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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年起，香港有四十多間獨立書店成立。四年以來，花

開花落，不少書店經歷重大變化。有人刻苦留守，有人黯然

離開，也有人毅然接棒，延續書店的生命。〈獨立書店尋訪記〉第

三回，編輯們走進三家小書店：先登上西環半山「覺閣」，前身是

「舍下」，接手後延續聯繫社區的精神，還偶遇「狗店長」，體現人

和動物共融相處；再鑽進旺角鬧市樓上，看「界限書店」新店長如

何在保留前店長風格和打破界限之間平衡，開啟出閱讀新世界；

繞過數條街道，隱入太子唐樓的「留下書舍」，探聽堅持留下的理

由。真正重要的東西，只用眼睛是看不到的，且聽他們細說心底

話，給你多一個逛書店的理由。

一息尚存書要讀
—— 獨立書店尋訪記（三）

咯咯咯咯， 
敲門進入舒適的「藏書閣」
——訪問覺閣

  蔡少鋒

書店「覺閣」（KnockKnock）的名字取自英文的叩

門聲，「覺」寓意自覺。覺閣的前身是另一間書店「舍下」

（HidingPlace），曾任記者的潘德恩在《獨立書店似顏繪》

一書中，以繪本形式記錄了與舍下店長的訪談。舍下在

該書出版前已結業，幸好得到幾位有心人接棒。這天下

午，就讓我們走到西環石塘咀，敲一敲店門，與其中三

位店長漫談開店以來的故事。

動物友善的書店

進入書店前，就會見到店外一面落地大玻璃、店名

燈箱都是奪目的藍色狗狗圖樣，有一刻令人懷疑這是不

是一間寵物店。原來，這隻藍色狗狗，正是「狗店長」檬

檬，店長 Janice 的愛犬。剛巧，訪問當天檬檬也在店

內。訪客應不難發現，覺閣這間書店的特別之處，是其

動物友善的定位。覺閣除了售賣寵物用品外，更曾舉辦

以動物文學為主題的讀書會。Janice 提到，香港甚少地

方歡迎寵物進入，而其實人與寵物之間可以做到共融，

彼此舒適地相處。另一位店長 Noah 則跟我們分享在德

國旅遊的經歷，指打開當地店鋪的門，常見小狗在店內

自由活動。覺閣給予訪客的，正是這種舒適的感覺。

「狗店長」檬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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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閣

