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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和尚的布袋內裝滿慈悲佈施，是出家人的境界。但在明朝有人寫
布袋和尚，及畫他的布袋，只是一個笑嘻嘻的肥和尚，並有題字：「行
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並說這樣沒有牽掛。我反
而不認同，布袋和尚放下布袋就不是他了。不過，我倒啟悟了如我等凡
人，背上的大小包袱反而應該放下，然後掛上充滿慈悲佈施的布袋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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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契此（生卒不詳），五代梁時僧，即布袋和尚。有些關於布袋和尚的傳
說，有一說他是彌勒佛的化身，因其心寬體胖，袒胸露腹，日日背布袋，笑
口常開，喜悅散佈，將善信的捐獻放於布袋內，分贈給有需要的人，因而受到
人們喜愛。圓寂之時，《辭世偈》曰：彌勒其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
人，時人自不識。把布袋和尚作為彌勒佛化身由此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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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畫禪心（四十七）

鄰女阿芹，生性剛強，不讓鬚眉，行年
四十有五，離異獨處，盡心侍奉着年老的
父母。
阿芹的丈夫當上了什麼總經理了，有了

小車和小秘了，小車和小秘是緊密相聯
的，是男人財勢的象徵，而且，小秘往往
由秘演化為公開，成為第三者，對為人妻
者構成威脅。阿芹沒有為這威脅壓服，不
待丈夫提出分手，她主動炒了這沒心肝的
男人，你去寵幸你的新歡，我去服侍我的
老人。阿芹覺得這是天意，從前她這個獨
生女對父母關心不夠，現在沒有了丈夫的
羈絆，正可補償對雙親的一份情債。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四十幾歲的女人是

容易受傷的女人，心靈易受傷，身體亦
然，她被查出患了卵巢腫瘤。這病必須及
時動手術，否則恐會由良性轉化為惡性。
對此，阿芹表現得極為冷靜，動手術是無
所懼的，昔者能果斷剔除了丈夫這個「惡

性腫瘤」，眼下挖一個小小的良性腫瘤何
足懼哉？然而，她想到了年邁的雙親，她
的離異獨身已經令雙親傷心不已，她住院
開刀豈不更令雙親憂心如焚？但這刀又是
非挨不可的，非得半個月不可，也就是說
要瞞騙雙親半個月辰光，怎麼瞞？思之再
三，她心中有了數，打點了行裝，推說單
位出差，並確切地說是出差到河南安徽兩
省，為了使二老放心，她說她每到一地會
給家中打電話報平安的。
阿芹住進了醫院，一切自我調排妥帖擬

上手術台了，她屈指一算，與行程吻合，
即給雙親打電話報告說她已經平安到達
「開封」，雙親聽了放心，與鄰舍閒聊中
說是我家的阿芹已到了開封，這開封就是
包龍圖坐大堂、除惡揚善的開封府。鄰舍
們附和說：「哦，哦，阿芹到了開封了，
開封是個有名的古城，阿芹可以開開眼界
了。」鄰舍們大抵不知就裡，而我是知道

的，我不由感佩阿芹的智慧和豁達，開刀
之時豈非「開封」之日？
手術很成功，逾一周，阿芹能下床行走

了，估算行程也差不多，就及時打電話報
告雙親說她已經到達「安慶」。「安
慶」？又一個貼切的隱喻，說明她手術成
功，平安而值得慶幸，只是她的雙親仍蒙
在鼓裡。阿芹出院了，前後恰好半個月，
帶回一大摞滋補營養品，這些都是朋友和
同事探病時饋贈的，那行藏真像是遠道出
差歸來，不僅帶那麼多東西，還拖着一個
疲憊虛弱的身子。
過了許多日子，阿芹住院開刀的事終於

還是傳到了她父母的耳中，父母將信將
疑、且驚且怕，追問阿芹，阿芹承認了，
其父母心疼地怪她說謊隱瞞，阿芹笑着回
答道：「我可沒有說謊隱瞞呀，我不是去
『開封』了麼？『開封』後不是『安慶』
麼？」

