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A宋梓聰感想

劉震雲教授的演講中，有一句

話令我印象深刻：「很多人一輩

子做很多事，而把一件事做一輩子

的人很了不起。」

把一件事做一輩子就是指完全專注在一件事

上，就像是把放大鏡放到陽光底下，將陽光聚焦

在一個點上，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一個焦點上，

而不是把自己所有精力分散在不同事情上。當你

完全專注在一件事上的時候，你的目標就變得少

而重要。當你的目標就變少時，你便能精益求

精，將那一件事做到極致。許多人獲得了卓越的

成就便是因為他們將自己的時間，精力都聚焦在

那一件事上。

世界著名昆蟲學家法布爾，一生只專注做一件

事，那就是研究昆蟲，所以才有了昆蟲學上卓越

的成就。

相反，當你認為每件事都重要，把自己的精力

分散，每天高強度、超負荷的生活就會很快將你

壓垮，終日渾渾噩噩，完成不了自己設立的多項

目標。把一件事做一輩子最重要的就是堅持，而

這一點是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做到的。所以說把一

件事做一輩子是人確實很了不起。希望每個人都

能堅持追求自己的目標，不要輕易放棄。有朝一

日，自己也能成為那個了不起的人。

羅老師小評：

梓聰：無獨有偶，李小龍曾經說過：「 我不害

怕曾經練過一萬種踢法的人，但我害怕一種踢法

練過一萬次的人。 」經年累月，終會水滴石穿；

專心致志，自然馬到功成——這是大自然裏最公

平的運行法則、恆定的作用——祈求奇蹟，不如

累積。

4A周桐因感想

劉震雲教授的演講，令我終身

受益。

特別深刻的是，教授提及到文學

是一種記憶，這顛覆了我以往對文學的理解和認

知。在學習語文的路上很多時候我看到許多的文

章、小說、書籍，而我們都只顧閱讀，並沒有

真正思考過文學存在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原來文

學是對人事變遷的紀錄。世事滄桑，過去的歷史

若無人紀錄，那麼如今還有誰會知道這些往事

呢？現今每天發生的事都太多了，任何人都無法

真正記得自己一生中所發生過的一切。這時，文

學就像攝影機一樣將事件永恆地保存下來。正如

劉震雲教授所說，文學能夠固定生命在某個時空

中，人會死亡，但文學卻長存，只要人們打開

書，書中人便一直活。當人們再回首這段回憶

故事時或許別有一番滋味，這就是文學的意義所

在。就像人們所閱讀的小說，主人翁的故事總有

完結篇，但當每次重新打開書本再次閱讀時，主

角的經歷都回歸起點直至你閱讀完畢，文學就是

這樣反復循環，這就是文學的浪漫之處。

劉震雲教授就是一直去創作，最終亦創作出不

同的文學經典作品，貢獻後世。

羅浩炫老師小評：

桐因：人說：「 一百個人，就

有一百個哈姆雷特 」，那一個人

讀一百遍，又有沒有一百個哈姆

雷特呢？多年沒有翻閱的作品，原

來是童年懵懂將它潤色成曠世巨作，或為某一作

品打抱不平，確是滄海遺珠……靜態的文字中，

演活一個個紛繁多彩的世界、梳理一個個解釋人

生的向度，因而開卷總是有益。

4A施莉妮感想

作家劉震雲認為，文學是一種

記憶，是歷史的記憶。如果沒有

文學，任何民族回看自己的歷史，

都將是一片沙漠。而文學的必要性，帶來了作者

的必要性，優秀的作者能照亮這個民族的過去。

由此深思，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最遠可以追

溯至夏商周時代，我們的語言、文明、傳統如滾

滾長江般潺流不息，司馬遷撰《史記》時就提出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

史宗旨。此後，不論是通史家，抑或是斷代史

家，他們都力圖展示其學究天人、會通古今的恢

弘氣象，為我們留下了眾多的經典史書。文官的

筆下，千古風流人物得以流傳千古，在時間上留

下他們的痕跡。如果沒有文學，誰又能證明他的

存在，知曉他的人生？

文學是記憶，是人的記憶。它將我們心中難以

言說的感情表達，我們總想讓別人來了解我

們，明白我們是一個怎樣的人，但是誰又有時間

去慢慢挖掘你身上的優點呢？或許你的一生就是

這樣雁過無痕，沒有人證明你來過，也沒有人知

道你走了。正如那些社會底層的人物，你不去了

解它就不存在嗎？是作家的筆才讓他們的存在有

了痕跡。或許大家對於文學的第一反應是思考它

實不實用，對於你的考試有沒有幫助，但當你翻

閱一部名著時，你能從中感受到作者為之傾注的

思考和感情，是嚴肅，是安靜，是真摯，當你讀

懂時就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樂趣。作家用感情，用

經歷賦予文字生命，而文學為他人傳遞力量，我

認為這就是文學的意義。

羅老師小評：

莉妮：作者受了觸動，寫成了書；讀者閱畢了

書，受了觸動。人心迥然殊異，本難溝通，但徜

徉字裏行間，兩處不同時空的人以文會友，靈魂

彼此共振，駁通了波長，接上了迴路，得以交

匯，相遇相知文學裏——這就是人類斗膽僭越時

間的冒險與浪漫。

「作家是頭牛」學生講座後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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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期