西環石塘咀保德街27號地下

開店的因緣

原來 Noah 曾於舍下實習，太太 Cherrie 間中

會到店裏探望，體驗過舍下予訪客的舒適感覺。當

Noah 與友人 Janice 夫婦提起舍下快將結業時，

後者既感可惜，亦深知 Noah 有經營書店的心願，

便建議他一起接手書店，並把寵物的元素放進書店

裏。最終，同為敬拜樂隊成員的兩對夫婦，就搖身

一變，成為了獨立書店的店長。覺閣店內不會擺

放過多書本，空間感十足，讓訪客感覺舒適、不局

促，書店也重視與社區的連結——這些特點都繼承

自舍下，而由覺閣接續。在經營初期，舍下的前店

長更熱心協助他們，讓他們深感謝意。

提到樂隊成員的身份，幾位店長都認為當中的

經驗為營運書店帶來不少幫助。兩者同樣要與不同

的人組合，知道成員各自的崗位，也要懂得好好佈

置空間。店內播放的音樂更經過悉心挑選，不會干

擾讀者閱讀。Noah 笑言，有訪客曾向他們索取店

內播放的音樂清單。

各自選書的眾聲喧譁

我們在社交網站上不時看到店長以短文介紹店

中新書，訪問當天親身來到店裏，更覺覺閣的書籍

五花八門：既有文學、歷史、哲學、社會類的書

籍，也有圍繞飲食、攝影、電影等生活和藝術範疇

的書。原來這裏的書是分別依幾位店長的喜好購入

的，Janice 表示他們各人的專業和關注的面向不

同，所以選入的書也有別。

我們還留意到這裏有相當數量的書是體積較

小、厚度較薄的「文庫本」，便詢問店長選入這類小

書的原因。Noah 指小書方便隨身攜帶，而且讀者易

於讀完整本書，可以從中得到成功感，有助培養閱

讀習慣。書店因此特意選入一些有質素的小書，如

英文版的「牛津通識讀本」。Noah 跟我們分享，他

個人閱讀的起點就在於想知道某些事情，Cherrie 也

表示：「小時候不知道知識的重要，長大後才知道，

例如歷史與生活有相似的一面。」

店內還有各種題材的繪本。Janice 提到繪本適

合各種年齡的人閱讀，表示「即使是大人，內心裏

都是小孩」，並特別向我們推薦日本繪本作家吉竹伸

介的作品。

書店與大眾的連結

除了賣書，覺閣也着重普及知識和文化交流。

自去年10月至今不足一年，書店已舉辦了超過三十

場活動，包括讀書會、新書發佈會、音樂會、旅遊

分享會、寫作坊等。問到店長們印象最深刻的活

動，Janice 表示最難忘動物文學主題讀書會，當天

不少參加者都帶同愛犬出席，大家一起閱讀作家韓

麗珠寫貓的專欄文章，從中得到共鳴。Cherrie 提起

書店曾舉辦網上交流會，吸引了居於外地的參與

者，使她感覺書店通過書本連結了不同的人；書店

不僅僅是一門生意，更可以予人盼望，讓人互相扶

持。Noah 則難忘與文化評論人「海鹽說書」合作

的經歷，又提到香港的能人很多，希望書店可以提

供交流的平台。

今年初，覺閣與三間鄰近店鋪合辦「回憶之味」

活動，讓參加者從品嘗酒、茶、甜品的活動，及有

關「回憶」的書本座談會，認識石塘咀社區。問到

書店可以在承傳本地文化上擔當的角色，Noah 指

書店不是做保育的工作，但香港有一些「職人」，

在某些傳統行業擁有高超的技術和豐富的知識，

值得讓大眾認識，譬如覺閣在《香港職人》分享會

中，就曾邀請禮儀師鍾家樂介紹傳統殯葬業的執骨

工作。

社區裏的書店

覺閣位於石塘咀保德街的地面，路過的街坊可

以隨意推開店門走進來，享受寧靜的閱讀氛圍。

書店預留了空間供訪客坐下閱讀，據店長分享，也

有訪客會在店內用電腦寫作，偶爾也會有疲累的街

坊推門進來書店小盹。這裏還有一本供訪客寫生

的素描簿，翻開來便看到簿內有檬檬的肖像、書店

環境的速寫，也有訪客喜好的動畫人物。

據店長分享，除了專門來購買剛上架新書的讀

者外，平日還會有狗主帶愛犬到店內見面，敞開心

扉地交談。訪問的尾聲，就有一隻小狗跟隨主人

來訪，為書店增添生氣，原來到訪的小狗是檬檬的

朋友。看來，這家開店不足一年的新書店，早已

融入社區之中了。

Cherrie 推薦中學生讀的書

阿道斯．赫胥黎著，唐澄暐譯

《美麗新世界》（CUP 出版，2
021年）

這本小說能讓身處資本主義社
會的

我們反思：是否一定要為目標
而努

力？小說裏提到的社會阻嚇兒
童看

書，也值得深思。

Janice 推薦中學生讀的書

「認識自己的身心系列」繪本，包括：
史提夫．海恩等著《疼痛的修復練習》、
《創傷的修復練習》、《焦慮的修復練習》
及馬西．諾爾等著《寬恕的修復力量》（行
路出版，2019年）
「每個人都有情緒上的需要，繪本以圖解
的方式講解恐懼、傷痛等身心反應運作
的機制，有助讀者治療內心的傷痕。」

Noah 推薦中學生讀的書

羅蘭．巴特著，劉俐譯
《哀悼日記》（商周出版，2011年）
著名學者為追念亡母而寫成的文章， 
帶出了對生命課題的思考。

（左起）覺閣店長 Noah、Cherrie、Ja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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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曉琳