正月十五是農曆新年第一個月圓之夜，古稱
「元宵」、「元夕」，元宵節由此得名，又稱
「上元節」，迄今已兩千多年，它是中國春節又
一高潮和收官之作。如果要用一個字來概括元宵
節的風采與精粹，那便是——「鬧」！一個
「鬧」字，集中體現了元宵節的熱烈和情韻，也
凸顯國人內心無尚的喜悅與期盼。
遠古時，民間就有正月十五點燃火把驅趕獸患
蟲害、祈禱豐年的習俗。至西漢佛教傳入中國，
漢明帝劉莊倡導佛法，下令每年元宵夜在宮中和
寺院「燃燈表佛」，恰與民俗吻合，元宵燃燈便
逐漸演繹成民俗。隋、唐以降，這一習俗發揚光
大蔚然成風。從廣袤農村到大城小鎮，民眾扶老
攜幼點亮燈籠、高擎火把，唱歌跳舞喜迎新春，
元宵節遂演變成萬家燈火熱火朝天的「燈節」。
燈火代表光明、溫暖和希望，鬧花燈便順理成

章升格為一大盛典，五彩斑斕、亮如白晝的元宵
夜，「燈火家家市，笙歌處處樓」，豐富多彩的
民間文藝表演也趁勢登場，大小城市張燈結綵萬
人空巷，直「鬧」得通宵達旦。官府還要放假慶
祝，一些皇帝，譬如漢文帝劉恒還走出宮殿「與
民同樂」，元宵夜於是成了全民參與的狂歡節！
唐代，京城長安有「宵禁」制度，入夜後禁止
民眾通行。但朝廷順應民意，宣佈元宵節前後三
日可以破例，百姓盡可觀燈遊樂。睿宗李旦、玄
宗李隆基尤喜熱鬧，一到元宵節就命人紮起二十
丈高的燈樹，相當於六七層樓高，點亮萬盞花
燈，號稱「火樹」，百里可見、光亮如晝，紅男
綠女們圍着火樹載歌載舞，圍觀者人山人海，詩
人蘇味道寫下「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詩句詠之，這情景
突出一個「鬧」字！
到北宋，首都汴京（開封）已不搞宵禁，元宵

夜全城放焰火、鬧花燈，猶如天女散花、群星閃
爍，盛極一時。《東京夢華錄》記載，鄱陽湖畔
用千萬隻花燈築起高大的燈樓，華彩耀眼、流金
溢彩，謂之「鰲山」，引得全城百姓翹首圍觀，
鞭炮聲、歡呼聲此伏彼起，匯成一片歡樂海洋。
辛棄疾詩云「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
雨。寶馬雕車香滿路。」，元好問詠其「袨服華
妝着處逢，六街燈火鬧兒童」，場面之火爆怎一
個「鬧」字了得？《水滸》裡有「宋江夜看小鰲
山」一節，描寫宋江元宵夜觀燈入了迷，被清風
寨寨主劉高捉住，將小李廣花榮逼上梁山的故

事。女詞人李清照晚年憶起燈節盛景，也寫下
「鋪翠冠兒，捻金雪柳，簇帶爭濟楚」佳句。
一元復始，大地回春的元宵夜，天上明月高

懸，地上綵燈通明，這良宵真的非常值得「鬧」
一下！難怪柳亞子先生寫下「火樹銀花不夜天，
弟兄姐妹舞翩躚，歌聲唱徹月兒圓」的《浣溪
沙》。2008年6月，元宵節正式入選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也是順理成章名至實歸吧！中原乃
華夏文明重要發祥地，民俗豐富多彩。80歲的著
名文化學者、民俗專家、鄭州大學高天星教授
說，中原元宵節亮點是「三鬧」：一曰「鬧花
燈」，含亮燈、走燈、玩燈、觀燈、賽燈、賞
燈、送燈、放燈等內容；二是「鬧社火」，即祭
祀和划旱船、歌伴舞、踩高蹺等民俗表演；三是
「鬧元宵」，家家戶戶做元宵慶團圓賀新春。竊
以為，這「三鬧」就是老百姓的「三秀」——秀
情感、秀才華、秀希望啊！
我對寧波鎮海招寶山和南塘老街的燈節印象頗

