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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曼殊被稱為情僧，粵曲有一段描寫日本姑娘櫻子追尋蘇曼殊的淒美
愛情故事。蘇曼殊另一首非常有名的詩「生憎花發柳含煙，東海飄零二
十年。懺盡情禪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經眠。」抒發了詩人厭倦往返日本
和中國的飄流生涯，更懺盡了人間俗情，並為得以禪修。擺脫俗世凡
人，情愛枷鎖的放下自在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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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曼殊（1884-1918）是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出身商人家庭，身世複
雜，有生母，養母是日本人。在日本出生後，六歲回國，青年時期又回到日本
留學，1930年歸國並出家。這是一首描寫禪定的詩句，對景物的描畫很優美，
令人吟詠不已，並有同樣步入禪境之感，可見詩人的才情。正因為是才子，故
此在俗世中往往被情所困，因此而厭倦了俗世中的煩惱而出家也不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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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畫禪心（一百）
是否，南方的冬每年在來的路上都被北

方熱情地請了去？所以，少了大雪少了嚴
寒，沒有臘梅映窗，沒有相對圍爐的暖。
三九天，瑞雪紛飛，身邊才有點秋的模
樣。草地的綠終於褪了，遠望是一大片淡
淡的黃，如初春「草色遙看近卻無」的那
種若有若無的青綠，這淡黃也近似於無。
落羽杉，無論生長在土裡還是水中，樹上
的細葉都變成了深橙色，又轉向銹紅，一
抹抹深深淺淺的橙夾雜在新綠老綠與灰黃
之中，美得生動鮮活。
這明媚的橙色，動人，暖心。色彩中，
間色，是兩種顏色的簡單混合。橙在紅與黃
的中間，屬間色。它胸懷廣闊，溫和安詳。
它有紅色的溫暖，但沒有紅色那麼熾熱；它
有黃色的尊貴，又沒有黃色那麼耀眼。它給
人的感覺愉快飽滿，低調不張揚。
橙色是太陽的顏色。當朝霞滿天，新鮮的

橙黃露出一線，緩緩地，升高，光芒四射，
山巒雲海盡染霞光，一片明朗；當夕陽西
下，一輪老去的橙紅，留戀地告別，離自己
那麼近，觸手可及，漸漸地，隱於山後海
底，沉靜溫柔。記得幾年前出過一個上聯：
落日裡，余（餘）光中，草明廬隱。費盡心
思，聯中嵌了三位作家的名字：余光中，草
明，廬隱。當時只是好玩，如今想來，我實
是愛極這上句裡的色彩與意境。

橙色是秋天的顏色。收穫，成熟，秋的
顏色寫在詩人的心上，東坡先生說，一年
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秋來了，
金黃的稻田，翻飛的落葉，漫山遍野，轉
為橙黃而至橙紅，這般的多彩為秋日做了
最濃墨重彩的註腳。當橙色隨着秋的深重
跟着轉為古銅色與暗紅，秋色也有了一種
文藝般的古典優雅。枯盡的樹葉為深褐
色，生命走到盡頭，叫人憐愛珍惜；而凋
零，沉默，或許又是生命的重新開始。
橙色，也是生活的色彩。灶膛的火焰，紅

與黃不停地纏繞交織，燦爛輝煌，將日子過
得味美而舒暢。當它濃縮成蠟燭之上的一
點，又點亮了無數人的理想與希望。一點跳
動，燭心的橙色微火，往往為深情的目光凝
望最久，有期盼有關懷，有喜悅有憂傷，更
多的是長夜的相伴和無盡的思念。
北京紫禁城，規劃嚴整、規模宏大的宮

殿建築群，正紅色的大門，飾以金黃色的
銅釘，皇家的威嚴氣派一覽無餘。不過，
在落日餘暉下俯瞰時，屋頂那一色的黃色
琉璃瓦，被溫柔地染成柔美而豐潤的橙
色，掩映在綠樹濃蔭之中，格外賞心悅
目，這規矩森嚴的屋頂之下，也鋪滿了春
花秋月、流動着快樂幸福吧。
記憶裡，與這美麗的橙色時刻相伴。兒

