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
家
齊
來
清
潔
沙
灘
。 

■
陣
容
鼎
盛
的
清
潔
大
使
！ 

【
本
報
訊
】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中
午
十
二
點
半
，

眾
小
記
者
懷
著
好
奇
且

緊
張
的
心
情
前
往
校
長

室
訪
問
我
們
的
新
校
長 -

-
- 

鄧
敏
宜
校
長
。 

 
 
 
 

從
訪
問
中
得
知
，
鄧
校
長
很
喜
歡
「
北
官
」
的
老

師
們
和
同
學
們
，
她
覺
得
老
師
們
充
滿
熱
誠
，
很
進
取
、

工
作
很
努
力
，
很
愛
護
學
生
；
而
學
生
們
讀
書
認
真
、

自
信
心
強
且
富
有
創
意
。
她
舉
例
已
畢
業
的
賴
淦
梆
同

學
憑
著
自
己
發
明
的
萬
能
扶
手
杖
獲
得
青
少
年
創
新
科

技
大
賽
的
一
等
獎
，
而
我
校
更
囊
括
近
半
數
的
獎
項
，

共
有
二
十
三
份
作
品
脫
穎
而
出
，
證
明
了
我
校
的
學
生
是
充
滿
創
意
的
。 

 
 
 
 

原
來
，
鄧
校
長
於
一
九
八
三
年
入
職
軒
尼
詩
官
立
下
午
小
學
，
追
隨
何
國
鏇
校
長
至
今
，

風
雨
同
路
二
十
載
，
對
於
何
校
長
的
辦
學
理
念
了
解
至
深
，
亦
甚
受
薰
陶
。
而
且
鄧
校
長
幾
年

前
曾
經
在
我
校
做
副
校
長
，
認
識
、
了
解
不
少
老
師
和
同
學
，
也
熟
悉
學
校
環
境
，
對
延
續
我

校
推
行
的
「
一
生
一
體
藝
」
政
策
和
「
小
班
教
學
」
起
著
積
極
的
、
重
大
的
拓
展
作
用
。
她
表

示
「
一
生
一
體
藝
」
這
個
政
策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因
為
學
生
必
須
得
到
全
能
的
發
展
，
將
來
投

身
社
會
才
能
作
出
更
大
的
貢
獻
。 

很
多
人
覺
得
做
校
長
是
一
個
很
重
的
擔
子
，
我
們
問
鄧
校
長
做
校
長
難
嗎
？
她
立
即
表

示
，
凡
事
一
開
始
不
應
覺
得
是
難
事
，
這
樣
做
起
事
來
就
容
易
得
多
了
。
鄧
校
長
覺
得
我
們
的

校
園
地
方
太
小
，
場
地
不
夠
用
。
她
表
示
正
準
備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
務
求
令
學
生
在
最
好
的
環

境
中
上
課
。 

 
 
 告

知
大
家
，
原
來
鄧
校
長
小
時
候
讀
書
很
認
真
，
品
學
兼
優
，
拿
到
不
少
獎
座
呢
！
她
還
與

我
們
分
享
讀
書
的
心
得
。
她
自
己
認
為
只
要
留
心
上
課
，
回
家
溫
習
，
讀
書
就
沒
有
問
題
了
。

她
還
記
得
她
唸
書
上
課
時
有
位
實
習
老
師
教
她
，
當
時
那
課
是
關
於
「
中
秋
節
」
的
，
那
實
習

老
師
做
了
很
多
細
緻
的

教
具
，
於
課
堂
後
送
給

表
現
好
的
學
生
。
最

後
，
鄧
校
長
是
拿
到
很

多
教
具
的
其
中
一
位
。

另
外
，
鄧
校
長
小
時
候

最
愛
音
樂
科
，
認
為
可

以
鬆
弛
神
經
，
陶
冶
性

情
。
她
還
笑
言
自
己
小

時
候
很
想
做
播
音
員
，

但
長
大
後
因
特
別
喜
歡

小
朋
友
及
立
志
培
養
下

一
代
的
緣
故
，
所
以
投

身
教
育
事
業
。 

相
信
北
官
在
鄧

校
長
不
斷
積
極
裝
備

下
，
必
能
承
先
啟
後
，

使
「
北
官
」
更
上
一
層

樓
。 

報
道
：
邱
凱
雯(

六
甲)

、
區
浩
馳(

六
甲)

、
吳
芷
翹(

六
甲) 

【
本
報
訊
】
多
年
來
，
我
校
一
直
支
持

清
潔
沙
灘
活
動
，
更
藉
活
動
為
「
育
苗

計
劃
」
籌
款
。
今
年
我
校
一
如
以
往
，

響
應
「
世
界
清
潔
日
」
的
呼
籲
，
與
家
長
教
師
會
合

辦
「
親
子
清
潔
沙
灘
日
」
活
動
，
反
應
非
常
熱
烈
，

參
加
人
數
超
過
二
百
五
十
人
。 

 
 
 九

月
十
二
日(

中
秋
節
翌
日)

