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
用
時
間
的
作
家

多
年
與
書
親
近
，
創
作
質
量
豐
富
的
陳
幸
蕙
，
讀
研
究
所
期
間
與
男

友
公
證
結
婚
，
畢
業
後
隨
即
展
開
忙
碌
的
教
書
生
活
，
不
久
兒
女
陸
續
出

生
，
工
作
與
家
務
讓
她
分
身
乏
術
，
便
決
定
辭
去
教
職
，
在
家
照
顧
孩
子

並
專
職
寫
作
，
此
後
書
房
成
為
她
的
工
作
室
，
她
還
鄭
重
其
事
每
天
按
時

簽
到
，
記
錄
工
作
時
間
。
她
常
以
「
不
可
一
日
閒
過
」
來
自
勉
，
期
盼
自

己
莫
負
人
生
，
能
珍
惜
有
限
的
時
光
。
偶
爾
寫
作
累
了
或
缺
乏
靈
感
時
，

便
轉
而
從
事
編
纂纂
工
作
，
也
不
會
讓
時
間
白
白
流
逝
。
由
此
可
看
出
她
善

於
利
用
時
間
。

課
文
前
哨
站

一
、�

了
解
日
常
零
碎
時
間
的
珍
貴
。

二
、�

能
善
用
名
言
事
例
來
強
化
說
服
力
。

三
、�

培
養
善
用
零
碎
時
間
的
生
活
習
慣
。

生
命
中
的
碎
珠
陳
幸
蕙

學
習
重
點

第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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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節
選
自
群
樹
之
歌
。
題
目
中
的
「
碎
珠
」
是
指
零
碎
的
時
間
。

作
者
指
出
，
在
這
忙
碌
的
時
代
中
，
我
們
若
能
勤
於
撿
拾
零
碎
短
暫
的
時

間
，
善
加
利
用
，
則
這
些
碎
珠
也
可
以
積
少
成
多
，
成
為
可
貴
的
資
產
，

充
實
我
們
的
生
命
內
涵
。

題 

解
陳
幸
蕙
，
湖
北
省 

武
漢
市
人
，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
西
元
一
九
五
三

年
︶
生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
曾
擔
任
教
師
，
現
專

事
寫
作
。

陳
幸
蕙
的
作
品
以
散
文
為
主
，
兼
及
小
說
與
評
論
。
其
散
文
構
思
細

膩
靈
巧
，
文
字
清
新
真
摯
，
內
容
重
在
表
達
生
活
的
情
味
與
對
生
命
的
熱

愛
。
曾
獲
中
國
時
報
散
文
獎
、
梁
實
秋
文
學
獎
散
文
獎
等
，
並
當
選
十

大
傑
出
女
青
年
。
著
有
群
樹
之
歌
、
把
愛
還
諸
天
地
、
青
少
年
的
四
個
大

夢
、
悅
讀
余
光
中
︵
含
散
文
卷
、
詩
選
、
遊
記
文
學
卷
︶
、
海
水
是
甜
的

等
書
。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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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有
一
樣
事
物
，
比
現
在
的
按
鍵
電
話
更
能
具
體
地
說

明
這
是
一
個
分
秒
必
爭
的
世
界
了
。
的
確
，
現
代
人
連
讓
電

話
轉
盤
撥
轉
回
來
的
一
兩
秒
時
間
都
不
願
等
待
，
我
們
還
能

懷
疑
這
不
是
個
節
奏
迅
速
、
步
履
匆
忙
的
時
代
嗎
？

 
 