時家中庭院，種植了梔子、迎春花、太陽

花、美人蕉。美人蕉又叫它綢子花，橙紅
色的花瓣質感真的如綢緞一般，一日看三
回不為過。桔子的淺橙色，糖果的深橙
色，寶貝般地捧在孩子手上，橙色的蝴蝶
結飄在小姑娘的辮梢上。雞蛋糕，則是我
們無限期盼的美味，表面的顏色是橙色烤
焦了的色彩，掰開來，卻又是那麼鮮嫩鬆
軟的橙黃，實在饞人，一下子就將心收
伏。橙色，大人們稱為小紅色。大紅色是
正色，小紅色便是這橙紅了。母親為女兒
織的毛衣多為小紅色。紅色毛衣，映着雪
對着梅非常好看，小紅色毛衣顯得自由活
潑一些，它不是很熱烈，也不是很鮮亮，
卻歡快溫馨，給予貼心的關懷。
收到朋友花瓣雨出版的新書——《你是

我溫暖的依靠》，一下子被封面吸引住。
封面以深橙與淺橙組成秋天的樹林，中有
微微的淺黃，那是陽光的照射，兩隻貓咪
相互依偎着，望向遠方。儘管身邊落葉飄
零，然面對陽光，便是暖意融融。配文寫
道：你給的溫暖不在言語間，在歲月裡。
封面用心若此，文章更是滿賦深情，整本
書柔軟得融化了心。
冬至過去，白日漸長。下班，坐在車上，

落日一路相隨，圓而大，新新的橙紅，入心
的暖。這暖，令天地寧靜和諧，讓心靈澄澈
安然。

自認為是一個愛儒雅的人，我卻不敢說太懂儒
雅。雖知重慶北碚富集儒雅，因抗戰匯集了那麼
多的才俊；但就一個地方而言，歷史中諸多名
人，數年間來此地者就達幾百，該是多麼幸福的
所在啊！
重慶因戰時國民政府內遷，定名陪都；而北
碚，又可稱「陪都中的陪都」。當時，最大的科
學中心和眾多教育機構均在這裡落戶。很多著名
文人在北碚或小住或寓居，留下了重要文化成
果，北碚成為戰時中國的文化教育中心。
如果這世上有一個名人懂北碚，你只能看到一
爪一鱗的北碚。如果這世上有幾百個名人懂北
碚，你完全可以見識一個人文立體的北碚。當
然，認識過程可能漫長、曲折，但最終需要會晤
四個字——儒雅忠義。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科教文化界的眾多名人，為
何如此鍾愛北碚？因緣眾多。北碚離重慶市區有一
段距離，藏身高山，敵機不易轟炸；這裡山繞水
行，寧靜淡定，宜於做學問。而文化機構和著名文
人擇居此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具有「我見青山
多嫵媚，料青山見我亦如是」的獨特體驗。老舍在
《北碚瑣憶》中寫道：「這是個理想的住家的地
方，具體而微的，凡是大都市應有的東西它也都
有，它的安靜與清潔，又遠非重慶可比。」從北碚
抗戰時期的鄉村建設試驗區到今日北碚之若干桂
冠，儒雅北碚的身影愈來愈具底蘊之氣，八十多年
來的文化涵養比鬧市多了幾分崇和風範。
北碚這一地名由來，有「石樑伸入嘉陵江心，古

稱碚石」之說，且因其處原巴縣之北，故名「北
碚」。而黃炎培在《北碚之遊》中，卻解釋「碚」
為「很大很大的石塊平鋪着，和地面一樣。」也有
人說「北」字，是由「白」字轉音而來，「白」字
源自該地形似「鱉」背的白色山崗。范成大《吳船
錄》載，「蝦蟆碚在南壁半山，有石挺出如大
蟆，呿吻向江」，說明此碚石不處水中而在陸
地；另一證據《巴縣檔案》書寫該地則以「白
碚」為主。而到民國之時，不論方志還是名人筆
記，都普遍用「北碚」了。在《巴縣檔案》中，
還看到金剛碑曾記作「金剛背」或「金剛碚」，
所以「碑」應由「背」或「碚」字演變而來。
唐畫家吳道子、李思訓所作《嘉陵勝景圖》，
引人入勝處就是北碚段的嘉陵江小三峽，即瀝鼻