大
清
早
，
參
加
的
家

長
、
學
生
陸
續
回
校
，
在
李
明
佳
主
任
、
梁
玉
卿
老

師
、
黃
藝
婷
老
師
、
林
長
茂
老
師
、
周
淬
芝
老
師
及

胡
穎
兒
老
師
的
率
領
下
，
從
北
角
官
立
上
午
小
學
的

停
車
場
出
發
，
乘
專
車
到
石
澳
沙
灘
清
理
垃
圾
。
當

大
家
到
達
石
澳
沙
灘
時
，
無
不
感
到
驚
訝
，
因
為
沙

灘
比
去
年
清
潔
得
多

了
！
相
信
是
因
為
政
府

推
行
「
清
潔
香
港
」
的

公
德
心
教
育
和
「
沙
士
」

爆
發
後
，
市
民
的
環
保

意
識
提
高
而
出
現
的
奇

景
。
接
著
，
我
校
的
家

長
及
學
生
便
開
始
拾
垃

圾
。
雖
然
那
天
烈
日
當

空
，
但
老
師
、
同
學
和

家
長
皆
不
怕
辛
苦
，
大

家
同
心
協
力
，
使
海
灘

轉
瞬
間
回
復
美
麗
清
潔

的
面
貌
！
最
後
，
老

師
、
家
長
義
工
、
同
學

更
在
「
戰
利
品
」
前
一

起
拍
大
合
照
。  

 
 
 這

次
活
動
，
一
方
面

可
以
培
養
同
學
們
的
公

德
心
，
提
高
他
們
的
環

保
意
識
。
另
一
方
面
，

又
可
為
「
育
苗
計
劃
」

籌
集
善
款
，
幫
助
廣
東

省
偏
遠
地
區
的
學
童
上 

 
 
 

學
，
可
謂
意
義
重 

大
！ 

報
道
：
邱
凱
雯 (

六

甲) 
 

■
鄧
校
長
親
切
地
與
小
記
們

聊
天
。 



` 

楓橋夜泊 張 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注釋] 
1. 楓橋：橋名，在今蘇州城外。 
2. 夜泊：夜間把船停靠在岸邊。 
3. 江楓：江邊的楓樹。 
4. 漁火：漁船上的燈火。 
5. 愁眠：船上的旅人懷著旅愁，難以入睡。 
6. 姑蘇：即蘇州。 
7. 寒山寺：在楓橋西一裏，因唐初一個叫寒山的詩僧在這

裏住過而得名。 
 [簡析] 
秋天的夜晚，一艘遠道而來的客船停泊在蘇州城外的楓

橋邊。明日已經落下，幾聲烏鴉的啼叫，滿天的寒霜，江邊
的楓樹，點點的漁火，這清冷的水鄉秋夜，陪伴著舟中的遊
子，讓他感到是多��淒涼。此詩只用兩句話，就寫出了詩人
所見、所聞、所感，並繪出了一幅淒清的秋夜羈旅圖。但此
詩更具神韻的卻是後兩句，那寒山寺的夜半鐘聲，不但襯托
出夜的寧靜，更在重重地撞擊著詩人那顆孤寂的心靈，讓人
感到時空的永恒和寂寞，?生出有關人生和歷史的無邊遐
想。這種動靜結合的意境創造，最?典型地傳達了中國詩歌
藝術的韻味。 
[作者簡介] 

張繼，（生卒年不祥）字懿孫，襄州（今湖北襄陽）人。
中唐時候的詩人。他的詩多登臨記行，不假雕琢。《楓橋夜
泊》是廣為流傳的名作。 

    病毒可以說是生物，又可以看作為非生
物。它們在寄主細胞以外的地方，是以非生
物形態存在的。它們只是一些化學物質，主
要由蛋白質及核酸組成。在細胞以外，它們
沒有營養作用，無須食物來維持生存，它們
也不用呼吸，沒有生長，沒有活動，沒有感
覺等等。它們沒有那些生命特徵。出奇的是，
當它們一旦接觸到寄主細胞，便會活起來。
它們甚至產生酵素，打破寄主細胞的細胞壁
及細胞膜，將核酸注射進入細胞中，繼而進
行繁殖，顯現生命的現象。 
其實，病毒可分為動物或植物病毒，以

及細菌病毒。前兩者的結構十分普通，它們
有一個蛋白質外殼，裡面存有核糖核酸。另
外，細茵病毒，顧名思義，是以寄生在細菌
細胞中而進行繁殖的。它們同樣有一個蛋白
殼，這個蛋白殼呈多面六角形雙堆體，內裡
存有去氧核糖核酸。  
當核酸進入寄主細胞內，它便會指揮寄

主細胞去製造病毒自己本身的核酸及蛋白
質，用去寄主細胞的營養。及其後，病毒破
膜而出，寄主細胞死亡。所以，病毒可說是
一種引起疾病的寄生生物。原來傷風及愛滋
病都是由病毒所引起的。 

知多少少── 
病毒是什麼？ 

六
甲 

趙
浚
宏 

吟詩作對 

四
季 春
回
大
地
百
花
開
， 

夏
日
炎
炎
驕
陽
掛
。 

秋
高
氣
爽
清
風
送
， 

冬
至
嚴
寒
降
雪
霜
。 

六
甲 

黃
俊
揚 

白鷺歸居 
蔚
藍
天
空
白
鷺
飛
， 

白
鷺
雙
飛
似
飛
機
。 

青
山
綠
水
白
鷺
居
， 

溫
暖
巢
窩
白
鷺
歸
。 

六
甲 

郭
庫
匡 

暮
思 夕

陽
薄
霧
美
如
詩
， 

漁
村
風
光
寄
情
思
。 

景
影
相
映
碧
湖
中
， 

霧
散
人
醒
有
新
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