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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
匯
︾
是
澳
門
筆
會
同
人
的
刊
物
。
它
能
夠
同
讀
者

見
面
，
首
先
，
應
該
感
謝
各
方
友
好
的
關
懷
、
協
助
和
支

持
！

我
們
認
為
文
藝
並
不
從
屬
於
政
治
，
但
文
藝
如
果
離
開

了
倫
理
和
教
化
，
無
法
激
起
讀
者
的
共
鳴
，
那
就
會
失
去
其

價
值
和
功
用
。

我
們
主
張
創
作
自
由
，
文
藝
家
寫
什
麼
和
怎
麼
寫
，
只

能
由
文
藝
家
在
生
活
、
藝
術
的
實
踐
中
去
探
索
和
逐
步
求
得

解
決
，
關
鍵
是
內
容
要
導
人
向
上
向
善
。

好
的
文
藝
作
品
，
應
與
人
生
相
關
連
，
主
要
是
真
、

善
、
美
的
體
現
。
顯
然
文
藝
除
了
教
育
作
用
外
，
還
有
認
識

作
用
和
審
美
作
用
等
。
人
們
在
日
常
緊
張
生
活
之
餘
，
也
要

娛
樂
，
要
欣
賞
花
鳥
蟲
魚
、
山
水
、
木
石
、
書
畫
以
及
抒
情

的
音
樂
、
歌
舞
。
文
藝
就
是
從
精
神
上
滿
足
人
們
的
需
要
，

豐
富
人
們
的
精
神
生
活
，
提
高
人
們
的
精
神
境
界
。

《
澳
門
筆
匯
》

發
刊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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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不
是
文
化
沙
漠
，
這
是
多
年
來
海
內
外
有
識
之
士
所
公
認
的
，
故
不
宜
妄
自
菲
薄
。
澳
門
文
藝
在
祖

國
的
陽
光
雨
露
下
成
長
，
與
時
代
的
脈
搏
一
起
跳
動
。
實
踐
證
明
，
生
活
是
創
作
的
泉
源
；
作
者
如
果
不
是
在

象
牙
之
塔
裡
孤
芳
自
賞
，
顧
影
自
憐
，
凡
是
熟
識
生
活
，
理
解
生
活
，
在
這
個
錯
綜
複
雜
的
萬
花
筒
社
會
中
，

都
可
以
發
掘
出
深
刻
的
主
題
，
創
作
出
思
想
性
和
藝
術
性
較
高
的
作
品
。

︽
筆
匯
︾
是
一
份
綜
合
性
的
文
藝
刊
物
。
文
字
力
求
短
小
精
悍
，
莊
諧
並
收
，
辛
甘
兼
備
，
有
談
天
說

地
，
也
有
畫
龍
畫
犬
；
上
下
古
今
，
遺
聞
軼
事
，
大
小
由
之
，
信
手
拈
來
，
雜
感
隨
筆
，
詩
歌
戲
曲
，
力
求
辦

到
姹
紫
嫣
紅
，
芬
芳
馥
郁
。

﹁
嚶
其
鳴
矣
，
求
其
友
聲
！
﹂
︽
筆
匯
︾
創
刊
的
目
的
主
要
是
以
文
會
友
。
一
切
能
激
發
起
愛
國
愛
鄉
愛

澳
的
感
情
、
能
培
養
和
樹
立
優
良
道
德
風
尚
以
及
幫
助
人
們
陶
冶
性
情
的
各
種
題
材
，
均
受
歡
迎
。
在
藝
術
創

作
上
不
同
的
形
式
和
風
格
，
均
可
以
自
由
發
揮
。

︽
筆
匯
︾
創
刊
之
日
正
是
月
之
一
日
，
﹁
一
﹂
這
個
數
字
頗
有
意
思
。
三
十
一
年
前
，
郭
沫
若
寫
了
一
本

︽
百
花
齊
放
︾
，
﹁
百
花
﹂
的
含
義
是
包
羅
一
切
的
花
。
然
而
他
的
詩
寫
的
不
只
一
百
種
花
，
是
一
百
零
一
種

花
，
及
一
百
零
一
首
詩
。
郭
老
說
：
﹁
我
倒
有
點
喜
歡
一
零
一
這
個
數
字
，
因
為
它
似
乎
象
徵
一
元
復
始
，
萬

象
更
新
。
這
裡
有
﹃
既
濟
，
未
濟
﹄
的
味
道
，
完
了
，
又
沒
有
完
。
﹃
百
尺
竿
頭
，
更
進
一
步
﹄
︙
︙
﹂

完
了
，
又
沒
有
完
，
這
就
是
現
實
生
活
。
各
種
事
物
，
莫
不
如
此
。
我
們
把
﹁
一
﹂
當
作
新
的
起
點
，
從

﹁
一
﹂
開
始
，
從
一
做
起
。
有
了
﹁
一
﹂
，
就
有
﹁
二
﹂
、
﹁
三
﹂
以
至
無
窮
。
刊
物
是
不
定
期
的
，
倘
使
人

力
、
物
力
充
裕
，
希
望
一
年
能
夠
出
它
兩
、
三
期
。

但
也
不
能
估
計
得
這
麼
﹁
輕
鬆
﹂
。
港
澳
社
會
辦
文
藝
刊
物
大
都
是
﹁
傻
子
﹂
、
﹁
發
燒
友
﹂
所
為
。
君

不
見
不
少
刊
物
，
朝
生
暮
死
，
曇
花
一
現
。

魯
迅
寫
過
一
個
寓
言
，
說
孩
子
滿
月
，
賀
客
盈
庭
。
有
人
道
：
﹁
這
孩
子
將
來
是
要
升
官
發
財
的
。
﹂
於

是
換
來
一
番
感
激
之
聲
。
也
有
人
道
：
﹁
這
孩
子
將
來
是
要
死
的
。
﹂
於
是
換
來
舉
座
合
力
痛
毆
一
頓
。
﹁
升