峽、溫塘峽、觀音峽。嘉陵江環抱北碚城，小三
峽如詩如畫從城邊穿過。北碚本屬嘉陵江畔區
鎮，處於原巴縣、璧山和合川的交界處。
時下，北碚區正在得益於名人情操熏陶和江山

風景鑄造之助。今日北碚處處是景，城南嘉陵風
情步行街800餘米，以斗角翹簷的徽派建築濃縮
了城市一角魅力；而置身大碼頭下的江邊看嘉陵
春水奔湧更是賞心事；攜友盪舟去看江心那砣大
碚石、並在上面放風箏，你則大可樂而忘歸。
如果走在北碚街頭，請一定不要錯過近年不斷

提檔升級的盧作孚紀念館，正是這位執政者順應
潮流，首倡把鄉村清幽變成儒雅清幽。因盧作孚
悉心治理與鼎力建設，使北碚舊貌換新顏。但
是，1952 年「三反五反」運動中，盧作孚不堪面
對巨大壓力，因忠義之心難平，在家中自殺。很
少有人想到，這位在抗戰中以自家船隊拯救政府
和軍隊的民族功臣，這位辦教育、辦實業而自己
每月只領50元薪水養活全家的大亨，竟會這樣悲
壯謝幕。周恩來在北京得知噩耗，提議開會現場
起立，為對民族航運和抗戰建有奇功的盧先生致
哀。出駐地北碚的西南大學六號門，右行數百
米，有個環綠抱翠的園子，那是長眠在北碚的抗
日英雄張自忠陵園，他是另一位忠義人物。當
時，張自忠身為天津市長，無奈與日本人例行交
往，因之背負了漢奸罵名，其後在中日戰場上張
將軍慷慨赴死。張將軍塑像戎裝佩劍，凌空高
蹈，深沉目光眺向遠方。他以49歲的華年，把
「忠義」演繹到常人難以企及的境界。
北碚之上的風雲故事，盧作孚和張自忠都深深

懂得，只是他們習慣緘默，用無言證明了太多的
事情。北碚像一個文化故園城，匯作一個城市的
儒雅忠義記憶，如同數十個影像群一般。我堅
信，每一個影像承襲閱盡滄桑的文化符號，只要
稍帶點人生況味看過這些名人故地的人，都因遊
歷北碚而倍增深蘊。這如同自然人文風景加持，
每個人都可接住北碚名人的靈度，最終儒雅的光
環會照見你的眼眸。
第一個儒雅的光環，從天生新村一幢不起眼的

小別墅發出，老舍在這裡創作了《四世同堂》等
作品，近兩百萬字。第二個儒雅的光環，從當年
曾令梁實秋油然而生愛意的雅舍發出，它在半山
腰白牆黑瓦地站着。第三個儒雅的光環，從梁漱

溟待了十年的金剛碑小鎮和勉仁書院遺址發出，
這裡有綠的桑葉、紅的桑椹。
現在的北碚，總是與都市化保持着適當的距

離。它葆有遺世獨立的儒雅氣質，就像「對影成
三人」的李白，更像「舍南舍北皆春水」的杜
甫，雖涉身過官場，始終擁有或仙或聖的氣質。
從新開發的狀元府第，從屋頂的狀元帽設計，再
到「巴渝第一狀元」馮時行的雕塑，無不體現着
北碚文脈的豐富內涵。
當下，北碚還醉心於金剛碑古鎮的重建——當
年繁榮的煤炭碼頭，曾令傅抱石、于右任、梁漱
溟、吳宓、陳子展等一大批名流因大火扼腕歎息
之地。復建金剛碑古鎮，讓北碚人在家園中找到
更多心靈棲息地，擁抱離別多時的深情鄉愁。其
實，佈滿小鎮的每一間房屋都長滿了文眼，它是
人靜默時雙手合十的獨家記憶。
西南大學前身，原是清光緒年間興辦的川東師

