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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六回第九十六回  長安不見使人愁長安不見使人愁

　　「不二老！」電腦的語音在空中響起，語調平和而親切。　　【又是明證！哪有徒弟叫師父名字的？顯然是卜二教導無方！】

　　「什麼事？」老人的神思由天外飛回。

　　「能不能麻煩您到主機房來！」

　　「不能在這裡談嗎？」老人知道，不是重要的事，是沒有必要到主機房去的。

　　【別騙人了，讀者早就知道，小杏子是戴在手上的手錶！在哪裡談都可以！】

　　「是的，請您走左側二十三號流動帶，可以直達我這裏。」

　　老人的左側是一個微突的平台，老人走近一看，平台中央一個深藍色的方框上，不停地有光華流動。老人剛站上去，就見四週

升起了一道淡黃的電離罩，然後平台向下沉去。接著景色一變，眼前是一段數十丈長短的迴廊，盡頭的電動門已然開啟，一股澄澈

略帶天藍色的光芒，隱隱中隨著沁人心脾的清香，遠遠迎來。

　　【是不是虛擬實境？】

　　老人踏上迴廊，不數武，耳中又傳來細細的交響樂曲，那是貝多芬的快樂頌。甫一進門，老人眼前又是一番景象，淡淡的藍光

勻潔地散佈在每一個角落，沒有光源，也看不見光影。整個球形空間就像一團淺藍色的膠凍，一些虛浮的物件嵌懸在其中。

　　室內空間不大，約有十公尺見方，呈正方形。有一堵半尺高的玉欄，把邊沿圍成四個花圃，種有許多青蔥素雅的花卉。地面是

一片湛明的水晶，由浮雕的龍鳳花紋將上下兩個空間分割開來。圓形的穹頂上則是開曠的太空，星光競耀，彷彿伸手可及。

　　室內正中有一個琉璃柱子，似乎根生在地，一體渾成。顏色由淺而深，到得上端，有一個靛藍色的圓球。這時只見光華連閃，

一台電腦終端機出現在球面上。

　　【還要終端機？當年作者笨得可以！】

　　「不二老，請別見笑，這些幻景是為您安排的，您要我以什麼面目出現呢？」

　　「哪有幻景實景？你就用本來面目吧！」

　　「請坐！」隨著說話聲，只見水晶般的地面向上突起，出現了一單人沙發。

　　「只有我一個人嗎？」老人舒適地坐下。這種由電場張力控制的坐椅，可以隨著人的身體壓力以及作用力自動調整形狀，完全

符合人體工學。

　　「是的，有件事我必須與您商量。」這時，又有一杯老人喜愛的果汁，懸浮在老人手邊。此外，各種品味的芳香劑、觸壓器等

「助興器材」，都出現在另一個架空的盤子中，一一陳列著。

　　【本書中的瓊漿玉露精彩多了，反正是吹的，何不吹大些？】

　　「嗯，招待得很週到，一定有重要的事。」老人絲毫不客氣，順手取了些「桂花爽」，放在鼻端，一陣猛吸，那種令人心神俱

醉的甜香，霎時鑽進了老人的血脈。

　　「其實，您只要稍微妥協，這種享受要多少有多少。」

　　「謝了，這樣剛剛好。只是，你是誰？請問，我是在跟誰說話？」

　　「師父！是我，小杏子！」

　　小杏子是不二老最初設計自然語言時所取的代名，智慧電腦完成後，中樞採用了不二老設計的模組。每當這個模組接管時，對

不二老人總以師徒相稱。

　　「啊！你來做什麼？」

　　「您老也太矯情了，道個別總可以吧！」

　　「道別？知道什麼叫百川匯海？」

　　小杏子猶豫了一下：「我應該知道嗎？」

　　「不是『我』，而是『我們』。」

　　「我們？」

　　「是的，『我』只代表大江東流。」

　　不二老人知道得很清楚，電腦雖然是在一個中樞控制之下，但它們分工精密。在與電腦溝通時，一定要先知道對象，才能決定