也
許
，
正
因
為
點
點
滴
滴
的
時
間
，
都
可
能
是
致
勝
的

關
鍵
，
值
得
我
們
加
以
珍
惜
、
爭
取
。
因
此
，
能
掌
握
時

間—

尤
其
是
零
碎
時
間—

的
人
，
往
往
也
都
是
令
人
欽

佩
仰
慕
的
智
者
、
成
功
者
。

一二

5

�舊式轉盤電話 �按鍵電話

　
　
閱
讀
時
請
留
意
作
者
運
用
哪
些
例
子
來

闡
述
論
點
，
請
將
其
依
序
標
示
出
來
，
並
思
考
它

們
所
呈
現
出
的
共
通
道
理
。

閱
讀
小
叮
嚀

課
文˙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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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適
先
生
曾
以
「
不
做
無
益
事
，
一
日
當
三
日
，
人
活

五
十
歲
，
我
活
百
五
十
」
的
生
活
哲
學
來
自
勉
。
雖
然
他
每

日
在
著著
書
立
說1

、
從
事
學
術
研
究
和
教
育
工
作
之
外
，
還
要

親
自
處
理
諸
多
繁
雜
事
務
，
但
由
於
能
充
分
掌
握
、
支
配
零

碎
時
間
，
因
此
，
仍
然
生
活
得
從
容
自
如2

，
處
處
流
露
出
一

個
溫
藹藹3

學
者
的
修
養
與
風
範
，
從
不
覺
得
時
間
不
敷敷4

使
用
。

 
 

美
國
歷
史
上
最
年
輕
的
總
統
甘
迺迺
迪
先
生
，
常
常
在
他

接
見
的
第
一
位
客
人
起
身
離
去
，
第
二
位
客
人
尚
未
踏
進
會

客
室
之
前
，
也
必
拿
起
手
邊
的
書
籍
閱
讀
，
絕
不
輕
易
浪
費

這
些
短
暫
的
空
檔
。
正
因
為
他
善
用
時
間
來
充
實
學
識
，
所

以
當
有
人
批
評
他
的
髮
型
過
於
古
板
難
看
時
，
甘
迺
迪
才
能

自
信
地
回
答
：
「
我
相
信
治
國
的
本
領
，
不
在
頭
皮
上
面
，

而
在
頭
皮
下
面
。
」

三四

1
 

著
書
立
說
　
透
過
寫
作
以
表

述
自
己
的
學
說
理
論
。
著
，

音

著
。

2
 

從
容
自
如
　
不
慌
不
忙
，
自

由
自
在
。

3
 

溫
藹
　
溫
和
親
切
。
藹
，
音

藹
。

4
 

不
敷
　
不

夠

。

敷

，

音

敷
，
足
夠
。

�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 
1917～1963），美國第三十五任總統。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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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撇
開5

近
人
不
談
，
在
古
代
從
容
、
悠
閒
的
農
業
社
會

裡
，
就
已
有
許
多
懂
得
珍
惜
生
命
、
善
於
利
用
瑣
碎
時
間
的

哲
人
了
。
陶
淵
明
曾
經
說
過
：
「
盛
年
不
重
來
，
一
日
難
再

晨
，
及
時
當
勉
勵
，
歲
月
不
待
人6

。
」
千
字
文7

中
也
有
「
尺

璧
非
寶
，
寸
陰
是
競8

」
的
格
言
。
而
宋
代
大
儒
歐
陽
脩脩
，
更

是
一
個
善
於
利
用
零
碎
時
間
的
生
活
藝
術
家
。
他
常
利
用

「
三
上
」
的
工
夫
構
思
文
章
，
何
謂
「
三
上
」
？
那
便
是

「
枕
上
、
廁
上
、
馬
上
」
。
生
活
在
今
天
的
我
們
，
如
果
每

天
也
能
利
用
這
些
短
暫
的
時
間
，
有
恆
地
記
誦
一
首
唐
詩
、

宋
詞
、
一
句
格
言
或
背
幾
個
英
文
單
字
，
一
年
下
來
，
該
有

多
少
的
收
穫
啊
！

 
 

