社會募捐，他一言不
發，就捐一千両銀子，令所有人震驚，
真是人不可貌相……
更近一些的，還會說起我未曾謀面的

爺爺，他是一個工商業者，為人誠信豪

爽，生活勤勉儉樸，卻常常仗義疏財，
樂於助人，留得了一世極好名聲。說起
我的大伯，為人敦厚本分，一心撲在工
作崗位上，兢兢業業，任勞任怨，為事
業卻忽略了自己的身體，以致英年早
逝。還有去世不久的我的母親（家族中
的二嬸）和四嬸，她們均是賢良淑德的
典範，值得後人稱讚……雖說是閒聊，
卻是言者有意，用心良苦，他們希望通
過追念前賢，教化後人心懷敬畏，慎終
追遠，遵循做人的道理。
是夜，族人漸漸散去。雖經一天的勞

累，我卻思緒難平，無法入眠。推窗倚
靠，夜涼如水，萬籟無聲，一輪素潔的滿
月高掛在幽藍的空中，清冷且孤寂。「今
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此情
此景，我無法忘卻那些逝去的親人，他
（她）們的音容笑貌是那麼的熟悉、親
切，轉眼間卻是陰陽相隔，永世不見，如
何叫人不感慨！難怪古人會說：「白草黃
雲都是愁，勸君休倚樓！」打開音樂，是
那首熟悉的《月半小夜曲》，那些歌詞直
觸心尖：「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邊星
宿……人如天上明月，是不可擁有……為
何只剩一彎月，留在我的天空……明月半
倚深秋，我的牽掛，直至以後……」不知
不覺中，已朦朧雙眼。
是啊，我們有思念、有牽掛，亦還有

將來，生活總要前行。雖說「自古逢秋
悲寂寥」，但是還有下一句 「我言秋日
勝春朝」。相信，秋天並不是落葉的終
結，亦不是殘花的落幕，它只是下個季
節萌芽前的蟄伏、是重生前的涅槃。生
活哪怕有再多苦楚、再多磨難，總會有
明日燦爛的朝陽。正因為生命短暫，活
着的人，更應該珍惜當下，珍惜擁有。
想着想着，心頭釋然，抬頭再看故鄉

的明月，是那麼雋朗，那麼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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