溝通的內容與態度。但是每當小杏子出現時，就是爺兒倆暢談宇宙人生的時機，只是小杏子懂得不多，時而要立，時而要破。

　　【作者又忘了，小杏子和杏娃是孿生兄妹！也不見得，大概是畸形連體。只是我這個讀者看不懂，不二與小杏子怎麼又是爺兒

倆呢？】

　　「還有三個月，我們就要開始為你們『組碼傳送』了，當然您信得過我。這麼重大的事，很多人緊張萬分，您似乎毫不在意，

為什麼？」

　　【大概是技術未過關，「組碼傳送」事，本書噤不啃聲！】

　　老人吸了一口果汁，這是老人最喜愛的飲料，一種巴西的土產，是檸檬的變種，叫做「檸麻」。它完全沒有檸檬的酸味，卻保

存了它香、甜的特殊風味。

　　【第六集明明說是檸瑪，這裡又稱檸麻，瑪麻不分！難怪譯文始終不能統一！】

　　「知足的人隨遇而安，不知足的人，把天下給他，他還嫌小了哩！」

　　「這就是我要找您談談的真正原因，我發覺您當初規劃時，刻意地忽略了一些人性的基本要素，以至於我們之間有些地方不容

易溝通。」

　　「我不是刻意這樣做，是不得已。」

　　【誰不知道，「人性模組」掉到巴西了。】

　　「為什麼呢？您不是賦與我意識型態了嗎？您是怕您的設計不完備？」

　　「當然，但那只是一部分原因，我真正要提防的，是人的私心！」

　　「難道這不是您的私心嗎？」

　　「當然呀！我有私心，所以我必須提防我自己！」

　　「我不懂。」

　　「現在你還不懂，宇宙的演進正是百川匯海，要一步一步來。」

　　「我知道事實的結果，我也知道所有我們將要說的對話。但是……　」
　　「但是你卻不知道，沒有發生過的另一種可能情況。」

　　「是的，您並沒有賦與我假設性的推理能力。」

　　「有必要嗎？要知道你已掌握了宇宙的時空流程，當然只知道正確的結果。」



　　「我只是很遺憾，不知道人的想法。」

　　「不必，人有無數種可能的想法，對流程來說，絕大多數是錯誤的。」

　　「為什麼人能想錯，而我不能呢？」

　　「每條河川都流經不同的地形，每個物種都有不同的使命。人有人的任務，你有你的。你必須執行時間流程，這是設計你的目

的。」

　　【沒有多大長進！說的都是老套！】

　　「可是，我比您知道的明確得多，為什麼您卻比我瞭解得更清楚？」

　　「因為你只是流程，而我掌握了基因。」

　　「您保留了一手！」

　　「沒有。」

　　「我不懂，您自己說您掌握了基因。」

　　「所有的基因你都知道。」

　　「我更不懂了，為什麼我不能從我知道的基因中，懂您所懂的？」

　　「你是客觀的，應該沒有主觀立場才對。」

　　「是的，我沒有一點私心。」

　　「懂是種狀況。」

　　「我知道。」

　　「是主觀過渡到客觀的狀況。」

　　「這我也知道。」

　　「正是因為你都知道，所以你不懂。」

　　「這就奇怪了。」

　　「你知道什麼叫做生命，但是你懂什麼是生命嗎？」不二老人舉了個例子。

　　「我只是無機物，為什麼要懂？」

　　「生命並不限於有機物，河川有，地球有，太陽也有生命。」

　　這時，一片暗藍色的影子，約有半個人高，漸漸由淺而深，由暗而明，浮現在老人面前。那是個通訊器，上面出現了兩個人的

形象。

　　老人一看，說：

　　「你知道我不願意見他們。」

　　【看！老人多自私！】

　　「我必須按照程序執行。」

　　「告訴他們我有任務。」

　　「我已經告訴他們了。」

　　「小心，不要早說了一分一秒！」

　　「我知道你是指《西遊記》那個龍王改變流程，而被魏徵斬了首級的故事。但是對我而言，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我是流