「界限書店」（BoundaryBookstore）2022年在旺角

開業，初看店名或令人以為是在界限街上。但其實，書

店開在彌敦道，旨在打破閱讀界限。約一年前，書店換

上新店長；店址亦從彌敦道轉入亞皆老街——同樣不

在「界限」之上。現在的界限書店開啟了怎樣的閱讀新世

界？就由其中兩位新店長Leanne和 Amber 跟我們談談。

傳承與突破

界限書店開業時，Leanne 還是一名文化雜誌編輯，

透過訪問結識當時的店長 Minami（阿 Mi）；及後她參加

了第二屆「七份一書店店長培育計劃」，由於阿 Mi 曾參

與第一屆計劃，二人的交流更加緊密。當對方得知她有

意參與和書籍相關的工作，便邀請她成為界限的兼職店

長。Amber 和阿 Mi 則是舊相識，在書店開業初期已常

常到訪；後來 Amber 在「七份一計劃」遇上 Leanne，

兩人都十分欣賞阿 Mi 打造的界限書店。Leanne 認為書

店有種獨特的感覺：帶點天真和傻勁，看書的門檻不會

太高，而且經常關心學生。Amber 指書店自開業以來，

就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閱讀主題，書籍不以文學、歷史、

旅遊等分類，而是以各種出人意表的方式上架，例如書

封顏色、書的大小重量，這些有趣的計劃，值得好好經

營。因此，當阿 Mi 因個人理由而退場，她們就答應接手

書店，發展「界限2.0」。

新店長接棒後，一直努力保持界限原有的風

格，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以「狼人殺」遊

戲角色、滴漏咖啡、十六型人格等流行原素為書籍

分類；亦延續了每週一次「深夜閱讀」環節，在社交

媒體上直播介紹不同種類的好書。

只是「創業難，守業更難」，兩位店長都表示初

時很怕不能保持前人的水準。有相熟讀者反映「書

店不同了」，Leanne 就有點忐忑；Amber 自覺不及

阿 Mi 平易近人，擔心會令客人失望。問她們如何調

整心情，原來是坦然接受。「後來和阿 Mi 談過，她

完全不介意我們改變書店的風格。我們漸漸明白，

換了人，書店感覺不同了也正常，就慢慢接受了。」

「從前『深夜閱讀』都是些看標題就吸引人的書，現

在我們反而介紹冷門的書，效果原來也不錯。我想

是將它變成自己想做的事，就會得心應手一些，不

會覺得勉強自己。」知己知彼，慢慢就找到出路。而

「界限2.0」始終不改宗旨——打破界限，給讀者和

好書創造意想不到的邂逅。

從「一」到「二」，主動出擊

對兩位店長而言，書店實務是一大挑戰。她們

當「七份一書店」店長時，享受經營書店的「浪漫」，

很少接觸背後的行政工作；現在要擔負整間書店，

真正面對經營壓力，例如租金上漲、經濟變差等，

要邊做邊學。Amber 表示新手上路，幸好有伙伴相

隨。「當一個人有處理不到的事，就可以問對方意

見。尤其當我們經驗不多，一個人可能有盲點，兩

個人就可以互補不足。」從一人主理變成多人同行，

意見自然多，因此店長們重視溝通，著力建立清晰

暢順的工作系統，改善書店營運模式。大家分工

合作，讓每位店長都有更多發揮空間，例如出版書

籍、邀請受歡迎的作者舉辦講座，積極地和不同團

體合作，吸引新讀者，同時增加書店的靈活性。

其中，Leanne 特別主動和學校接觸。「有些人

可能認為只有大書店才能和學校合作，較少獨立書

店有意識在學校推廣。其實只是老師不太認識獨立

書店，不少圖書館主任都有心推廣閱讀，也願意帶

學生認識不同書店，或和我們合作辦書展。」界限書

店一向關心學生和年輕讀者，但是以往礙於人手有

限，難和學校長期合作。最近，她就透過通訊羣組

和相熟老師建立穩定的溝通網絡，推廣各種閱讀活

動，也會主動分享在學校辦書展的情況，於是愈來

愈多老師和學生留意獨立書店，也會來書店買書、

訂書。

回到書店，亦處處看到店長們為同學付出的心

思，例如為學生設計的推薦書單、舉辦大學選科分

享活動。主動曝光，擴大讀者羣，最終都是希望學

生接觸閱讀、認識獨立書店，為大家提供不同的閱

讀選擇。

凝聚力量，推己及人

界限書店的神奇之處還有一點，就是經常「不

務正業」——例如舉辦義賣，把收益捐助日本地震

災民、香港動保團體等，又主動募捐支援受花蓮地

震影響的獨立書店。經營書店已經不容易，租金、

電費、購書，每一樣都是書店的營運成本，為甚麼

入書店入書店，開啟無界限的閱讀

界限書店現任店長 Amber（左）和 Leanne（右）
店內特設給學生的讀物書架
「學生飲書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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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長們還願意撥出人力、物力，籌劃不計報酬的