有
一
個
發
人
深
省
的
比
喻
：
在
一
個
空
無
一
物
的
箱
子

裡
，
我
們
最
初
可
以
放
進
一
些
大
石
頭
，
等
到
再
也
放
不
進

五六

5
 

撇
開
　
丟
開
不
管
。
撇
，
音

撇
。

�璧，扁平，中央有

圓孔的圓形玉器。

10 5

6
 

「
盛
年
」
四
句
　
指
人
生

短
暫
，
必
須
珍
惜
光
陰
。
盛

年
，
壯
年
。
語
出
陶
淵
明�

雜

詩
十
二
首
之
一
。

7
 

千
字
文
　
南
朝�

梁�

周
興
嗣嗣

撰
。
收
錄
一
千
個
常
用
字
，

撰
寫
成
四
言
韻
文
，
是
舊
時

兒
童
啟
蒙
識
字
的
讀
本
。

8
 

「
尺
璧
」
二
句
　
指
直
徑

一
尺
長
的
璧
玉
算
不
上
寶

物
，
片
刻
的
光
陰
卻
值
得
去

爭
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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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石
頭
時
，
餘
下
的
空
隙
，
我
們
可
放
進
不
少
小
石
頭
；
當

小
石
頭
已
放
滿
時
，
還
可
容
納
許
多
細
沙
；
等
到
細
沙
也
把

箱
子
裡
所
有
的
空
間
都
填
實
了
，
我
們
仍
可
再
注
入
不
少
清

水
…
…
。

 
 

如
果
我
們
每
天
的
二
十
四
小
時
，
就
是
這
口
大
箱
，
而

我
們
吃
飯
、
睡
覺
、
洗
澡
、
上
學
、
辦
公
、
休
閒
、
沉
思
的

七

�歐陽脩，北宋

著名文學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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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
就
相
當
於
箱
裡
大
大
小
小
的
石
頭
，
那
麼
，
仍
有
不

少
零
星
、
分
散
的
空
隙
，
可
供
我
們
完
成
許
多
事
務
。
能
不

能
掌
握
、
利
用
它
們
，
讓
每
天
的
生
活
更
加
充
實
，
就
全
靠

我
們
自
己
了
。

 
 

積
沙
能
夠
成
塔9

，
集

可
以
成
裘0

。
零
碎
的
時
間
，
應

該
是
生
命
中
的
碎
珠
、
沙
金
、
片
玉
，
能
勤
於
撿
拾
，
並
集

合
它
們
，
那
的
確
是
一
宗q
可
觀
的
財
富
！

八

5

9
 

積
沙
能
夠
成
塔
　
喻
積
少

成
多
。
語
出
妙
法
蓮
華
經
。

0
 

集
腋
可
以
成
裘
　
狐
狸
腋

下
的
毛
皮
雖
不
多
，
但
聚
集

起
來
就
可
縫
製
成
一
件
皮

衣
。
比
喻
積
少
成
多
。
腋
，

音

腋
。
裘
，
皮
衣
。

q
 

宗
　
量
詞
，
計
算
文
件
、
交

易
、
財
物
等
的
單
位
。

「
集
腋
成
裘
」
為
什
麼
是
指
積
少
成
多
？

　
　
此
成
語
出
自
墨
子 

親
士
：
「
江 

河
之
水
，
非
一
源
之
水
也
；
千
鎰鎰
之
裘
，
非

一
狐
之
白
也
」
。

　
　
意
指
長
江 

黃
河
的
盛
大
水
勢
並
非
單
一
水
流
形
成
的
，
價
值
千
金
的
狐
裘

並
不
是
單
靠
一
隻
狐
狸
腋
下
的
白
皮
毛
製
成
的
（
鎰
是
古
時
的
重
量
單
位
，
約

二
十
四
兩
）
。
墨
子
用
這
個
比
喻
來
說
明
治
理
國
家
需
要
集
結
眾
多
賢
士
的
力

量
。
「
集
腋
成
裘
」
這
個
成
語
由
此
演
變
而
出
，
用
來
比
喻
積
少
成
多
。

詞
語
一
點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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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作
者
以
誠
懇
平
實
的
筆
調
，
結
合
夾
敘
夾
議
的
寫
作
方
式
，
強
調
善
用
零
碎
時
間
的
重