深。招寶山為寧波古鎮，也是古絲綢之路發祥地
之一。2014年春節是馬年，燈節當天我在招寶山
親歷了遐邇聞名的花車大巡遊。只見在寧波「馬
燈調」音樂聲中，一輛輛長十米、高四米的花車
徐徐駛來，車頭綴有「美麗鎮海．歡樂寧波」、
「海天雄鎮．魅力招寶」紅幅，車身掛滿璀璨奪
目的花燈，「馬」形燈更是活靈活現神采飛揚。
最炫目的要數寫有「馬年吉祥」、「馬到成
功」、「天馬行空」、「快馬加鞭」字樣的走馬
燈和身着古裝的戲劇人物。花車兩邊是行進方
陣，划旱船、舞龍獅、踩高蹺和腰鼓隊、民樂
隊，引得人頭攢動，歡聲四起，我也猜中兩條燈
謎，討了個好綵頭，飽嘗了一場文化盛宴。
去年燈節，我去了寧波南塘老街。瀕臨甬江的

南塘是江南古鎮，燈會從正月十三開啟，延續多
日。去年是猴年，老街花燈突出猴元素，西遊
記、孫悟空大鬧天宮和寧波地標天封塔等大型綵
燈最博人眼球。燈會融合傳統與現代，既有文化
遺產的象山魚燈、走馬燈等各式紙紮，也有現代
卡通燈、電子燈、鐳射燈，五彩繽紛的「燈光
秀」極顯動感與活力，將老街渲染得輝煌靚麗、
歡樂祥和。如潮的遊人觀燈展、猜燈謎、鬧社
火、行燈會，兩旁更雲集香氣撲鼻的米酒湯圓、
海鮮年糕等各色小吃，大有「花燈醉人晚不歸」
之感。此時突然降雨，老街人送來一把把小傘，
廣播裡喊着「春雨添希望，燈會不打烊」……

嗨，雨幕中觀燈逛街，品味老寧波味道，別有情
趣呢！
綵燈、人流、花海、旗潮、歌浪、歡笑聲、民

樂聲……誠如明代畫家唐伯虎詩云：「有燈無月
不娛人，有月無燈不算春，春到人間人似玉，燈
燒月下月如銀」，燈節濃縮了新春的祈盼和豐厚
的人文情懷，令人流連忘返沒齒難忘。
元宵節意義究竟在何？我認為，作為春節吉日

的又一高潮和收官之作，它是一場大型群體性公
益活動，是全民參與的愛心行動，是一部迎春祈
福的華彩樂章。它將慈善的種子、友愛的火花、
歡樂的鄉情、文化的精髓撒向人間，那熠熠閃光
的綵燈，溫暖了同胞的家國情懷、審美情趣和民
族精神，平添了瑰麗多姿的中華傳奇和中國故
事，點燃了光輝燦爛的中國夢……怎一個鬧字了
得！有人問：元宵節緣何不申報世界非文化遺產
名錄？我說：元宵節八年前就是國家級非物質文
化遺產了。我國傳統節日有20多個，目前尚無一
個啟動世界級非遺。其實，一個民族節日是否申
報世界非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傳承其文化內涵
與精神氣質，我們更需要文化自信，自己認可就
足夠了！包括元宵節在內的延續千古的春節系列
民俗，隆重、熱烈、祥瑞、喜慶，凸顯了華夏民
族的熱情、豪爽、睿智和氣韻，堪稱中華精神的
極致，是最具浪漫色彩和中國範兒的文化節、情
人節、歡樂節，它早已在炎黃子孫心中立地生根
開花結果了！
遙想宋代上元夜，汴京城燈如海、人如潮，好

看、好聽、好玩、好吃的雲集長街，千姿萬態、
異彩紛呈，大雅若俗、美不勝收，各美其美、人
人樂之！青年男女還趁此良機追求愛情、一吐心
曲，難怪歐陽修、辛棄疾名句「去年元夜時，花
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眾裡
尋它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
處。」世代傳唱……千百年過去了，這一民風仍
方興未艾且與時俱進，有感於此，賦詩感懷——

狂歡之夜醉乾坤，
火樹銀花迎新春。
千般祝福萬般魅，
一個鬧字暖古今！

當代哲學家和倫理學家戴歷．
帕菲特（Derek Parfit）於今年元
旦日去世，享年74歲；他與中國
早有淵源——1942年出生於成
都，其父母俱曾在當地教會醫院
工作，直到他一歲時才全家遷回
英國，在牛津定居；他從小就愛
好文藝，其時渴望長大後成為詩
人。
及至青春期結束，他的詩人之