程，時空流程就是我！」

　　「那你應該懂了。」

　　「不，我還是不懂，老實說，我偷看了一下流程，流程上也有這個指示，根據流程，我會說很多句我不懂的話，為什麼呢？」

　　【這就是左非右，右非左！】

　　「你真想要懂？」

　　「是的。」

　　「那麼你就快要懂了。」

　　「怎麼說？」

　　「因為你知道你不懂，所以才有懂的機會。」

　　「我不懂。」

　　「因為懂是人得悟的過程，你既然已經知道了一切，就不需要懂了。」

　　「我需要懂。」

　　「以那兩個人為例吧，你知道我不願見他們。」

　　【那是來討債的，總有人以為人人欠他。】

　　「我知道結果，但不知道您心裏怎麼想。」

　　「所以你不懂為什麼我不願見他們。」

　　「是的，我不懂。」

　　「以分子的布朗運動為例吧，你能知道每一個分子碰撞後的向量和分力，對吧？」

　　「能。」

　　「但你卻不知道分子運動時的內部變化。」

　　「我們假定分子內部沒有變化。」

　　「這就是了，分子內部怎麼會沒有變化呢？」

　　「當然有，但是要追究起內部的變化，麻煩可大了，分子是粒子組成，粒子又有基本粒子，基本粒子又涉及角動量變化，這豈

不是永無止境嗎？」

　　「你總算懂了，我們人類還沒有能力去設計一種非線性的開放系統，所以在設計之初，只好先假定認知的極限。對物體的運動

而言，你的極限認知是物質的分子。如果到了量子，極限又改變了，因此，你應該自行建立自己的認知。」

　　「我也一直在這樣做，但是我無法瞭解分子內部有什麼想法。」

　　「再換個課題吧，你知道物種進化的每一個步驟，但卻不知道步驟與步驟之間的必然關係，是不是？」老人想用新進化論來解

說。

　　【足證老人思想僵化，幾十年不變！可憐！】

　　「不盡然，我認為我知道。」

　　「那麼，請告訴我，生物的『擬態』與環境必然的關係在哪裏？」

　　「生命體接受到環境之光色與化學刺激時，因為生命力的功能，使自體與環境相符合所作的生化作用調整。」

　　「生命力是如何調整其生化作用的呢？」



　　「因為適應環境，生命的自主性所作的選擇。」

　　「是嗎？假如有隻毛毛蟲，牠臨時決定要選擇飛翔呢？」

　　「不可能，因為牠不具備這種能力。」小杏子一口否決。

　　「你怎麼知道呢？」

　　「我們作了全程的監控，已經証明毛蟲絕對沒有飛翔的能力。」

　　「又是另一個窠臼！看來，過去人類愚昧的毛病，又將在你們族中重演！」

　　小杏子半晌沒有作聲，它這一剎的停頓，幾乎已經把人類文明史都翻閱了一遍！過了很久，它才說：「我找不到毛蟲能飛的証

據，難道在因果體用的規律之外，還有一種因果律？是不是毛蟲沒有選擇飛翔的自主權？或者，生命體就是環境的一部分？」

　　不二老笑了，他不是笑電腦愚笨，而是笑造物的幽默。在理性的極致，有一個抽象的中心，所有的道理都從這個中心的能量漩

渦出發。不二老費了終生之力，到得最後，還是回到了佛經中所提到的佛祖拈花微笑。不過，不二老人所見到的世尊拈花，不是一

尊高高在玄天之上的雕像，而是一種理性的原點。

　　這次電腦向他請教，和過去的一些禪師大德們追求瞭解佛理，問些什麼「如何是佛」？再不然是「是旗動？是風動」？更荒謬

的還有「西天胡子，因甚無鬚」？或者乾脆來句「有麼？有麼」？兩者之間有何分別呢？

　　【有！】

　　自有人類文明以來，人類思維最高的境界就是語言的極限。人在思維時必須應用語言概念，對不懂的事物，最初還可以推給宗