義務活動？Leanne 靜思片刻，答：「其實我們的

動機很純粹，因為自己本身關注議題，所以想動

用書店的號召力，出一分力。初時沒有想太多，

做起來才發現比想像中有更大價值。曾有日本

遊客到訪書店，感謝我們募捐賑災，令我十分感

動。」她說着說着，更流下淚來。Amber 馬上幫

忙「救場」，補充道：「我們相信書店有一定的凝

聚力，能夠建立一個社羣，發揮力量。因此應該

好好運用它，投入我們關注的議題。書店跟其他

零售行業不同，她不只是向讀者提供產品，更是

在傳遞某種知識。我們希望書店和讀者可以一同

令『消費』變得更有意義。」從兩位的回應便可得

知，界限書店早已突破賣書的界限，而是以書作

為橋樑，連結世界。

放下計算，踏實地走路

訪問尾聲，我們反而回到最個人的話題：經

營書店，你快樂嗎？Leanne 說：「大部分時間是

快樂的，除了家人不太理解的時候吧，但是我沒

有掙扎。」Amber 則說：「以前教寫作班時，雖然

偶爾從老師口中收到學生的讚賞，卻覺得不太實

在。現在辦書店、辦活動，每一步都感覺到自己

的力量，直接獲得讀者的回應，我的滿足感是完

整的。實在不能計算付出和回報，太難計算。就

算只是客人一句多謝，我也『起晒雞皮』，日後更

想每位讀者都在書店得到好的體驗。」那就表示

對經營下去很有信心了？店長們開玩笑說：「我們

簽了兩年的寬頻合約呢……一開始不過是想延續

一些美好的想法，也不是很有信心做得好。現在

心態也差不多，雖然累積了經驗，增強了信心，

但是也沒有太大的期望，就一步一步走下去吧。」

  洪營娟

2022年5月，幾位前記者選址在太子一幢唐樓的四

樓，創辦「留下書舍」。書店以推廣新聞學和媒體素養為宗

旨，主力銷售新聞故事、報道文學、新聞理論和社會議題相

關的書籍，定位鮮明，獲得不少前媒體介同業支持。當時，

其中一位創辦人 Kris 說：「我們不希望這只是一團虛火，若

真的要做，我們很想做好這間書店。」有留意書店新聞的讀

者，對這位店主的一腔熱誠應有印象。兩年過去，不少獨立

書店已因種種原因相繼結業。這天，我們走上唐四樓，看看

留下書舍留下至今，面對愈來愈不容易的經營環境，前路如

何走，而 Kris 心中那團火又是否熾熱如昔。

留下留下燃燒的理由
——訪留下書舍店主 Kris

Leanne 推薦學生讀的書：

1 麥特．海格著，章晉唯譯
《午夜圖書館》（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2021）

「主角輕生之際進入了一間神秘圖書館，
裏面放了一個個她當初後悔沒有選擇的
人生劇本。她以為打開書能重啟理想人
生，卻找不到一個自己滿意的版本。從
來她想通了，終於從圖書館走出去。」

2 蜜雪兒．桑娜著，韓絜光譯
《沒有媽媽的超市》（二十張出版，2022）

「一個美國樂隊歌手回鄉照顧患重病的
媽媽。她回想起童年時的種種：作為韓
美混血兒的身份危機、被同學欺負的創
傷、和父母的關係疏離等。她一邊照顧
媽媽，一邊治療自己的內心糾葛。」

Amber 推薦學生讀的書：

李惠貞著《成為自由人》（維摩舍文教事業
有限公司，2020）

「作者分享作為自由工作者時的感悟。希
望此書可以為同學提供更開闊的想法，公
開試不是人生的全部，人生也不只有幾種
選擇，不一定要跟隨主流的做法。肯定
自己、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比較重要。」

店長推介——

界限書店 

旺角亞皆老街16號 
旺角商業大廈20樓 A

「留下書舍」創辦人 K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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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與現實