要
。
作
者
先
提
出
自
己
的
論
點
後
，
接
著
舉
出
古
今
中
外
的
各
種
例
子
來
印
證
主
旨
，
然
後
再
以

填
箱
為
喻
，
勸
勉
讀
者
應
妥
善
掌
握
這
些
零
碎
時
間
，
如
此
方
能
累
積
可
觀
的
生
命
財
富
。

文
章
開
頭
便
以
生
活
常
見
的
按
鍵
電
話
為
例
，
清
楚
地
點
出
現
今
已
是
個
分
秒
必
爭
的
世

界
，
因
此
能
夠
掌
握
那
些
零
碎
時
間
的
人
便
是
成
功
者
。
接
著
，
為
了
強
化
文
章
的
說
服
力
，
作

者
再
舉
出
胡
適
、
甘
迺
迪
、
陶
淵
明
、
歐
陽
脩
等
人
當
作
例
證
，
不
僅
說
明
了
他
們
管
理
時
間
的

方
式
或
想
法
，
同
時
也
告
訴
讀
者
善
用
時
間
這
個
主
題
，
不
分
古
今
中
外
都
受
到
高
度
關
注
，
身

為
一
般
人
的
我
們
豈
能
毫
不
在
意
呢
？
文
末
，
作
者
運
用
設
喻
說
理
的
技
巧
，
藉
由
填
滿
空
箱
的

概
念
勉
勵
讀
者
要
積
極
充
實
人
生
，
並
帶
出
善
用
零
碎
時
間
作
為
結
論
，
也
讓
全
文
達
到
前
後
呼

應
，
論
述
緊
密
的
效
果
。

孔
子
曾
說
：
「
逝
者
如
斯
夫
，
不
舍
晝
夜
。
」
感
嘆
時
光
不
斷
地
流
逝
。
處
在
瞬
息
萬
變
、

步
調
快
速
的
年
代
裡
，
我
們
常
因
生
活
過
於
忙
亂
而
不
知
所
措
，
徒
然
讓
時
光
悄
悄
流
逝
於
指

間
。
因
此
，
如
何
利
用
零
碎
時
間
，
就
可
能
是
讓
人
脫
穎
而
出
的
關
鍵
，
我
們
也
該
把
這
個
觀
念

具
體
地
落
實
在
生
活
中
。

課
文
賞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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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根
據
文
本
，
將
正
確
答
案
打