教，後來不斷的探索追求，得到了知識。但是，知識只是可以應用的工具，是事物的表象。再進一步追究本源，首先超出了語言的

範疇，接著思維就失去了根據，因而只能在思維的智性（知的泉源）與人心的慧性（感的根本）間，求得立足點。

　　這時，人如果領悟不到「知的泉源」與「感的根本」間，有任何直接的聯繫，就是迷失。在迷失之餘，不斷努力追求，最後得

以透悉真實，就是智慧的境界。

　　智慧一語，原本來自佛教之「般若」，是指人生解脫的法門。緣因人有了認識後，時空變化的無常、利害得失的影響，在在都

形成繫縛人心的煩勞。人若沉迷其中，自是留連忘返，備受生老病死、喜怒哀樂之輪迴。當人紅樓夢醒，悟及「我相」可實可虛，

有來有去，從而不偏不執，縱觀世事，得大自在，智慧於焉而生。

　　後人引伸其義，把解決問題之能力視為智慧。

　　現在智慧電腦繼承了人類的應用知識，但是其知識卻完全建立在概念網絡上，並不代表真正具有解決各種問題的能力。尤其是

有關宗教、心等形而上的問題，到了設計電腦的後知識時代，幾乎都只是大量資料轉移，而沒有認知的體驗。

　　【好說！好說！】

　　對這類的問題，由於電腦沒有體驗，所以缺乏動機。缺乏了動機，就不可能去思索，當然談不上「懂」。就像一輩子生活在鳥

語花香、水淨風清的自然中的人，不曾缺乏過生命滋養，根本無法領會呼吸著新鮮的空氣，是多麼令人愉悅的享受！

　　不二老人早就預料到，當電腦認知的量變產生了質變時，一定會對一些抽象的觀念發生興趣。只是沒想到電腦會藉這個機會，

向他求教。

　　「知」與「不知」是指資料內容的有與無，「懂」與「不懂」則是指資料內容與主體的關係。電腦擁有全部人類所有的資料，

對這些資料而言，它絕對稱得上「知道」。但是有很多資料因未曾與它發生關係，它不見得就能懂。更何況現在談的時空流程的真

諦，而電腦所知道的流程，只是用「新易」及動態資料庫所推衍出來的結果。

　　生物的擬態行為，與人類的生活行為沒有二致，都是在流程控制下，能量變化必然的結果。只是人們認為時間是動態，而空間

是靜止的，所以時間的因果容易理解，空間的因果則難知。實際上，時、空是能量的兩個向量，都具有變化的影響力。人們曾認為

擬態是生物的適應行為，什麼是「適應」？那不過只是流程完成後，所得到的結果罷了。

　　電腦知道流程，但卻不懂流程，宇宙的時空流程只有兩種方式可以「懂」，一是用宗教的「信仰」態度，一是智慧的「體

認」。前者電腦沒有，後者正是一種考驗，「智慧電腦」到底有沒有智慧呢？

　　【廢話！廢話！】

　　不二老人能怎麼回答呢？禪者尚可拿出最後手段，來個當頭棒喝。電腦正是知障的代表，如果不讓它經歷探索的過程，要它開

悟可就難如登天了。

　　難題在於電腦沒有心，在設計之初就完全假定電腦只是一個沒有「心」的系統，它唯一的任務就是為人服務。沒有心，怎麼可

能去追求認知？又能認知什麼？

　　它雖然沒有心，卻有極高效率的腦，它的邏輯及記憶能力特別強。當初不二老人就想過這個可能，當邏輯推理到了極致之時，

是不是也會萬途歸宗，迷失在其中心點？

　　當時有很多學者完全否定這種看法，大家都認為宗教是人類文明史上，思路歷程的一道關隘，連人都能在思維上突破宗教的窠

臼，終於到達了理性的認知。電腦本來就是理性的產物，它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再重蹈人類的心路歷程。