範學堂。黃炎培、于右任、梁漱溟、馬寅初、老
舍、吳宓等人，當年都曾對置身北碚的西南大學
流連忘返，讚不絕口。如今西南大學佔地上萬
畝，在校學生五萬餘人。鳥語花香的林蔭道上，
綠樹映襯着一塊路牌：吳宓路。
名人遺蹟作為北碚的重要文物資源，見證了北

碚的歷史變遷。眾多領域的傑出人物都在北碚留
下了足跡，為北碚積澱了豐厚的文化底蘊。北碚
的每一條小巷，每一條街，都鋪襯着厚重的歷
史、燦爛的文化。北碚人十分珍惜時世流年所賜
予的儒雅忠義，既然它選擇了北碚，就是北碚在
前世已懂了儒雅忠義。
老舍之子舒乙在《第二故鄉的夢》中寫到：

「全國的精英一下子集聚在祖國西南的一個小
鎮，在歷史上很罕見。」經濟學家胡星斗說︰
「北碚像個少女，做着水靈靈的夢。」是的，北
碚是那般古老而儒雅，總以一種深沉、超然態
度——展現出理想生活的樣子。北碚背倚縉雲
山，前臨嘉陵江，表面風輕雲淡，深層富集的儒
雅忠義身影——已然形成巨大的文化氣場和悠長
風水。

話說就在本港淪陷時期，慈
航淨院廣開佛門，兼收男女信
眾，日軍雖然殘暴，亦不敢貿
然騷擾寺廟，此或者與日本人
的信仰有關；另外，亦有傳說
指出，日軍由於認識胡文虎其
人，故此並無強徵他名下的機
構，以及他所支持的組織；及
至二戰結束後，慈航淨院遂回
復為女眾道場，繼續弘揚佛
法，此外，亦開辦教育事業以
作育英才。
就在1952年，智林法師有鑑

於鄉童失學問題非常嚴重，就
在附近開辦義學，校舍由胡文
虎、胡文豹兩兄弟捐助；至
1982年，慈航淨院更獲港府資
助，就在圓洲角興建新校舍，
從而將義學遷至新校址，那就
是慈航學校了；而原先義學則
改為慈航幼稚園，及至2000年
就停辦了，其後將物業贈與佛
教慈濟基金會香港分會作為慈
善用途。
且說在沙田車公廟另一旁亦有

佛教道場，此即為古巖淨苑，為
港人所忽略，此一淨苑由意昭法
師於1951年創建，當中所有建
築物均藏在巖石及綠樹叢林；進
山門後，穿過販賣香燭貢品的櫃
台，可見一處石巖旁的平原，一
排神龕供奉泰國招財女神俺喬的
雕像龕；荷花池塘供奉送子觀音
的雕像；門前有一副對聯：「大
肚包容了卻人間多少事；滿腔歡
喜笑開天地古今愁」；「南無觀
世音菩薩」的玻璃龕亦有一副對
聯：「法雨慈雲眾生受福；金輪
寶蓮蓋兩戒長明」；土地神龕位
有橫額「祥垂福降」，兩旁對聯
云「土生五穀濟貧餒；地產金玉
賜福人」；山徑（證菩提道）有

弦一法師一副對聯：「徑路窄處
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時讓三分
與人嚐」。
意昭法師出身於廣東書香世

