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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源森 蘇麗莎

世界宗教大觀 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世界宗教數以百計，主

要信仰者眾多的有三種，分
別是基督教、佛教與伊斯蘭
教（回教），另外還有印度
教、道教、儒家信仰、神道
教、猶太教、錫克教等等不
同主要宗教，當然了，也包

括大量的無神論者。
窮人求富貴，富人保平安；凡人總喜

歡求神問佛，來幫助自己安渡難關，有些人
更是平時不燒香，臨急才抱佛腳，遇到困難
時才求神問佛。

基督教主要分為三派，即天主教、新
教與東正教，其中天主教與基督新教又鬧
得不可開交，使愛爾蘭因此而分裂成南北兩
方，南方信天主教的獨立，而北方信基督新
教的，則和英國組成聯合王國。

天主教奉羅馬教宗為領袖，所以梵蒂
岡國家雖小，但影響力很大。新教以英國聖
公會為主，後來更流傳至北美；東正教則盛
行於俄羅斯與東歐地區。

佛教主要分為漢傳大乘佛教，也就是
中、日、韓、越等東亞國家所信奉的；南傳
小乘佛教，流行於東南亞泰、緬、柬、老與
斯里蘭卡等國，以及流傳於西藏、蒙古、不
丹、錫金等地的藏傳密宗。佛教比較平和，
並沒有因不同教派而爆發衝突。

伊斯蘭教則是什葉派與遜尼派雙頭並
進，勢如水火；分別以沙地阿拉伯與伊朗為
首的勢力所把持，形成了兩股敵對力量，大
家互不相讓，兩國到最近才呈現和解。

雖說宗教是導人向善，但是有些教派
卻是喊打喊殺的，對異教徒充滿了敵意，更
不允許與他們通婚。

中國人的信仰眾多，主要有釋、道、
儒三家，其中的儒家其實不是宗教，是一種
哲學信仰，奉孔孟為至尊。中國民間是多神
論、拜祖先，一些英雄人物死後，都受到人
們的膜拜，古時候民智未開，對各種神祗都
亂加崇拜，可謂滿天神佛。

當然不能不提無神論者，其中共產黨
便是表表者；毛澤東要與天鬥、與天公試比
高，其樂無窮，是何等的英雄氣慨，可惜他
老人家最終還是鬥不過天，最後去見馬克斯
了。死後夫人江青同志被捕，最後吊死獄
中，兒子又陣亡於朝鮮沙場；一代風流人
物、共和國的締造者，落得妻離子散，令人
無限唏噓。

印度教有種性制度，道教主張無為而
治，神道教篤信日皇世尊，猶太教則是一種
宗教與民族結合的實體，世界上的宗教林林
總總，派系眾多，令人眼花繚亂。

筆者也信奉基督教，不過是個不上教
會、不會祈禱、不愛查經的懶惰派教徒，都
說信主者得永生，這點還請上帝寛宏大量，
赦免吾罪。

每一個人無不怕死，因為死後世界如
何，混沌而不明，大家眾說紛紜；最好是直
接上天國，或者是一了百了，免去輪迴之
苦；試想想下世輪廻，要是投胎於富貴家
庭，固然甚好，若是投胎於非洲、印度等落
後國家，或是身染殘疾重病，人又無能為
力，出生後受盡劫磨、窮困潦倒，叫人想起
來都害怕！

世界宗教無數多，漫天神佛何其博，
人類來源本是謎，有百般離奇傳說，
科技發達難解惑，宇宙實在太遼闊，
但願脫離輪迴苦，靈魂永生上天國。

謝如意

果然慷慨孔澤斯思
從廈門舍弟家回到後坑

埔老家至今，還未夠稱「十
月懷胎」，然而，單單去赴
街鄰堂親慷慨君家的後裔的
喜宴就去了兩次，一種「積
善人家慶有餘」的思緒悄悄
醞釀著，於是，宴後在老地

方的習作功課由此定題和開篇。
慷慨君和孔澤君是街鄰本家的兄弟

倆，長年就其家居店面操持經營水果生意。
在我從小就對他們有的印象裡，他們兄弟倆
都是良民一族，且都能急公好義，該出手時
就出手，更不用說如果有人敢欺負他們，那
當然毫不猶豫就是同仇敵愾「打虎親兄弟」
一致對外了！

想起那些如煙的往事並不如煙，因為
想來仍會讓我心潮澎湃。咱們這樣大的一個
國家的國民，好多很欠缺這種正直慷慨見義
勇為的氣質和行動。所以相比之下，說到他
們兄弟兩人，儘管他們如今都已經作古了，
但是我覺得他們音容宛在，親切溫和歷歷在
目，誠摯深情款款於心！