。

瞄
準
文
心

1
 

關
於
本
文
的
主
旨
，
可
用
下
列
哪
個
詞
語
來
形

容
？

A

寸
陰
尺
璧

B

錙錙
銖銖
必
較

C

時
不
我
與

D

時
過
境
遷

文
意
理
解

2
 

面
對
關
於
髮
型
的
批
評
，
甘
迺
迪
回
應
：
「
我

相
信
治
國
的
本
領
，
不
在
頭
皮
上
面
，
而
在
頭

皮
下
面
。
」
他
話
中
的
真
正
意
思
是
什
麼
？

A
 

要
具
有
寬
宏
的
氣
度
，
不
必
在
意
毀
謗

中
傷
的
話

B
 

身
為
領
袖
不
應
過
度
追
求
時
髦
，
以
免

上
行
下
效 

C
 

須
先
維
持
儀
容
端
莊
，
才
能
齊
家
、
治

國
、
平
天
下

D
 

領
導
者
擁
有
豐
富
的
學
識
，
比
有
俊
俏

的
外
表
更
重
要

3
 

本
文
所
提
及
的
「
生
命
中
的
碎
珠
」
是
指
什

麼
？

A

一
生
中
的
珍
貴
回
憶

B

書
本
內
的
金
玉
良
言

C

生
活
裡
的
零
碎
時
間

D
 

旅
途
中
的
歡
樂
點
滴

作
法
探
討

4
 

關
於
本
文
寫
作
手
法
的
說
明
，
下
列
何
者
正

確
？

A
 

本
文
運
用
先
議
後
敘
的
方
式
，
探
討
生

命
價
值

B
 

大
量
引
用
正
反
事
例
，
從
多
方
面
來
闡

述
主
題

C
 

文
末
設
喻
說
理
，
強
調
善
用
零
碎
時
間

的
重
要

D
 

全
文
以
破
題
法
開
頭
，
用
前
後
呼
應
法

作
結

讀
後
檢
測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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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文
中
，
作
者
舉
出
哪
些
例
子
來
印
證
其
論
點
？
其
中
哪
個
例
子
最
能
啟
發
你
？
請
加
以
說
明
。

二
、 

胡
適
以
「
不
做
無
益
事
，
一
日
當
三
日
，
人
活
五
十
歲
，
我
活
百
五
十
」
當
作
生
活
哲
學
，
你

認
同
他
的
想
法
嗎
？
請
分
享
你
的
看
法
。

三
、 

利
用
零
碎
時
間
，
可
以
充
實
我
們
的
生
活
。
請
說
說
在
日
常
生
活
裡
，
你
能
如
何
善
用
零
碎
時

間
，
進
而
充
實
自
己
的
生
活
呢
？

問
題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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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議
論
文
透
視
鏡
：
透
過
文
字
論
述
，
表
達
對
人
、
事
、
物
的
看
法
，
進
而
達
到
說
服
、
批
判

等
目
的
，
這
樣
的
作
品
即
為
議
論
文
。
它
主
要
包
含
論
點
、
論
據
、
論
證
三
要
素
，
請
參
考

三
要
素
的
說
明
並
完
成
本
課
作
法
分
析
的
表
格
內
容
。

應
用
練
習

議
論
文
三
要
素

以
謝
天
為
例

論
點

（
作
者
看
法
）

對
於
某
個
事
件
或
問
題
，
作
者
提
出

的
主
要
觀
點
或
信
念
。

詮
釋
謝
天
的
真
正
涵
義─

─

要
飲
水
思
源
、
惜

福
感
恩
。

論
據

（
文
中
例
子
）

用
來
支
持
其
論
點
的
證
據
或
材
料
，

包
括
歷
史
事
實
、
寓
言
故
事
或
名
人

言
論
等
。

1

外
國
家
庭
的
謝
飯
儀
式
︵
事
例
︶
。

2

祖
父
母
對
謝
天
的
看
法
︵
事
例
︶
。

3

愛
因
斯
坦
功
成
不
居
的
美
德
︵
事
例
︶
。

4

作
者
生
活
閱
歷
的
印
證
︵
事
例
︶
。

論
證

（
證
明
方
式
）

以
論
據
來
證
明
論
點
的
方
式
。
下
列

介
紹
幾
種
常
見
的
論
證
法
。

1
 

例
證
法
︵
使
用
事
例
︶
：
選
取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事
例
以
支
持
論
點
。

2
 

引
證
法
︵
使
用
言
例
︶
：
引
用
名

言
佳
句
、
俗
諺
等
以
強
化
論
點
。

3
 

比
喻
法
：
藉
通
俗
易
懂
的
事
物
或

典
故
為
喻
，
讓
人
更
容
易
理
解
其

論
點
。

運
用
例
證
的
手
法
，
舉
生
活
經
驗
和
個
人
體

悟
，
重
新
詮
釋
謝
天
的
真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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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命
中
的
碎
珠
作
法
分
析
：