家，在 1944 年前赴韶關南華
寺，在虛雲和尚庭下受戒之時
年僅17歲；其後他跟隨虛雲和
尚轉往雲門寺聽教參方；事實
上，1949年中內地政局非常動
盪，虛雲和尚囑咐意昭法師前
赴本港，抵港之後，意昭法師
在荃灣竹林禪院閉關三年，潛
心學習佛法；其後獲得曾璧山
居士捐贈在沙田一幅地皮，更
協助建造佛苑；意昭法師為紀
念先師虛雲和尚，以他的別號
古巖，作為佛苑之名。
古巖淨苑之內的千佛寶殿，有

一座高及天花的圓柱形佛塔，頂
端放置五方佛，此為「五方世
界」的象徵，中央一尊即為毘盧
遮那佛；而佛塔下方，則遍佈千
尊小佛像，營造「千佛繞毘盧」
的意境；就在1995年，古巖淨
苑在千佛寶殿四周牆壁添加四大
菩薩，即觀音菩薩、文殊菩薩、
普賢菩薩及地藏菩薩，以及五百
羅漢像，此一小小空間，遂容納
滿天神佛。
時至今日，進入古巖淨苑參

拜的善信，大多由於苑內有一
尊四面佛像；當年意昭法師經
常前赴南洋弘法，遂結識泰國
之副僧王，1985年獲贈四面佛
像，置於古巖淨苑；據說那是
本港第一尊四面佛像，另外，
亦有本地善信贈送一尊四面佛
像給竹林禪院，自此四面佛信
仰在港傳播；古巖淨苑平日善
信不多，香火至為鼎盛的日子
除佛教法會，即為11月9日的
四面佛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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闔家平安
「帶上口罩吧！」女兒為母親遞上一個

口罩，母親接過後，徐徐戴上，然後二人
默默坐在椅子上，在嘈雜的醫院內傾聽廣
播叫出的每個名字。「今天是初七，人
日，人人生日啊！」女兒呆等多時，想隨
心說些話。「對！初七！差點忘記了，這
個農曆新年真的頗溫暖，好像少了些氣
氛。」母親說罷，閉目養神，又繼續等。
在這和煦的中午，女兒陪伴母親來到醫

院的日間醫療中心覆診。二人甫到達之
時，遙遠已見排隊乘搭升降機的人龍，一
會兒後，上到四樓的骨科門診，登記過
後，才好不容易於略為擁擠的等候區找到
位置坐下，等待醫生呼名。由於流感肆
虐，在人多擠迫的地方務必小心，因此，
母女二人縱使近來並沒患病，仍自備口
罩，恰巧遇上附近有人正在不斷咳嗽，卻
沒戴口罩，也沒用手掩口。
時針移動，分秒流逝，快近三小時，
母女二人終於完成看醫生、付錢買藥及
取藥等程序。沿途四周也人聲鼎沸，二
人直至來到大堂，用醫院提供的搓手液
潔淨雙手，步過自動門，離開醫院後才

真正重獲寧靜。「不如除掉口罩吧！戴得
久，頗侷促，雙耳有點痛。」母親瞥見不
遠處有一個垃圾桶，不由得說。女兒本來
覺得橫豎已戴口罩，不如多走一段路才除
下，因為常常會遇見生病而不戴口罩的路
人，甚至迎面而來，向你咳嗽，可是，戴
得口罩太久，確實辛苦，於是二人便把口
罩丟於垃圾桶內。
二人乘車途中，車廂內不同位置，時

時響起咳嗽聲音。「雖然不知內情，但
病了該戴口罩，病了該多留在家。」母
親悄悄在女兒耳邊說。女兒「嗯」了一
聲，然後憶起早前網絡的一段熱話，有
一名父親問網民，究竟幼兒患流感兼發
燒未退，能否如期到日本大阪旅行，成
功入境？結果，該名父親當然遭到眾人
痛罵，指責他不理小孩病情會惡化，不
顧有機會把病傳染給他人。
下車後步行片刻，母女二人終於回到家