慷慨君的夫人是我小學的同班同學，
那時她名叫紫英，可惜她身體抱病英年早
逝。1993年我即將作為宗親代表之一去北京
參加世界謝氏宗親總會與中國社科院歷史研
究所共同舉辦的「謝安與淝水之戰學術研討
會」前，孔澤君沒少幫我張羅和支持，他為
其大兒子文明結婚時我也是承邀在其店面內
就座的。

而今天，文明君剛好與我同桌在其店
面內就坐，這是慷慨君的大兒子在操辦其育
孫滿月宴，同桌的大多是街鄰或村裡本家，
進席共話當年和今日事，滿座歡聲笑語……
幸會！

其實早在慷慨君的大兒子為其兒子辦
結婚宴席的時候我已參加，那四十多桌的宴
席的場面好大喔。菜譜中的山珍海味好酒好
煙恕我沒有詳細談，聽說共有五十多萬的花
費呢。沒有想到，他們竟然對客人不收禮！

果然慷慨！不僅慷慨君的大兒子如此
慷慨，也有其他一些人漸漸慷慨起來了，無
論是請婚宴或生兒育女宴或千金出閣宴席，
好多都不收禮了。

正如有人說的「歡喜就好」。我今日
赴宴中還得到大家支持，把兩個閃爍著燈光
和安置了塑料梅花與多顏色蜻蜓立上頭的工
藝品拿回家放在三用機兩頭，讓家母躺著坐
著都能看著高興呢！

果然慷慨，孔澤斯思。俗云「福大量
大」，慷慨君和孔澤君的後裔如今都是安
居樂業，丁財兩旺。他們除了堅守老宅外，
還能讓新建六層樓七層樓拔地而起，七個店
面巍然橫列，我們為他們的興旺發達熱烈祝
賀！

凡屬於辦喜事的，主人家比較有好心
情操持。如果像慷慨君的大兒子經濟實力允
許，辦得熱鬧些風光些歡天喜地又和人，實
在好！

況且人生有幾處是大喜的事，力所能
及慶賀一下也該惜時！別人千萬不要隨便干
涉控制。

更不能像以前有的地方有的人蠻橫以
以行政干預，貪婪以胡亂罰款！

當然嘍，如果為經濟條件所限制，無

妨開個小範圍的簡單茶會類的形式來完婚
禮也未嘗不可，因人而異，實事求是，順其
自然嘛！只不過是，這些事情好像官方太
忙未必得力得體導引好，要是鄉老能夠也如
慷慨君急公好義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為眾人著
想來鼓勵實事求是辦婚禮，那無疑是為鄉人
做一件移風易俗的大好事，為民減負，為鄉
造福。也顯示鄉老愛鄉愛民的德行智慧與情
懷。當然，如果地方官於鄉老共同主持導引
好，那無疑是腳踏實地建設和諧鄉村的大美
事。我們翹首以待！

順便也要提及的是，「厚養薄葬」無
論從道德和科學的層面講都是可取的，不僅
要把提倡敬老愛幼落到實處來「厚養」，而
且要文明科學辦喪事。理由如下：

其一，辦喪事時主人家總是較沒有好
心情主持的。固然應該講究隆重對待，「養
生送死」都是大事，但是喪禮不宜鋪張浪
費，那種鑼鼓喧天如做大慶祝之事的樣子，
實在是與送葬的隆重沒啥真正關係，反而可
能如慶祝，那就是反動了。不宜。

況且，閩南土話說得好：「生死是放
伴的」（彼此都可能遇到），且又說「親堂
萬世」，本家本一家，另者，如果要為死者
做修功果的是固然可以，尊重民俗隆重為死
者超度宣經禮懺是人之常情，但是大擺宴席
請客就大可不必了，把它免去就可以減去人
們彼此的不必要的負擔又增進親情！大家同
心協力隆重幫做好事就達到目的了。花了那
樣多錢去款待送喪儀的親友，大概不是親友
的需求吧！有哪一個好親友會去為了被請赴
宴才去送禮的呢？大家都是鄉里鄉親互相支
持把事情辦好就好了才是呀！

果然慷慨，孔澤斯思。我想，以上由
於赴喜宴後的直抒胸臆之言，如果能夠如願
以償地得到地方官和鄉老及鄉親們的將心比
心平心靜氣設身處地地著想，從而有效改革
一些陋俗，那才真是彼此積了德、益了智、
有益國計民生與和諧幸福，有利於風清氣正
不負先人而廣澤子孫後代，如此功德無量的
事情，願大家都能實事求是樂於「從我做
起，從現在做起」！