相較其他獨立書店，留下的佈置相對簡約，約

六百呎的單位一目瞭然，一面堵高身書牆、一張中

島書枱、一邊半身書櫃，沒有清楚標示的書本分

類，也沒有繽紛的店主推介。往裏面走，兩張小茶

几，靠窗放置幾張高椅，驟眼看去，像一所休閒輕

鬆的咖啡廳，也像文藝青年的小書房。Kris 笑言：

「『簡約』不過是美化的形容詞，說白些，就是我們

的經營意志不算強。」

受移民潮影響，書店面對的直接衝擊是讀者流

失。Kris 坦言現在幾位店主都「無糧出」，各人都要

身兼多職來維持生活。書店平日只靠眾人抽空或請

朋友「睇檔」，發展一度停滯不前。「說是停滯，其

實就是『倒退』——生意額一直下跌，特別是隨着讀

者對我們的新鮮感下降後，我們就知道一定要突破

現狀。」於是，大家決定聘請全職店長，專注打理

書店。

掙扎與妥協

店長 Chole 到任後，書店的氣氛顯然活躍不

少，書的種類增加了，「豬肉枱」的面貌亦不時更

新。「一些細微的改變已能帶來觀感上很大的分別。

不一定要擺放新書，只要把合時的書放在當眼處，

營造新鮮感，就能讓人感覺書店有生氣。」Kris 直

言聘請店長必然有經濟上的顧慮，然而也只有向前

行，才能帶來改變，「這是雞與雞蛋的關係，不試過

不會知道結果。」Kris 說得雲淡風輕，卻堅決地回應

着那一份「要做好」的初心。

兩年多前，Kris 與幾位創辦人因報社關閉而

失業，大家表面上要轉換事業跑道，但心底裏仍希

望為傳媒業盡一分力，有意打造一個凝聚和連結眾

人的空間，推廣他們一直抱持的傳媒素養和知識。

「想過開咖啡店或酒吧，可是餐飲業投入成本較高，

書店營運模式較簡單，可租用樓上鋪，租金壓力較

少，而且書不是消耗品，可以存放很久……綜合而

言，開書店是相對理性的決定。」留下的誕生看似偶

然，原來理所當然。幾位創辦人都知道書店盈利不

會豐厚，然而牟利卻也不是他們創業的惟一目的，

支撐各人走到今天，靠的不過是想「連結人」的一點

初心。

Kris 表示，開店至今，幾位創辦人在經營方向

仍時有掙扎——到底是跟隨其他書店的步伐去改

變，還是只做自己擅長的事？「我們想推廣傳媒學，

所以主力銷售這類別的書，也舉辦與傳媒行業相關

的講座。不過，我們也明白書店面向普羅大眾，要

經營下去，品味不能太『狹窄』，於是我們嘗試發展

不同的文化活動，如舉辦電影放映會，希望做到第

一步——先吸引讀者走進，認識我們，然後留下

來。」不斷嘗試，也許就是破除迷惘的出路。

Kris 留意到，留下的讀者以中年人為主，年輕

人較愛看文學書籍，對社會議題、新聞學書籍的興

趣較小。他一直想引入更多文學書籍，吸引年輕讀

者，但他和幾位創辦人都不是「熟書」之人，選書並

不容易：「對我們來說，選擇與社會議題相關的書自

然是在行的，加上這類書較容易從主題或寫作角度

判斷是否值得閱讀。文學書則難以單憑書名或主題

判斷是否值得入手，不能『夾硬來』。我喜歡日本文

學，不熟識本地文學，所以書店較少推介本地文學

作品。」可喜的是，自從 Chole 加入後，文學類書

籍已漸漸增加。

值得便「盡做」

近年開業的獨立書店雖然各有定位，但賣書之

餘，似乎都離不開兼辦藝文活動，或座談，或散步

活動，或興趣班等。談到這是否小書店的生存之

道，Kris 拒絕設限：「如何經營只是一種選擇，就

像田園書屋、序言書室跟我們是截然不同的經營模

式，它們只賣書，不辦活動也很成功。怎樣的人便

做怎樣的事，我們沒想太多，值得做的就『盡做』。」

「盡做」背後，其實是重重困難與限制。Kris 說

近年社會出現「新聞迴避」的現象，大眾傾向把注意

力放到個人生活上，不太關心社會時事，連帶相關

的文藝活動也受到影響。在文化氛圍急劇變化的時

代，獨立書店面對着艱難的時刻，Kris 卻一臉淡然

堅定地說：「我估計這現象在短時間內未必可以恢

復，不過目前遇到的困難是在預期之中的，我們只

能順勢而行，用自己的方法『盡做』。」

所謂自己的方法，除了積極舉辦文化活

動，Kris 還在2023年年中創辦網上刊物《留