由香港文學舘、嗇色園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主

辦的「名家寫作培訓計劃（一）——作家是頭

牛」講座於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在

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舉行。著名

作家劉震雲與師生交流，分享

他對文學的看法及人生智慧。

可譽中學麥敏潮

校長致歡迎辭，

他特別讚賞劉震雲在一九七八

年成為高考文科狀元，入讀北

京大學中文系。香港文學舘潘耀

明舘長致辭表示，

香港文學舘旨在推廣、傳播、研

究香港文學，希望能從學生層

面開始推廣文學及提升寫作能

力，而劉震雲的作品在世界及全

中國來講都非常優秀，相信他的

寫作經驗能為同學帶來不少好處。嗇色園副主席

兼教育委員會主席姚嘉棟先生致

謝辭，祝賀香港文學舘於五月二

十七日正式開幕；他說劉震雲

和潘耀明多年來堅持寫作，至

今仍對文學充滿熱情和追求，當

中的精神值得同學學習。

講座中，劉震雲先引用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

可譽小學的校訓「普濟勸善」，肯定潘耀明建立

香港文學舘的工作。他讚揚潘耀明及一眾作家為

籌建香港文學舘奔波多年，終於完成一項大功

德。他認為文學舘有以文學與文化勸善、濟世

的精神，這將會是香港文學舘最大的價值，而香

港文學舘終能走出去，走遍香港、內地、台灣，

以至世界。

接劉震雲談到文學存在的必要性。

他認為文學呈現的是一種記憶，是人類

的記憶，有時是歷史的記憶。他強調如

果沒有文學，任何民族回顧自己的歷史

時，都是一片沙漠。他舉例，《道德

經》讓我們知道春秋時期有一個偉大的

思想家道出這麼特別的道理，這思想通

過文學流傳下來；《史記》使人得知漢

代的社會面貌及不同人物的故事。劉震

雲指出，正因為有文學作品，人們才知

道民族的歷史、不同年代人們的生活和

思考方式。他直言文學的必要性也帶出

作者的重要，優秀的作者像天上燦爛的

星辰一樣，照亮民族的過去、現在，也

預視了未來。

不只訴說，更在傾聽
「文學能固定生命在某個時空中。」

劉震雲說，「每個人都要面對死亡，然

而文學能讓人長生不老、青春永駐。只

要打開書，書中的人物還活，而且永

遠是那個年紀。」他又指不同文學作品寫出不同

時代人們的生活、情感，可見生活跟文學連繫緊

密，但好的文學不止反映生活，更能反映作者的

思考。文學作品反映當下的生活，而作者則反映

當時人們的思考和智慧。由此劉震雲帶出一個問

題：「作者是什麼？」他認為讀者對作品的不同

體會能為作者帶來觸動，因此作者與讀者的交流

非常重要，而作者就如同其作品《我不是潘金

蓮》中的那頭聆聽李雪蓮說話的牛，傾聽不同話

語，「訴說是一種力量，傾聽也是一種力量。一

個作家通過文字可能是在傾聽，不只訴說。」

在提問環節，學生積極發問。被問到其作品中

的幽默從何而來，劉震雲指文學作品中的幽默要

從故事和人物結構做起，他以英國威爾斯親王威

廉的身世為例，讓大家評論這個人物的身世是否

悲慘，但最後告知主人公其實是皇室王子時，反

而引人發笑。有指作品和作者有「親子關係」，

他反而認為是作品幫助作家認識世界，兩者平

等。有對寫作感興趣的學生向劉震雲請教寫作心

得，他直言要成為作家，先要開始寫；而好的作

家同時也是一個思想家，要寫就要有與眾不同的

思考。劉震雲表示他能成為作家，是因為當別人

放棄不寫時，他仍在寫，「人生的路一般走到百

分之九十九就轉彎了，就剩百分之一，他就走不

下去了。其實最困難就是這百分之一的路。」

最後，劉震雲寄語學生——做一件事就要一直

做到底，堅持不懈，這也是劉震雲能筆耕不斷的

信條。

（作者為香港文學舘編輯。）

（本文圖片由香港文學舘、嗇色園主辦可譽中

學暨可譽小學提供。）

作家是頭牛作家是頭牛——名家寫作培訓計劃名家寫作培訓計劃
【特 輯】■

●蕭嘉敏劉震雲與中學生談文學：堅持不懈成就事業

編按：「訴說是一種力量，傾聽也是一種力量。一個作家通過文字可能是在傾聽，不只訴說。」由香港文學舘、嗇色園可譽中學暨可
譽小學主辦的「名家寫作培訓計劃（一）——作家是頭牛」講座於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在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舉行。著名作家、中國人民
大學文學院教授劉震雲與師生交流，又鼓勵學生勇於寫作，氣氛熱烈。學生更應劉震雲呼籲「要成為作家，先要開始寫」。因此本版特
組織特輯報道，並選錄十一位學生寫下的講座後感想，分享各自心得，情感真摯，同時邀該校羅浩炫老師作出點評、回應勉勵。

▲五月二十九日於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舉辦「名家寫作培訓計劃（一）——作家是頭牛」講座，現場嘉賓、
師生大合影。左五起為副校長鍾家俊、副校長李均洪、中學部校長麥敏潮、嗇色園助理學務秘書羅祿生、嗇色園副主席
姚嘉棟、著名作家劉震雲、香港文學舘舘長潘耀明、嗇色園董事會董事兼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校監茹志昭、小學部校長
梁惠芳、香港文學舘運營兼市場總監于浣君。