果然慷慨，孔澤斯思。孔是大的意
思，澤有恩澤和造福之意。果然大家都能慷
慨急公好義處世，慷慨見義勇為興利除弊，
也必然造福當今之家國社會，又恩澤子孫萬
代興旺發達源遠流長！

果然慷慨，孔澤斯思。敢於和善於擔
當德義正事是慷慨大度，仗義疏財廣結善緣
是慷慨大度、不是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而
是敢於和善於急公好義興利除弊力挽狂瀾造
福民生也是一種慷慨！

應該謳歌和支持讚賞這種慷慨，我們
的故鄉和祖國才可能眾志成城造福，和諧相
處幸福。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努力這樣做也可
以做得好，符合天心人意的篤善和大愛舉措
誰才不支持？！

哇，溪堤我所坐的對面村莊田野民居
一時鞭炮齊鳴，火花呼嘯聲也沖天而起，且
此起彼落，硝煙在夕陽的斜暉裡慢悠悠地徜
徉成青青的長廊。我在心裡默默地傻傻地念
叨著，莫非這村莊的人們也在為我做這功課
慶祝呢！

2024年元月14日寫於福建南安
金淘鎮東溪村溪堤光伏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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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生命都要死亡，
那麼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沒有意義，只是為了活
著，似乎每個人都悲觀厭
世，那麼人生的意義到底
是什麼，短短百年間我們
窮其一生也不過是這世間

匆匆過客，我們看似是在追尋幸福的路
上，但其實如今的我們卻離幸福越來越
遠。

當路上的人都眉頭緊鎖，行色匆匆，
你會發現我們早就已經違背了幸福的初
衷，繼而走上愈加痛苦的道路，巨大的生
活壓力逼得我們根本沒有喘息的機會，說
到底都是為了一個字——錢，人類文明發
展了幾千年，金錢的運作推動了社會的高
速發展，甚至演化到如今的談錢色變，變
成活著就是為了賺錢，這真是一件極其可
悲的事情，其實文明發展的初衷並不是為
了賺取更多的利益，而是可以按照自己想
要的方式去度過餘生。

但如今這卻無比艱難。根據人生定
律，每個人都有化為塵土的那一刻，從出
生開始就已經注定，但即便如此，卻依然
有人耗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甚至不惜犧
牲自己的身體去換取那個不等價的人生，
短短百年也不過是彈指一瞬，從出生到上
學、工作到結婚，組建家庭到養育反後
代，最後宛人生，但剛溫飽又何嘗不是一

種人生呢？大部份人一輩子碌碌無為，但
真的不代表無能，少部份人一輩子大富大
貴，但這也代表不了幸福。在野蠻的人猿
時代，力量即代表幸福，在危險的戰爭時
代，活著也代表幸福，大多數人口中的幸
福不過是各自時代背景下所反映的社會現
象而已，在他們心中，其實根本不懂得什
麼才是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一種來自於心
底的淡然，不受他人的影響，不受世俗的
眼光，能夠靜下心來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情，每個人都想生活更好，這是我國人類
的本能，但越來越盲目的攀比，越來越隨
意的透支身體，卻違背了幸福生活的初
衷，我們總是追求自己未曾擁有過的東
西，卻不小心忽略了當下最珍貴的瞬間。

在億萬年之後，屬於人類文明的一切
痕跡都將抹去，不管你曾經創造出多麼輝
煌的成就，無論你是老板或是乞丐，我們
都會永遠消失，就像是從沒在宇宙出現，
仔細想想，關於我們人類的一切，其實就
根本不值得一提，我們的存在與消失，對
宇宙來說，根本毫無影響。

記得，只有當你真正接近死亡時，你
才會明白精神上的豁達遠比物質上的堆砌
來得更加寶貴，我們主觀意識下的財庫，
其實根本沒有任何意義與價值，在你將離
開人世間時，物質與金錢一點不重要，唯
一帶走的是精神與信仰，是永不磨滅的意
識與靈魂。

胡濟衛

李杜：唐朝兩個沒有文憑的詩人
李白和杜甫，是高高聳立在大唐詩壇

的兩座不可逾越的豐碑。華夏大地歷來就
是一個詩的國度，自《詩經》以來，產生
了無數偉大的詩人和優秀的詩篇，人們把
詩聖和詩仙這兩頂代表詩歌最高榮譽的王
冠戴在他們頭上，足見後人對他們詩歌成
就的認肯。但是，就是這麼兩位冠蓋大唐
的詩人，卻是兩個沒有文憑的詩人。