白》。Kris 形容《留白》是一個實驗性的嘗試，

希望藉着深入探討一些值得關注的社會議題，

讓公眾學習並思考如何看待一些社會正在發生

的事。縱然人手和資金短缺，目前《留白》亦只

是有限度運作，但 Kris 仍希望它能好好耕耘下

去。「不論是開書店還是創辦《留白》，我們最

想做的，從來都是推動傳媒素養教育。」

Kris 喜愛日本文學，從書架這一隅便可知道他的閱讀品味。

推廣媒體學以外，留下書舍還舉辦各類活動，希望留下
來的人好好認識自己的地方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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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不留下？

在可見和可預見的困難下，留下書舍有想過「離

開」嗎？「當然有！」迅速回答後，Kris 便發出一聲

「啊」，然後告訴我們：「我們的書店剛剛續租了。」

「存在即合理，書店能留下來，自然有它的價

值。如果讀者認為我們做得不太差，仍然支持這個

空間，我們便繼續留下。倘若環境不容許，書店也

不會苟延殘喘。當然，目前條件仍許可，我們仍有

事想做，我希望它繼續存在。」走在荊棘之途上，勇

氣不可缺，坦然堅定的心志更不可少。「我比兩年前

看開了，如果書店要結束，我也不覺得可惜，因為

我們想做的已經做過了。」燃燒兩年後，Kris 的初心

顯然不是一團虛火，這股熱誠即使不足以燎原，卻

是絕對沉實，亦足夠自在。

最後，Kris 寄語年輕人，除了着眼當下的生

活，也應了解過去——這就是新聞紀錄的存在價

值。「例如林維喜案是香港歷史大事，但在課本裏

只被輕輕提及。想知道一個地方為何演變成今天的

模樣，我們可從不同途徑了解它的過去。（年輕人）

趁有青春、有空閒，不妨從縱度（時間）和橫度（空

間）去關注同一時空、不同地方發生的事。除了能

開拓眼界，也會發現世界很大，有些個人小事其實

不必執着——這一切都可在書店找到，我們有歷史

紀錄、新聞紀錄（舊報紙），歡迎大家到這裏看看歷

史，了解社會變化。年輕人的體能這麼好，走四層

樓梯不算太辛苦吧？」Kris 一邊笑，一邊帶出留下書

舍堅持留下，以及應該留下的原因。

書店努力經營，只為給繁忙的都市人多一些喘息的

空間，閱讀的空間，思考的空間。租金升、成本加、市

道差，每一樣對書店來說都是挑戰和壓力，一息尚存，

他們仍在，我們也沒有不閱讀的理由。

留下書舍 

太子西洋菜南街228 號唐四樓

Kris 推薦給中學生的書：

左： 蘇鑰機、陳惜姿、翁愛明主編《獨家新
聞解碼》（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1）

右： 蘇鑰機、張宏艷、李玉茹主編《一人又
一故事》（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

「這兩本書記錄了不同年代記者採訪過的故
事，都是以新聞工作者的視角寫下的喜怒
哀樂。若同學有志從事傳媒工作，或想了
解新聞報道的運作，值得一看。」

川端康成著《千羽鶴》，陳系美譯
（大牌出版，2023）

「想接觸日本文學，川端康成的作
品是很好的入門讀物，他擅長描
繪和塑造優美的畫面和氣氛。即
使是看翻譯本，也可充分領略當
中優秀的寫作技巧。」

Chole 推薦給中學生的書：

陳寧著《枝繁葉茂》（遠流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2023）

「陳寧的文字流暢易讀，對事物觀察
入微，內容貼近生活，不論寫人、寫
景或記事都十分細膩自然，很能引
起讀者共鳴。她的作品可讓同學明
白，要寫出動人的文章，用詞其實不
必深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