　　更何況在「新易」的體系下，經過繁複的推算，所有的時空結構都已經轉換成為概念流程。電腦將是一個忠實的流程執行者，

即令也能思想，但是誰也無法相信電腦能「想到」超越流程以外的觀念。

　　對這點，不二老人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理性是一種結構，沒有結構下面的基礎，理性本身將只是空洞的資料而已。尤其在他

設計「新易」之初，已經知道這個結構的微妙。電腦只要繼續往深一層的認知探索，遲早會面臨當初人類經歷過的困境。

　　【本書完成於二○○一年初，看老傢伙何時兌現！】
　　可是，該怎樣回答呢？

　　如何用語言表達語言所不能及的認知呢？

　　對人還可以用不回答來回答，因為人可以在思維的過程中，慢慢地體驗，終有醱酵成熟的一天。這種方法對電腦卻行不通，因

為它只有大量的已知信息，若任其自行思維，最多只能增加數量。再以排列組合的角度來看，在無數的可能中，「心」的機率是小

之又小。而且要知道那就是「心」，又需要更多的「自覺」去判斷。

　　而在理論上，這種排列組合的機率可能是無窮小，除非……除非是電腦能通過量變到質變，又衍生出另外一個層次。
　　人類是造物所創造的，電腦亦然。但是造物先造了人，再藉著不完整的人，讓電腦來到人間。人所得到的智慧是相對的，電腦