4A徐浩翔感想

在五月二十九日這一天，著名

作家劉震雲教授蒞臨本校和我們

這些後輩進行文學探討。很榮幸學

校能邀請到這樣一位優秀的作家，亦很榮幸我們

可以有與前輩進行文學探討的機會，這對我們而

言是難能可貴的。

教授說：「文學是一種記憶，是歷史的記憶。

如果沒有文學，任何民族回看自己的歷史，都將

是一片沙漠。」

而這恰恰就是文學的重要性，每一位優秀的作

家都可以通過文學把一段段歷史留在文學的長河

中，而文學的長河則建立在一位位作家在短暫歲

月中的所見所聞。

由此深思，華夏五千多年的歷史，最遠可以追

溯至炎黃二帝，而我們又為何知道自己是炎黃子

孫呢？這當然是多虧了文學的長河，追根溯源，

那是我們的根，五千年來我們屹立不倒，五千年

來我們創造輝煌，漣漪泛泛，歷史的長河之中我

們驚濤拍岸，川流不息，文官的筆下，千古風流

人物得以流傳千古，在歷史的長河上留下他們的

痕跡。

如果沒有文學，誰又能證明他們曾經存在過？

誰又能證明他們說過的話呢？若果歷史上的文學

家思想家沒有在歷史的長河上留下他們的痕跡，

那麼我們這些後人又如何知道原來在春秋時期有

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在當時說過：「道可道，非常

道，名可名，非常名」，從而有後來的《道德

經》呢；若果司馬遷沒有把他的所見所聞刻在文

學的長河上，我們這些後輩又如何通過《史記》

而知曉漢代的社會面貌及不同人物的故事呢？

羅老師小評：

浩翔：新世代多貪新忘舊，新山頭崛起得快，

消亡亦快。可是浪潮之中，總有一柱定海神針，

屹立不倒，名曰「 經典 」。經典除了為民族和社

會打下江山，更在人心和文化裏刻下了深刻的鑄

印，教我們回首之際，毋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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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陳靜雯感想