官
發
財
﹂
是
吹
捧
，
﹁
死
﹂
則
是
真
話
。
吹
捧
受
喝
采
，
真
話
卻
遭
打
罵
。

我
們
不
要
吹
捧
，
要
真
話
，
即
使
︽
筆
匯
︾
只
能
面
世
一
期
就
終
了
，
即
使
︽
筆
匯
︾
創
刊
之
日
，
人
們

紛
紛
指
出
，
這
份
刊
物
﹁
將
來
是
要
死
的
﹂
。
我
們
對
之
坦
然
，
欣
然
。
﹁
亦
余
心
之
所
善
兮
，
雖
九
死
其
猶

未
悔
﹂
︵
屈
原
：
︽
離
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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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一
九
一
九
年
﹁
五
四
﹂
運
動
開
始
的
我
國
現
代
文

學
，
到
現
在
已
經
六
十
多
年
了
。
這
是
一
部
披
荊
斬
棘
、
不

斷
前
進
、
波
瀾
壯
闊
的
現
代
和
當
代
文
學
史
。

香
港
和
澳
門
都
是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領
土
不
可
分
割
的

一
部
分
。
港
澳
長
期
接
受
祖
國
現
實
主
義
文
學
的
哺
育
和
影

響
，
具
有
光
輝
的
愛
國
傳
統
。
這
次
東
亞
大
學
︵
今
澳
門
大

學
︶
中
文
學
會
主
辦
﹁
澳
門
文
學
座
談
會
﹂
，
我
相
信
將
會

為
推
動
中
國
文
化
在
澳
門
的
發
展
做
出
貢
獻
，
具
有
深
遠
的

意
義
。
在
此
，
請
讓
我
衷
心
祝
願
座
談
會
取
得
圓
滿
成
果
，

祝
願
年
輕
的
澳
門
文
學
隊
伍
日
益
茁
壯
成
長
。

偉
大
文
學
家
魯
迅
在
一
九
二
七
年
曾
應
邀
到
香
港
講

演
，
他
在
︽
語
絲
︾
上
先
後
寫
到
︽
略
談
香
港
︾
、
︽
再
談

香
港
︾
等
篇
，
後
收
集
在
︽
而
已
集
︾
內
。
當
時
港
督
金
文

泰
稱
作
金
制
軍
，
一
派
前
清
遺
老
的
色
彩
。
中
國
人
在
香
港

犯
了
事
被
抽
藤
條
。
過
關
時
，
魯
迅
的
書
籍
、
衣
物
被
翻
得

香
港‧

澳
門‧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

在
「
澳
門
文
學
座
談
會
」
上

的
講
話

亂
七
八
糟
，
結
果
還
是
要
遞
上
﹁
熟
性
費
﹂
十
元
才
了
事
。

茅
盾
多
次
到
香
港
播
種

直
到
一
九
三
八
、
一
九
四
一
和
一
九
四
六
年
，
大
批
國
內
文
化
人
先
後
來
到
香
港
，
使
香
港
貧
瘠
的
精
神

生
活
，
才
起
了
很
大
的
變
化
。
在
座
各
位
主
講
者
都
是
省
港
澳
的
知
名
學
人
，
我
是
來
向
大
家
請
教
的
。
今
天

想
簡
略
地
談
一
些
個
人
對
有
關
的
事
和
人
的
看
法
。

一
九
三
八
年
，
香
港
已
有
大
小
報
刊
三
、
四
十
份
。
那
時
候
，
薩
空
了
主
持
︽
立
報
︾
，
金
仲
華
當
了

︽
星
島
日
報
︾
的
總
編
輯
。
這
兩
份
鼓
吹
抗
日
的
報
紙
，
對
香
港
青
年
學
生
和
知
識
分
子
，
注
入
了
一
股
清
新

的
空
氣
。
當
年
作
家
茅
盾
第
一
次
到
香
港
，
住
在
九
龍
太
子
道
。
他
在
香
港
主
編
︽
文
藝
陣
地
︾
，
同
時
負
責

︽
立
報
︾
副
刊
︽
言
林
︾
。
︽
文
藝
陣
地
︾
是
一
份
堅
持
現
實
主
義
的
文
學
刊
物
，
理
論
和
創
作
並
重
。
曾
在

該
刊
發
表
的
張
天
冀
︽
華
威
先
生
︾
和
姚
雪
垠
︽
差
半
車
麥
稭
︾
，
傳
頌
一
時
，
引
起
國
內
外
的
注
意
，
被
譯

成
英
文
在
外
國
雜
誌
刊
出
。
茅
盾
刻
劃
抗
戰
的
小
說
︽
第
一
階
段
的
故
事
︾
，
是
在
︽
立
報
︾
上
連
載
的
。
後

來
︽
文
藝
陣
地
︾
因
為
香
港
當
局
檢
察
官
把
﹁
抗
日
﹂
改
成
﹁×

×

﹂
，
宣
傳
抗
戰
、
反
對
投
降
的
文
章
常
常

被
迫
開
天
窗
即
﹁
口
﹂
之
類
，
︽
文
藝
陣
地
︾
才
轉
移
到
上
海
租
界
排
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