先說李白。李白出生在四川，他幼
年聰穎過人，十歲就精通詩書。直到二十
歲時，當地的官員就以有道科舉薦他，他
沒有應舉。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參加過科舉
考試。「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還復
來」是他的人生信條和做人準則。就連當
時名震京城的著名詩人賀知章看了他的詩
文後也不禁讚歎道：「子，謫仙人也！」
後來，經賀知章的舉薦，李白被唐玄宗下
詔命為翰林待詔。當然，這個翰林待詔是
編外的，要等到其他翰林提拔或者退休騰
出空缺後才能補上。因此，也就享受不到
國家的俸祿，這是大唐王朝的體制所決定
的。能夠進入翰林院的，大都是進士及
第，唯獨李白是一介布衣。唐玄宗之所以
給李白一個翰林待詔，其原因也可能是嫌
他的文憑太低。他一生恃才傲物，輕財好
施，蔑視權貴，狂放不羈，尤其是看不慣
高力士那種奴顏婢膝，阿於奉承的作派。
一次，唐玄宗召他進宮寫詩，他趁著酒勁
逼著高力士為其脫靴，讓楊貴妃為其研
墨，因而得罪了高力士，遭到了高力士的
算計，並最終被逐出長安。

說穿了，李白就是一個純粹的文人
啊，他不知道宮廷和宦海的險惡，更不知
道「寧可得罪君子也不得罪小人」的基本
道理。其實，唐玄宗是很想重用李白的，
但是，在每一次要提拔他的關鍵時刻，均
遭到了高力士和楊貴妃的極力阻攔。試想
泱泱大唐王朝，人才輩出，文人薈萃，能
夠讓唐玄宗親自為其調羹的也只有李白一
人了，足見唐明皇對他的賞識。嗜酒如命
的李白幾乎喝遍了長安的大小酒館，這是
唐朝任何一個詩人都無法比擬的。他每天
必喝，每喝必醉，醉了就躺在人家酒館裡
呼呼大睡。以至於唐玄宗想聽李白寫的新
歌也找不到他的蹤影，不得已讓高力士帶
著一幫太監們，滿長安城到處亂找。這有
他的好朋友杜甫的詩為證：「李白鬥酒詩
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
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酒對於李白來

說，有得也有失。失的是由於秉性耿直，
酒後失態得罪了一些他不該得罪人，到老
也沒能混個一官半職，還險些送了性命；
得的是成就了一個偉大的詩人。

再說杜甫。杜甫出生在河南鞏義市，
他比李白小十幾歲。與李白不同的是，杜
甫曾多次參加過科舉考試，但屢試不第，
最後向朝廷獻了一篇《三大禮賦》才引
起了唐玄宗的重視，被授予京兆府兵曹參
軍。沒干幾年，安史之亂爆發，被俘，後
脫身赴行在，官拜右拾遺，因上書救房玄
齡遭貶。後或仕或隱，最終入川，居成都
草堂。嚴武鎮守四川，聘請他為工部員外
郎。嚴武死後，杜甫離開了四川，病卒於
湘水扁舟之中。杜甫雖然做過幾次小官，
但間隔的時間都較短。他的一生大部分時
間都是在顛沛流離和貧病交加中度過的。
尤其是到了晚年，生活更加淒苦，他的
《茅屋為秋風所破》就是他當時生活的真
實寫照。他親自目睹了安史之亂給廣大人
民群眾所造成的痛苦，因而才會寫出《三
吏》、《三別》等一大批深刻反映下層人
民疾苦的詩作。

李白張揚狂放，而杜甫內斂隱忍，兩
個人的性格迥異，其作品風格向背。李白
當時在唐朝詩壇的名氣很大，比起李白，
杜甫的名氣就遜色多了，就連李白也看
不上他的詩歌，為此李白還曾經寫過一首
《飯顆山》的詩來譏諷杜甫。直到後來元
稹為杜甫寫了一篇評論，他的詩才引起了
人們的重視。雖然兩人的詩風不同，但他
們的死法卻驚人的相似，都是與水有關。
李白晚年寓居當塗山，由於夜晚賞月時飲
酒過量，不慎栽倒在湖裡溺水而亡。後人
為了紀念他說他攬月而死，這是有悖於歷
史事實的。杜甫離開四川到湖南耒陽投奔
好友，恰遇暴雨氾濫，江水暴漲，被困在
船上連續十多天就沒吃上飯。後來，耒陽
聶縣令知道這個消息後，親自撐船把杜甫
接到了縣衙，並為他燉了一鍋牛肉，溫了
一壺酒。由於暴食暴飲當天夜晚就撐死在
了耒陽，時年五十九歲。

唐朝詩壇上的兩顆耀眼的巨星就這樣
相繼隕落了。我們在慨歎他們命運多舛的
同時，也為他們為後人留下曠古未有的不
朽詩篇而倍感欣慰。試想，假如唐朝缺少
了李白和杜甫，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唐
代的詩歌無論如何也不會達到這樣的海拔
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