「想要做好，做精一件事情，

那麼最不可缺的就是堅毅。」

劉教授出生於普通的農民家庭，

在十五歲的年齡選擇了當兵，因為深受戰友的影

響而開啓了人生第一次的詩歌創作。但他真正的

寫作生涯從大學開始，由於中文系同學都在寫

作，劉震雲教授便也跟寫作。當時很多同學都

寫得比他好，可是後來大家畢業之後大多顛沛流

離，去了不同的地方也就不寫了，而劉震雲教授

卻能依舊一直寫作。他告訴我們：「耐心和堅持

是特別重要的東西。」

5A彭依雯感想

很榮幸可以親眼看到劉震雲教

授來本校舉辦講座，在這之前我

從未親眼見到過作家，亦或是和作

家近距離的接觸。在這之前也有聽說過劉教授的

作品，例如《一句頂一萬句》、《一日三秋》、

《我不是潘金蓮》等等……

在演講的過程中，我了解到原來劉震雲教授曾

經是高考狀元，我本來以為身為作家的他，中文

科理應在高考中獲得優異的成績，結果令人驚訝

的是，當年劉教授考的最高分的科目居然是數

學。

劉教授認為文學是生活的反映，但也不僅僅是

生活的反映。生活的流動特別快，縫隙裏的東

西，來不及思考的東西，都在文學裏被開始思

考。所以，文學是生活停止的地方。

當有同學問他對於寫作的看法時，劉教授會

說：「有時候文學會把生活裏大家都忽略的思考

撿起來。而作者要做的就是傾聽，傾聽是一種力

量，傾聽生活中被忽略的人，訴說自己的情感，

這也是我們成長的經歷。」細想我們成長路上漫

漫，大家都顧抬頭望向前方奔跑，卻不會有人

願意低頭留意路上的風景細節。

劉教授對於自己所寫的書並沒有「最」字一

說，他和我們道：「每當我寫完一本書，並不會

立刻認為非常滿意。只要過段時間再重新翻看，

就能揪出許多不足之處，就是這些不足之處，會

讓我在寫下一本書時不斷想改善。」他笑說：

「正是這股勁，讓我不斷有動力地寫下一本又一

本。」

劉教授的故事令我十分動容，他用風趣幽默詼

諧的語言概括了他捍衛堅持道路的艱辛，這種精

神令我感到非常敬佩。遙想人生之長，我卻只是

剛剛過了不到一半，看得不如劉教授透澈，也深

深被折服。在快馬加鞭的時代裏，我們忙上

學、上班，步伐匆匆根本來不及仔細觀察腳下的

每一步風景。我們很難接收到角落中有趣的信

息，發現不了那些縫隙裏的美好。

面對寫作時，我也常煩惱自己腦袋空空。其實

是因我根本沒有仔細享受生活帶來的樂趣，所以

才無法進行創造。就像劉震雲教授說的那樣，要

傾聽，傾聽生活的歡聲笑語。興趣上我愛好廣

泛，想學畫畫，想學彈琴，想學下棋。可事實上

幾乎每樣都在半途而廢，如劉教授所說：「專注

做一件事就好了，那樣一定會成功的。」我有精

力去消耗，卻沒能夠繼續下去，又總想是其他

問題。可我知道，是因為「耐心」。

人活一世，追求一件事，耐心全部耗在裏面，

要堅持，不許放棄，要踏出最後一步，雖然很

難。但我們可以成功的，只要勇敢地，堅持不懈

走進那百分之一。

羅老師小評：

靜雯：你反覆談及「 縫隙 」意象，恰似《 莊

子．知北遊》所述：「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

過隙，忽然而已。 」駿馬飄逸，縫隙不過霎眼一

瞬，即使內裏深藏奧妙諸多，大抵也無暇覺