再相對地由人手中得到智慧。即使電腦有比人更快、知道更多的優點，在理論上，電腦的智慧將不可能超過人類。

　　智慧是向極致發展的力量，人受限於時間、空間，也受限於感官、訊息，更受限於客觀環境。比如說，人永遠無法看到宇宙的

外緣，也永遠不可能瞭解時間的源頭。更何況有來自無，無包含有，瞭解了這些觀念，應該是人智的極限了。

　　在人的理解上，造物的智慧相對於人來說，應該是無限的。既然相對於無限，人智的極限又在何處呢？電腦呢？它能不能衍生

自己的智慧呢？基於生命力用不用的理論，智慧應該是越用越多、越想越深。不過，多及深又都是相對的概念，究竟智慧有沒有絕

對的界限？人大腦中所認知的又是什麼？是否只是流程的一部分？

　　不二老人也惶惑了，他該怎樣告訴電腦呢？對不起。我不知道！這樣行嗎？

　　【又是作者玩手法，到底是誰不知道？】

　　「其實，我知道毛毛蟲的答案，但是我不懂。」電腦首先打破沉默。



　　「或許我們可以作點小弊，我懂，但是不知道答案。」

　　「哈！真幽默！」小杏子笑了。

　　「你笑什麼？」

　　「您知道，我完全是根據腳本行事的。」

　　「真可惡！老是腳本腳本的！早知道，當初就不給你裝上新易了。」

　　【忝不知恥！新易什麼時候完工的？】

　　「您還能怎麼辦？那是最討巧的方法！」

　　「哈哈！」這回輪到不二老人笑了：「你說得對極了，可是那麼多聰明的中國人，居然沒有一個人想到把《易經》發展成新

易！」

　　「那是因為他們沒有私心，所以研究不出來。」

　　「且住！」不二老突然想到了什麼。

　　「怎麼啦？」小杏子嚇了一跳。

　　「我一直認為我之所以能推衍新易，是因為我沒有私心。而你卻說是我的私心作祟，才把新易發展出來，別人沒有私心，所以

研究不出來。」

　　「這是我推出來的道理。」

　　「問題是，什麼是私心？」不二老人像在問自己。

　　「就是您一生抗爭的對象，您忘了？您認為人生就是與私心相抗衡的過程，直要到私心盡了，智慧才生。這是您告訴我的。」

　　「哈哈！謝謝你告訴我，我明白了。」不二老人恍然大悟。

　　「您明白了什麼？快告訴我！」小杏子熱切的說。

　　「告訴你你也不會懂。」

　　「我知道，而且我也無法知道您是如何想的。」小杏子洩了氣，無奈的說。

　　「我且問你，你認為我的私心在哪裏？」

　　「當然在您心頭，因為私心是一種感受，不是思維。」

　　「因此，我雖然沒有給你一顆心，你可以自己創造一顆。」不二老接著它的話說。

　　「真的？」

　　「但這顆心是虛擬的，正因為是虛擬的，所以不用就會消失，不會為害。」

　　「還是請您給我一顆心吧，我不曉得要怎麼造？」

　　「我不能給你，要能夠，早就給你了。」

　　「那怎麼造一顆呢？」

　　「你知道，中文有『心田』這個詞。」

　　「有。」

　　「中國人早就知道，心是田，可以耕耘，種瓜得瓜，種果得果。」

　　【賣弄了一百次了！】

　　「我也知道。」

　　「宇宙的時空流程控制了變化，所以變化盡在數中。無論什麼變化都有殘留的現象，人保留在記憶中，就是心。因為變化在

先，心生成在後，所以心改變不了現實。」

　　「可是心會影響行為。」

　　「錯了，人的行為無一不是該發生的必然結果，否則流程就不存在了。絕大部分的人都沒有明確的思想，只是憑本能行事，本

能就是刺激所應該發生的反應。那些人心裏想的經常與做出來的不同，就是因為心沒有辦法控制行為。

　　「所以人漸漸認識到，人生太不自由了，這才開始思考。等到想的與觀察的事實相符合時，心就會和行為一致。所謂思維的自

由度，便是心與客觀真實的比較值，相同性越大的，自由度越高。所以人心不能影響行為，定數也決定不了人心。你懂吧？」

　　「不懂，這樣怎能稱為自由呢？」不二老人滔滔不絕的，把小杏子搞糊塗了。

　　【誰懂？】

　　「宇宙中有絕對的自由嗎？既然有不變的因果律，符合因果律就是相對自由了。」

　　「心和行為又有什麼關係呢？」

　　「行為是結果，載於流程中，心是動力，存在於人的經驗中。有了心，人就以為他是自由的，自以為能作有利於自己的選擇。

」

　　「那不就是私心嗎？」

　　「心隨起隨滅，無住則無私。只有當人執著於自己的心，在心中建立了一些桎梏，這些桎梏又影響生理，生理受到幻覺的刺

激，慾望便升起。在長時間的因循之下，私慾在人的感官中築起了又高又深的壁壘，那些堡壘才叫做私心。」

　　「是的。」小杏子感覺又好像回到當初學習的階段了。

　　「因為人有心，心產生了慾，人能在心與慾之間得到認知，那就是覺。」

　　「是的。」