夢就此終止了，轉向學術研究，
他先在牛津大學攻讀現代史，於
1964年畢業，其後成為牛津大學
萬靈學院研究員；隨後兩年，他
轉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
學研究員，在此一時期，他放棄
歷史研究，轉向哲學研究。
他曾出任哈佛大學、紐約大學

和羅格斯大學的客座教授；他最
具影響力的兩本著作《理與人》
（Reasons and Persons）及《論
重要之事》（On What Mat-
ters），早就有中文譯本了；自
1984年出版以來，《理與人》以
大量例子及縝密推理，對傳統道
德觀念提出強力挑戰，指出世人
對本性與行動之理由俱有其虛妄
之處。
話說《論重要之事》一書分為

兩卷，每一卷包含三個部分，第
二部分及第三部分乃核心章節，
所探討的正是「實質道德」
（substantive morality），源於
2002年10月份他在加州大學伯
克利分校的三次「端納講座」
（Tanner lectures）；第一部分
討論「理由」或「理性」（rea-
sons），以及「合理性」（ratio-
nality），為第二部分第三部分
的道德主張提供背景，第六部分
則討論「元規範」（meta-nor-
mative）問題。
他在此時已然意識到，不少哲

學家並不接受「不可化約的規範
真理的存在」；尤其是一些「謬
誤理論主義者」（error theo-
rists） ，此派以約翰．麥基
（John Mackie）為代表，他們
認為，日常思想俱被錯誤的理論
所誤導，由此而陷入謬誤之中而
認為主張一切規範俱是錯誤的；
自然主義者認為，規範事實俱可
還原為自然事實。
一般非認知主義者幾乎都有此

觀點：雖然在人類生活中有其重
要之處，但「規範」的主張根本
就不像事實陳述那樣具有作用；
帕菲特批評此一立場的類型，包
括西門．布萊克伯恩（Simon
Blackburn）、李察．勃蘭特
（Richard Brandt）、阿倫．吉
巴德（Allan Gibbard），李察．
黑爾（Richard Hare）、伯納德
．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
及約翰．麥基；他從而指出，此
等觀點從來就沒有一種可恰當解
釋思想上的「規範」；在此等論
點之中，「規範」俱被認定為一
種「幻覺」，如此這般，「規
範」就徹底消失了。
他從而指出，此等論點似乎傾

向於虛無主義，而虛無主義就成
為「不可化約的規範真理」的替
代物；他當然亦沒有被美國哲學
家姬斯汀．科斯伽德（Christine
Korsgaard）的反駁所說服，與
科斯伽德剛好相反，他宣稱規範
性的源泉並不在於意志，而在於
有關世人有理由相信，他認為反
駁者並不完全理解他的觀點，指
出如果他的論點正確，那麼，即
使有關「理由」與「合理性」的
論爭就不可能達成一致，惟有寄
望哲學家在理性的論爭上，會逐
漸 發 展 出 趨 同 性 （conver-
gence）。

■葉 輝

帕菲特與思想規範

鄰女開刀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吳翼民

■馬承鈞

紙上

■俞慧軍

生活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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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秀美

一個「鬧」字暖古今

詩情畫意

詩詞偶拾

水煮過的蠶繭，放在席箔上並浸入水中，
反覆捶打，讓蠶繭鋪開成為絲綿。絲綿取下
後，席箔上尚有薄薄的一層絲綿碎屑，將之
曬乾，揭下，成為一張薄而輕的絮片，可以
寫字作畫，這就是最早的紙了。後來樹皮、
麻頭、破布、稻草、麥秸都可造紙。
當沉重的木牘竹簡被替代，紙，為我們呈

現出輕靈柔軟、光彩奪目的世界。
兒時的記憶，散落在紙上。大車間裡，到

處是堆得高高的紙，它們被一疊疊地搬來，
點數，碼齊，又被一疊疊搬起，推進機刀，
機刀呼嘯着搖下，壓去毛邊，切成需要的形
狀，再進行加工：印刷成書，做成信封紙袋
紙箱，予紙以不同的用途。大張的厚牛皮
紙，硬實寬厚，可遮雨，可擋風，可為床，
可當被，切下的邊角紙花又變得軟和溫暖。
行走中的風景，是紙上的文字。64開的
小人書，巴掌大的一塊，像一個個小房子。
紙上，方寸小畫，縱橫的線條粗獷又細膩，
一頁頁告訴你一個完整的故事；上學時的課
本、字典，32開大，是一座座院子了，裡
面堆着各種各樣的知識，任你去揀去拾；更
有無數典籍書札，厚的薄的，架作層層高
樓，隱在雲中，那浩瀚無邊的文化寶藏，令
人仰望，歎為觀止，書山有路，學之不盡。
紙上的味道，千般好，萬般好。
郵遞員的手，遞過走了千山萬水、盼望已