察——可能長有頑強一株嫩綠，或是半掩一隻擱

淺的鯨——但願我們偶然煞停雙腿，換上草木皆

見的眼眸，而文學是一柄鏟子，我們一挖一掘。

5C吳依寧感想

首先，很高興著名作家劉震雲

教授到我校對香港作出評價，他

認為香港人給人一種非常興奮和急

促的感覺，這反映了香港現狀的一些特點。香港

是一個充滿活力和競爭的城市，這種快節奏的生

活方式也影響了香港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

其次，劉教授在與學生交流中談及了文學的重

要性。他認為文學是一種記憶，是民族歷史的記

錄。如果沒有文學，就失去了這種記憶，歷史也

將變得模糊。優秀作家能夠照亮民族的過去、現

在和未來，這體現了文學的重要性。他還認為，

文學能將生命在特定時空固定下來，讓生命長生

不老，這體現了文學的獨特價值。

此外，劉教授在交流中也談及了創作靈感和作

品與作者的關係。他認為文學創作需要反覆坐下

來寫作，不能僅靠講話的幽默感。作品與作者並

非「親子關係」，而是平等的關係，作品有時會

超越作者本身，表達一些作者自己也沒有意識到

的東西。這些觀點讓人對創作有了更深入的理

解。

最後，他提到舉辦這樣的活動對學生的意義重

大。不僅能讓學生接觸到國際知名作家的指導，

也能培養他們對文學的興趣，對他們未來的發展

都有很大幫助。為我們提供更多學習文學的機

會。

劉教授與我們分享文學作品，展現了作家對文

學的獨特見解，也反映了學校在培養學生文學素

養方面的責任。給人一種良性互動的感覺，對我

來說都是一次寶貴的學習經歷。

羅老師小評：

依寧：劉教授遠道而來，光臨我校，既無華貴

排場，也不擺出架子，單單誠摯地與我們分享作

為作家的心路歷程，點滴滋味甚是有趣。能夠近

距離與知名作家對談，你一言，我一語，毫無隔

閡和制肘，在愉快的氛圍裏暢所欲言——共度這

一個不尋常的午後，實是學生之福。

5C林均垣感想

早前劉震雲教授親臨我們的學

校，為中四中五的學生進行作家

分享講座，講座名為「作家是一頭

牛」。這不禁令我思考：為何作家是一頭「牛」

呢？這背後又有什麼含意呢？他說作家就是一頭

牛，傾聽那些被世界忽略的人，我才恍然大悟：

這個世界確實有太多被忽略的人了。

他又說明了，為何文學如此重要。文學與生活

息息相關，現實生活中時間在流動，但是文學可

劉教授告訴我們：「當時北大中文系是分數最

高的，我就進去了，等畢了業之後，身邊的同學

都不寫了，而我還在繼續寫。」不得不令人心生

佩服，因為劉震雲教授貌似真的把一生獻給了寫

作。而我也感受到來自一位作家深深的魅力，那

種魅力是不斷的思考、學習而積累下來的。劉教

授在演講的過程中，那種談吐大方鬆弛是我非常

渴望擁有的，也正是因為他在寫作道路上的堅

持，他也獲得了不少成就。

他的小說特點就在於把所有人物的命運放在最

日常的生活中，用實物、行動及話語來表達他們

內在的精神面貌，與其他作家不同，劉教授大多

時候聚焦於普通平民，反而是這樣的「平凡」也

為他的作品帶來了許多特色。

這一次的活動，也讓我更深刻的認識了作家，

跟我想像的不一樣，劉震雲教授很親切，在這三