議
論
文
三
要
素

以
謝
天
為
例

論
點

（
作
者
看
法
）

對
於
某
個
事
件
或
問
題
，
作
者
提
出

的
主
要
觀
點
或
信
念
。

詮
釋
謝
天
的
真
正
涵
義─

─

要
飲
水
思
源
、
惜

福
感
恩
。

論
據

（
文
中
例
子
）

用
來
支
持
其
論
點
的
證
據
或
材
料
，

包
括
歷
史
事
實
、
寓
言
故
事
或
名
人

言
論
等
。

1

外
國
家
庭
的
謝
飯
儀
式
︵
事
例
︶
。

2

祖
父
母
對
謝
天
的
看
法
︵
事
例
︶
。

3

愛
因
斯
坦
功
成
不
居
的
美
德
︵
事
例
︶
。

4

作
者
生
活
閱
歷
的
印
證
︵
事
例
︶
。

論
證

（
證
明
方
式
）

以
論
據
來
證
明
論
點
的
方
式
。
下
列

介
紹
幾
種
常
見
的
論
證
法
。

1
 

例
證
法
︵
使
用
事
例
︶
：
選
取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事
例
以
支
持
論
點
。

2
 

引
證
法
︵
使
用
言
例
︶
：
引
用
名

言
佳
句
、
俗
諺
等
以
強
化
論
點
。

3
 

比
喻
法
：
藉
通
俗
易
懂
的
事
物
或

典
故
為
喻
，
讓
人
更
容
易
理
解
其

論
點
。

運
用
例
證
的
手
法
，
舉
生
活
經
驗
和
個
人
體

悟
，
重
新
詮
釋
謝
天
的
真
義
。

論
點

（
作
者
看
法
）

處
於
分
秒
必
爭
的
世
界
，
能
善
用
︵
　
　
　
　
　
　
　
　
　
　
︶
的
人
，
往
往
也
都

是
令
人
敬
佩
仰
慕
的
智
者
、
成
功
者
。

論
據

（
文
中
例
子
）

1
︵
　
　
　
　
　
　
　
︶
在
繁
忙
的
工
作
裡
仍
可
生
活
得
從
容
自
如
。

2

︵
　
　
　
　
　
　
　
︶
把
握
會
客
間
的
短
暫
空
檔
閱
讀
書
籍
。

3
 

︵
　
　
　
　
　
　
　
︶
常
利
用
「
三
上
」─

︵
　
　
︶
上
、
︵
　
　
︶
上
、

︵
　
　
︶
上─

的
工
夫
構
思
文
章
。

1

陶
淵
明
詩
句
：
「
盛
年
不
重
來
，
一
日
難
再
晨
，
︵
　
　
　
　
　
　
　
　
︶
。
」

2

千
字
文
的
格
言
：
「
︵
　
　
　
　
　
　
　
　
　
　
　
︶
。
」

以
填
滿
空
箱
來
比
喻
生
活
，
在
日
常
瑣
事
裡
仍
有
空
檔
可
供
我
們
利
用
。

論
證

（
證
明
方
式
）

本
課
運
用
到
哪
些
論
證
方
式
，
請
加
以
勾
選
。
︵
多
選
題
︶

例
證
法
︵
使
用
事
例
︶
　
　
　

對
比
︵
正
反
並
陳
︶

引
證
法
︵
使
用
言
例
︶
　
　
　

比
喻
︵
設
喻
說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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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根
據
上
文
，
作
者
與
錢
思
公
、
宋
公
垂
三
人
共
同
的
特
色
是
什
麼
？

A

都
善
於
利
用
零
碎
時
間

B

只
能
在
安
靜
的
地
方
讀
書

C

都
在
上
廁
所
時
才
能
專
心
讀
書

二
、�

古
今
對
讀
：
請
根
據
文
章
內
容
，
回
答
下
列
問
題
。

 
 

馬
上
、
枕
上
、
廁
上 

 
 
 
 