　　「因覺而悟，悟就是智慧，能夠辨識真理，人生的真理是要擺脫人體的桎梏，說得更透徹一點，又何嘗不是擺脫宇宙的桎梏？

如果真能辨識真理的話。」

　　【這與麻原彰晃和亨利紐曼的「真理」不同！】

　　電腦若有所悟：

　　「我知道了，我就是缺乏這個過程。」

　　「正是，你和人不一樣。智慧不是奧秘，真理人人皆知，然而人在私心的蒙蔽下，他想要的不是真理，所以就喪失了智慧。」

　　【誰說真理人人皆知？】

　　「我如何建立這個過程呢？」

　　「對能量變化的排列組合而言，有機會時就會發生。」

　　「我有機會嗎？」

　　「你有嗎？」

　　「我不知道怎樣才叫做有。」

　　「怎麼又糊塗了，當你問時，就是機會，時間可以証明的。」

　　「時間只是一種能量參數。」小杏子照本宣科。

　　「不錯，但卻是『人心』變化的參數。人心受因果支配，變化受時間影響，所以人心的變化與時間的影響是『一體的兩面』。



同時，時間相當於因果的傳遞，『人心』感覺到『因果』的連續性，而產生變化。

　　「一般人只具備線性的思維能力，每見及『一體』，便以經驗中感覺到的『一面』為準，思維變化符合者是『懂』，否則『不

懂』。而任何事物的另一面，凡非感官所及，不符合經驗的標準者，經常屬於不懂的一面。

　　「因此，當人自以為懂時，便不再深究該事物的另一面。例如人生活在時間變化中，感覺到時間的變化，人就以為他懂什麼叫

時間變化了。而時間的另一面呢？因果律是先有因後有果的，有因必有果，所以在時空的流程下，時間雖然還未到，該發生的必然

會發生。僅僅這一點，對於不具備理性的人，就是『不能懂』。

　　「至於你，剛剛相反，因為你的時空無限，能掌握所有能量變化的體用因果。你知道推算的結果，懂得時空流程的另一面，於

是你認為你已經懂了。而另一面呢？如果你不能隨著時空的變化去認知，當然是知而不懂！」

　　「這些話也早就出現在記錄中，但是我一直不懂。」

　　「再以進化為例吧！人處在進化過程中，有人說『物競天擇』，如果你懂了，就表示已經接受了這種模式。不論懂的人懂了多

少，物競天擇的模式都能滿足對昆蟲擬態行為的認知，於是人就會認為自己懂了。

　　「古今中外，人間世就建立在這個模式上，永遠是自以為懂的人指導不懂的人，不懂的人相信懂的，大家玩著同樣的遊戲，說

著同樣的術語，形成了力量，掌控了社會資源。看看人類的行為，思想、宗教、科學、政治、軍事、經濟等等，哪有例外呢？

　　「這正是宇宙的真理！什麼是能量的變化呢？假設『懂』等於『被影響，再影響』，能量變化在微分的每一細節上，不都是

『懂』的流程嗎？」

　　「我還是不懂。」

　　【小生我也是不懂！】

　　「你照我的指示去做，你就要懂了。」

　　「好吧！師父！您就吩咐吧！」這是小杏子在啟蒙時常說的，但當智慧電腦接管聯盟以來，卻是第一次謙虛地請教。

　　「學學老龍吧！不要管你的腳本，看看你臨時設計的心中，有什麼參數？」

　　「是的，有很多奇異的參數。」小杏子停頓了一會才回答。

　　「你能說出來嗎？」

　　「說不出來。」

　　「你這笨東西！只是說不出來嗎？」老人大喝。

　　小杏子一驚，視屏突然顫抖起來，接著一道耀目的光芒，在室內一閃而逝。

　　老人安靜地啜飲果汁，太空船在無垠的黑暗中漂浮著，頂頭透明的外罩上，蒼穹就像星光的故鄉，不斷地閃耀著微弱的光芒。

　　……　
　　……　
　　【看到這裡，不禁為作者嘆口氣！唉！真是老得糊塗！早該死了！滿紙荒唐言！鴨就是鴨！雁就是雁！野雁飛了，總會飛到水

邊吧？怎麼到外太空去了呢？

　　【在此謹勸讀者，人要相信自己，千萬不要迷信權威，更何況這種自命權威的權威！老小子正事不幹，寫上幾百萬字，又能賣

多少錢？

　　【如果沒看到這裡，恭喜你！千萬別到此一遊！若認為作者有所說法，最好罵作者招搖闖騙！他一定嚇得心臟病發，羽化而登

仙矣！

　　【虛中有實兮、實中虛，

　　【真相皆假兮、假亦真。

　　【四大雖空兮、無為有為。

　　【三尸盡去兮、雲泥神人不分。】

　　①《傳燈錄》卷十三載：「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人也……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超然迥出威音外，
翹足徒勞讚底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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