十分鐘的演講中，空氣中瀰漫的都是輕鬆愉悅的

氛圍，到尾聲的時候，許多同學都向劉教授提

問，而他也很耐心的回答，回答的內容也引人深

思，我想或許這就是作家的魅力和吸引力吧，讓

人不由自主的想繼續和他聊天說話，總感覺他的

話語中有數不盡的道理和故事。

羅老師小評：

依雯：文學，本質上是「 人學 」。一個讀者未

必能夠成為一位好作家，但一位好作家必然是一

位好讀者——讀的不只是文字和技巧，更是對世

界的洞見。但願我們都配上一雙明眸，從一切平

凡，看出不凡。

5C楊嘉熹感想

劉震雲教授在演講中提到文學

的重要性，令我大有感悟。劉教

授說，文學的意義在於記錄人們的

生活，例如《史記》中記錄了漢朝建立及之前人

們的生活，同時也記下當時宏偉的歷史，令後人

可以了解當時人們的生活。而文化正是人們的生

活習慣的傳承，文學代替歷史，更充滿文

化。

從水下第一個生命的萌芽開始，到石器時代的

巨型野獸，再到人類第一次直立行走，文明已經

歷許多。而將這一切記錄下來，是在洞壁上的

「文學」，在竹簡上的「文學」，在紙上的「文

學」。文學將歷史記錄展示給我們，令我們可以

從中學習。劉教授說：「我們是站在巨人肩膀上

的人，我們的思考方式是由巨人所構造的。」這

個巨人便是文學知識。老子將知識放進文學，令

道家文學得以傳承，文學可以在歷史洪流上令文

化扎住腳跟。

羅老師小評：

嘉熹：我常聯想，這意象中的巨人是盤古。巨

人總會壽終倒地，身體化成養份，供養後代茁壯

成長。我們生來攜帶有巨人的基因，既是他的後

裔，又不是他本身。而看望巨人肩上同一幅美

景，我們「 各懷巨胎 」，長成不同的面相，燕瘦

環肥，高矮不一，只為世界需要更多巨人。

5C鄭芷嫣感想

聽了劉震雲教授的作家講座

後，我感受頗深。劉教授說，文

學的意義在於記憶，一個國家的歷

史、文化、經歷來源於文學，文學能將已逝的歷

史人物重現於眼前，將輝煌興衰保留於文字中，

讓後世認識了解，讓文化傳承延續。

我在看到「作家是一頭牛」的標題時，我想到

是勤奮、艱辛，然而，劉教授對這句話的演繹卻

是出乎我意料。在《我不是潘金蓮》中，有的人

的話無人傾聽，也無人在意，故只能選擇與一頭

牛傾心，將心事講述給一頭牛聽。劉教授說，作

家是一頭牛。並不只是因為作家勤於創作，更是

因為他認為作家是一位傾聽者，作家不僅能透過

文字訴說故事，也能透過耳朵傾聽他人的故事，

他人不被知曉的故事，並將這些默默無聞的小人

物寫進他的小說之中，讓讀者、讓大眾也能傾聽

他們、了解他們。這是我從未設想過，對「牛」

的詮釋，這點也是我在這次講座中印象最為深

刻、反思最為悠久的一段話。

羅老師小評：

芷嫣：現今社會紛繁複沓，空氣中每分每秒都

充滿嘩噪的雜訊。大家自說自話，講太多，聽太

少，只為搶斷他人的發言權。溝通總是必要，大

抵我們都要重新學習：你聽我講、我聽你講。何

止「 作家是一頭牛 」？我們都應是一頭頭牛。

（本特輯圖片由香港文學舘、嗇色園主辦可譽

中學暨可譽小學提供。）

5A林丹惠感想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著

名作家劉震雲教授蒞臨我校演

