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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筆記 

因老夏工作的因素，我帶著小夏來到上海居住。在這兒快

一個月了，本來擔心不適應上海生活的小夏，居然相當適應了。

因為，上海的客廳比台北家的客廳大，他可以盡情的玩火車；

上海的幼兒園比台北的幼兒園好玩，因為天天都在玩，媽媽也

會四點就接他回家，台北都是六點半；上海的地鐵比台北的捷

運好看，因為這兒的地鐵有三條線，每條線都長的不一樣；在

上海，每天都吃媽媽做的晚飯。這就是孩子的天真！  

而我呢？雖然辭去一份薪水優渥的工作，卻對異鄉的主婦

生活甘之如飴，有更多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寫下一些上海的

見聞心得，為小夏也為這個家留下更多的記錄及回憶。  

抵滬的第一個週六  

臺錦屏 

一家三口在抵滬的第一個週六，決定四處走走，重溫五年前曾經走

過的淮海中路。 

走出地鐵，眼前的一切令我心情久久無法平復，怎麼會變化的這麼

快，這麼不一樣，要不是路上猛按喇叭的公車及四周黃皮膚的行人將我拉

回現實，我還真以為我到了歐洲。當下只有一個感覺---回歸組國，真好。 

臨近午餐時間，我們選了一家平民飯館，也就是沾著剛沖過水跡的

塑膠筷插在桌上桶子中、每個人擠著買飯票然後領一兩生煎包或大排麵

的小飯館，我與小夏在還留有前人吃完的碗筷桌上等著老夏端午餐時，

我見到一位服務員正清理另一個桌面，為了讓我們的桌面也儘快被清理

乾淨，於是我喊著：「小姐，麻煩一下清理這桌」。只見這小小飯館中其

它五、六桌客人，全都停下動作，往我這邊瞧。你說怎啦，在上海，不

叫小姐的，請叫服務員⋯⋯。 

過街真的是一門高深學問，以前聽人說，在大陸行人跟車子互相爭

道，紅綠燈形同虛設，其實是以偏概全了。在一些主要幹道上，除非想

要自殺，否則行人都會走地下道或天橋，因為路太寬了。但一般小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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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得靠本事了。我的住處外是一般道路，常聽到公車拼了命的按喇叭，

只為了提醒過馬路的行人，但公車並不會因此減速，幾次看到驚險畫面，

讓我每次過街都是跟著當地人屁股後面走，否則五分鐘還過不了街。 

 

春天裡的冬天---水里鄉上安村踏青 

期刊組   施麗珠 

2005 年過完農曆年後，近半個月的時光都在陰雨綿綿的氣候中度過，

似乎「濕」與「冷」是今年春天裡的回憶。幾天前，看見一位家庭主婦

用大塑膠袋將門前所種的樹包起來，天冷的程度似乎連樹木也得穿上雨

衣避寒才行。3 月 3 日早上同學的一通電話，邀我週末去南投水里走走，

很高興有機會走向鄉間，去看看山川與大地的面貌，體會大自然的生態。 

從台中開 2 個小時的路程即可抵達水里，我們一行人要去的目的地

是上安村， 它曾是桃芝颱風受創最嚴重的災區之一。民宿的主人陳老

闆熱忱的歡迎我們的到來，並為大家解說當地盛產的農產品，如梅、葡

萄、水蜜桃、柿、茶等的特色。以陳老闆豐富的人生經驗，跟我們一群

人作理念與知性的交流，其中有兩個觀點讓我印象深刻：一是分享「賞

梅」的心得，陳老闆認為賞梅可分三階段：第一階段，從每年的 12 月

25 日到隔年的 1 月 25 日，可以欣賞梅樹枝幹之美。第二階段，可以欣

賞梅花盛開時的景象。第三階段，則是踏著梅花瓣去採梅，有一首歌「踏

雪尋梅」就是描述此時尋梅的心境。 

另外一個觀點：陳老闆提到他務農二十多年了，早就不用化學農藥，

但是要真正的生產出「有機產品」實在非常的困難，因為除了不用化學

肥料以外，要注意的還有灌溉所用的水源是否無汙染？以及空氣的品質

是否良好等問題？目前大家所稱的「有機的農產品」，實際上應該稱為「安

全的農產品」，我個人十分認同陳老闆提到的這種想法，用於人的身上亦

然，人要有健康的身體，除了要吃健康的食物外，新鮮的空氣與無污染

的水源，也是人生存的必需品。 

陳老闆也詳細的解說當地周邊的文化特色，以鵲橋為中心，附近可

以踏青的地方很多，有梅園、茶園、葡萄園、酒莊、香菇生態區、梅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