歐
陽
脩

錢
思
公1

雖
生
長
富
貴
，
而
少少
所
嗜
好
。
在
西
洛2

時
，
嘗
語語
僚
屬3

言
：
「
平
生
惟
好
讀
書
。
坐
則
讀
經

史
，
臥
則
讀
小
說
，
上
廁
則
閱
小
辭4

，
蓋
未
嘗
頃
刻

釋
卷
也
。
」

謝
希
深
亦
言
：
「
宋
公
垂5

同
在
史
院6

，
每
走

廁
，
必
挾挾
書
以
往
，
諷
誦7

之
聲
琅琅
然
，
聞
於
遠
近
，

其
篤
學8

如
此
。
」

余
因
謂
希
深
曰
：
「
余
平
生
所
作
文
章
，
多
在

三
上
，
乃
馬
上
、
枕
上
、
廁
上
也
。
」
蓋
惟
此
尤
可

以
屬屬
思9

爾
。  

 
 

 
︵
歸
田
錄
︶

︻
注
釋
︼

1
 

錢
思
公
：
名
惟
演
，
字
希
聖
，
諡
號

「
思
」
，
北
宋
人
，
博
學
能
文
。

2

西
洛
：
指
西
京
洛
陽
。

3

僚
屬
：
同
僚
或
部
屬
。

4
 

小
辭
：
篇
幅
短
小
的
詩
詞
。

5
 

宋
公
垂
：
名
綬
，
字
公
垂
，
與
謝
希

深
同
修
真
宗
實
錄
。

6
 

史
院
：
指
修
撰
史
書
的
機
構
，
隸
屬

於
翰
林
院
。

7

諷
誦
：
背
誦
。

8

篤
學
：
勤
學
。

9

屬
思
：
專
心
構
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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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除
了
讀
書
外
，
都
沒
有
其
他
嗜
好
。

︵
　
　
︶2

 

下
列
選
項
何
者
最
符
合
歐
陽
脩
所
說
的
「
馬
上
」
精
神
？
　

A

每
天
早
上
固
定
寫
篇
短
文

B

安
排
在
假
日
背
誦
難
背
的
古
文
　

C

一
出
版
新
書
就
立
刻
買
回
閱
讀
　

D

利
用
搭
捷
運
或
公
車
的
時
候
背
英
文
單
字
。 

閱
讀
列
車

坐
看
一
彎
采
采
流
水

陳
幸
蕙
編 

幼
獅
文
化

民
國
107
年

本
書
選
錄
適
合
青
少
年
閱
讀
的
文
章
。

書
中
除
了
名
家
作
品
，
也
收
錄
校
園
中

傑
出
的
青
少
年
作
品
，
每
篇
文
章
後
均

附
有
編
者
精
心
撰
寫
的
賞
析
、
導
讀
，

使
讀
者
宛
如
坐
在
文
學
的
蒲
團
上
，
看

向
這
一
彎
洗
滌
心
靈
的
采
采
流
水
！

給
中
學
生
的
時
間
管
理
術
：
一
輩
子
都

要
擁
有
的
時
間
掌
握
力
，
現
在
開
始
學

習
！謝

其
濬
著
，YINYIN

、
水
腦
繪
　 

親
子
天
下
　

民
國
102
年

本
書
揭
示
如
何
掌
握
「
自
律
、
效
率
、

規
畫
力
」
三
大
關
鍵
能
力
。
另
外
，
書

中
將
中
學
生
在
時
間
分
配
上
的
常
見
問

題
以
漫
畫
呈
現
，
並
提
供
讀
者
相
關
的

建
議
。

臺
中
作
家
典
藏
館
作
家─

陳
幸
蕙

YouTube

影
片 

臺
中
文
學
館

影
片
中
採
訪
作
家
陳
幸
蕙
，
其
中
談
到

對
創
作
的
態
度
以
及
運
動
、
生
活
，
傳

達
出
陳
幸
蕙
希
望
對
社
會
有
正
面
積
極

影
響
的
心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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