中，立即用梘液洗潔雙手，然後坐在沙發
稍作休息。女兒凝視張貼在牆上的揮春，
左是「身體健康」，右是「闔家平安」，
她不禁默默地在心內為家人再次許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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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香花百卉，令人賞心悅目、驚歎
讚頌，因為它們色彩艷麗、形態各異，用萬
紫千紅來概括，最恰當不過。中外古今的文
學藝術作品中，詠花讚花的不計其數，且名
篇迭出、流芳百世。然而，好花也要綠葉相
扶。綠葉、綠樹、綠草，對於全人類優良生
態環境的造就，其功績遠超百花，綠水青山
就是金山銀山，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更應該多誇誇綠草，多吟吟綠

樹，多唱唱綠葉。令人欣慰的是，當下人類
對綠色重要性的認知和珍視程度，已明顯提
升，諸如綠色食品、綠色衣服、綠色環境、
綠色出行等等的提法，頻率愈來愈高地出現
在媒體上和文件裡，乃至於出現了「綠色金
融」這樣的新鮮詞語。可見，綠色真的很深
入人心，成為口口相傳的好詞、美詞。也許
這也可看作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吧。
綠色，看起來單調，卻是自然和人類健康

與生命的色調！
茂盛的綠色、無垠的綠色、恒久的綠色、

不謝的綠色，正是我們生活的地球最基本最
重要最不可或缺的生命之源。綠色植物，給
人類奉獻了無窮無盡的食品，使人類獲得生

命、賴以生存、繁衍子孫、健康壯大。綠色
植物給動物提供食物，有的轉化為人類經常
食用的家禽家畜。尤為重要的，是綠色植物
的光合作用，製造出永不枯竭的氧氣，正是
人類能夠活到今天的最基本條件。綠色，是
大地之父，更是人類之父。綠色，是自然、
人類、社會和地球生命健康、可持續發展的
最根本標誌。
而今，廣袤田野裡茁長的莊稼的綠色，
崇山峻嶺中蓬勃的森林的綠色，配合着村
鎮城市裡星羅棋布的綠地、綠樹、綠化
帶，整個大地的多數地域，均被無際的綠
色所覆蓋。儘管時序有春夏秋冬之分，植
物有新陳代謝之變，但綠色始終是大地的
主旋律，是大地精力充沛、人類生生不息
最鮮明的特徵。
當我們漫步郊野的綠色田園之中，或公園

的密林與綠地之中，那蒸蒸向上的氣勢，那
舒暢輕快的感覺，如脫籠之鳥，自由奔放地
欣賞這滿世界養眼的綠色。比如，北京頤和
園是世界名勝，遊覽者大多集中在皇家氣派
的宮殿建築中。如果你多次遊此名園，倒可
以改變一下路線，從南如意門入園，在西堤

上步走，你感受到的是另一番景象，那就是
滿眼的綠、沁人的綠、清爽的綠、嫵媚的
綠。西堤景區建築不多，但綠樹繁盛，芳草
如茵。尤其是夏日，在這裡散步猶如在氧吧
裡吸氧，渾身輕鬆，精神煥發，步履輕捷，
通體爽泰。儘管烈日高懸，這裡卻是濃蔭密
佈，溫度明顯低於園外，真是納涼避暑的絕
妙之地。無怪乎老年人在此靜坐、舞蹈、歌
唱，孩子們在此嬉笑、玩耍、奔跑，還有不
少青年人在此練功或野餐。在無邊的綠蔭之
中，大家盡情享受大自然的恩惠與賜贈，體
味着健康與快樂是多麼寶貴。把西堤景區稱
做頤和園的綠肺，名副其實。
類似西堤那樣的大面積綠地，在北京，在

全國各地，已經愈來愈多了。全民懂綠、愛
綠、造綠、護綠的優良風氣，正在普及和深
化。這是國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子孫之
大幸！只有綠色的家園，才是生機勃勃、繁
榮昌盛的。而破壞綠色、踐踏綠色的行為，
都是錯誤的，不可原諒的。
我們珍惜綠色，就是珍惜生命，就是珍惜

人類自己。讓大地永遠芳草茵茵、綠樹蔭
蔭，是每一個地球公民神聖的責任與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