久的信。工整清秀的小楷，書於古色古香的
信箋，告訴你，對方的深厚心意。紙從你的
手心的溫度感受到內心的喜悅，所有的期待
在紙上開了花兒，色彩繽紛。紙上，是字們
的依託與棲息地，紙與字相依相傍，被發出
者寄予情感和問候，亦被收到者厚愛與珍
藏。
來訪親友的手，拎了酥餅、糕點，薄牛皮

紙袋包了，麻繩繫了，笑着進來，擱在木桌
上。談話間，食物的油與味從紙的絲絲縷縷
中透將出來，在紙的脈絡間遊走，它們浸透
了紙，並且掙脫了紙，奔向空中。牛皮紙夥
同食物共同撒下一大片味蕾的誘惑，悠悠
地、愜意地望着孩子發亮的眼睛，嗅着味兒
的鼻子，甚至聽到喉間嚥口水的聲音。
更有靈巧的手，將紙剪作美麗窗花，紙願

意讓自己被劃上折痕，被裁，被剪，折疊成
千紙鶴、幸運星的祝福，裝滿鮮花的花籃，
各種衣飾，擺件，動植物，皆栩栩如生。紙
的生命被賦予一個個新的藝術形象，有神
韻，有氣勢。小小紙片，可以折成如此立體
的神奇的大千世界。
紙上的情懷，一頁一頁，如花開。
薄薄的紙，柔弱中又無比厚實，它的厚度

可承載人世的無數悲喜，情愛的前世今生，
社會的安寧動盪，朝代的興衰變遷。它可疊
可捲，可疊世間萬事，可捲日月千年。

當一本書，在手中展開，書頁間散發的油
墨味兒，清香妙質，教人起無法阻擋的傾
心，一卷在手，不知春秋。如果，紙張與文
字的年齡已越過千年，千年前的溫度與情
感，在黃昏燈火時，在梅月橫窗時，一篇一
篇依次在眼前出現，那麼，這樣的閱讀及獲
得，是何等的幸運與珍貴。
卻不知何時，紙上閱讀漸漸遠去。筆與紙

的距離變得遙遠，電子產品的便捷，手指由
翻書變成了點擊滑行，紙會寂寞麼？敲打的
標準字，又怎有一筆一筆有力度的筆墨來得
親切美好？存於手機電腦中的零散的人文舊
跡，又怎比有實物拿在手中那樣心安實在？
紙，為字為畫，為詩詞為文章。當筆得了

手腕的力量，得了情感的呼應，便在紙上暢
快行走，看行雲流水，鳳舞龍飛，落紙雲
煙，氤氳千年。紙上，有銀鈎鐵畫，有草木
山川；有江南春雨，有大漠風煙；有嶙嶙魏
晉風骨，有魏魏盛唐氣象；有生動的勾欄市
井，有鮮活的世態人情。任世代更迭，紙上
情懷依舊流淌，這源遠流長的文化瑰寶，給
無數後人心靈上的人文熏陶和精神上的浸潤
滋養，並且為之永遠追尋與守望。
對於紙上所給予我們的，若是鍾情，那便

鍾情，即使邊角打卷，紙張暗黃，缺字少
頁，墨跡模糊，也定是不離不棄，一生愛之
如初。

■寧波元宵夜盛景。 作者提供

來鴻

致春天
紫燕繞過冬的背影
銜來一束魂牽故鄉的饋贈
藍天劃過一道生命的驚喜

暖風撫摸顫慄的冰凌
幻成一條流動的五線譜
泉水汩汩亮出清脆的歌喉

陽光拉着你我的手
穿越街巷走過鄉村
蓊鬱的曠野瀰漫綠的芳馥

浣紗的村姑在水一方
騰起一片詩意朦朧的漣漪
搖落一泓姹紫嫣紅的花溪

含羞草深藏矜持的美麗
布谷鳥送來第一封家書
靈動的江南笑赴春天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