講。

過程中，劉震雲教授以風趣幽默的話語，講述

自己走上寫作路的點滴，又分享了自己的寫作經

歷。

劉震雲教授參軍時，在部隊裏的戰友影響下開

始嘗試創作，發掘自己的天份，總會在閒置時間

裏借燈光看書，由於對數學最感興趣，經常塗

塗畫畫，構思自己的思路，將數學自學到微積

分，以河南省高考文科狀元的身份考入了北京大

學中文系。系裏每個人都在寫文章，於是劉震

雲教授也跟一起寫，後來周圍的同學一個又一

個地放下了自己的筆，只有劉震雲教授繼續堅持

自己的寫作。

劉教授說：「當你堅持走到百分之九十九時，

就差百分之一了，這時往往會出現岔口，很多人

都會在此時堅持不下去，轉而走向了一條岔道

上。」「當我寫完一本書後，過了一段時間再來

翻看時，會發現自己有不足的地方，使自己在

寫下一本書時不斷想改善，從而產生了動力，讓

我寫下一本又一本。」

是劉教授的堅持，使自己在寫作的道路上越走

越遠。

在我十六歲時，被檢查出患有先天性弱視，醫

生曾對我說：「如果你的病情能在八歲前就發

現，是很大幾率可以治癒的，但如果超過十至十

二周歲以上，那麼想要恢復的幾率是非常低的，

你如今已經錯過治療的最佳年齡，不過你可以嘗

試去糾正自己的視力，看看有沒有作用，只要在

二十一歲之前治療，雖然希望很渺茫，只有你能

夠堅持治療下去，總有可能會恢復一些的。」

我想，痊癒的幾率那麼低，堅持治療也沒什麼

作用，於是在堅持治療幾個月後，就放棄了。在

聽完劉教授的演講後，我豁然開朗，在願意堅持

做一件事情時，不要放棄，當快要放棄時，或許

就離成功只有一步之遙。

劉教授的給我帶來了動力，只要堅持下去，也

許我的眼睛就能夠成功恢復正常。

羅老師小評：

丹惠：你提及堅持抑或放棄的命題，令我聯想

起那句「 以生命影響生命 」，既是老掉牙的，可

也是雋永、永遠為真的。然則作家的天職是「 以

書寫影響生命 」，既提筆往自己的書文中寫滿自

己；也藉書寫自己，而書寫了他者的人生。

「作家是頭牛」學生講座後感想（續）
▼著名作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劉震雲。

以把一個片段記錄下來，並將那個時空固定在當

下。倘若沒有文學，人們在回望歷史的時候都只

不過是一片沙漠。我聽得一愣一愣的，從來沒有

往這方面想過。在發問環節，我斗膽向劉震雲教

授提出問題：「請問您認同作家創作的作品是他

的孩子嗎？另外，您最喜歡自己哪一本書？」對

於第一個問題，他認為作品與作家是平等的關

係，而書中人物是有自己的思想的。接下來他對

第二個問題的回答讓我感到震驚，他認為他喜歡

的書永遠都是下一本，因為在回望過去寫過的小

說，寫作的是當時的劉震雲，現在的他總是會有

一些地方是不滿意的，這促使他繼續創作下一部

作品。

羅老師小評：

均垣：享負成名者，要目空豐功偉績絕非易

事。劉教授輕看名利得失如浮雲流水，既是響噹

噹的大人物，卻有如此謙厚的肚量，虛懷若谷，

確實教人敬佩！「 最好的一次是下一次 」，正正

是積極向上的完美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