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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花香中的傾談 

                    瞿秀蘭 

各位老師、各位親愛的朋友： 

 在漫漫歲月之後，在幾十年的教學後，在「行行重行行」的人生路走來，到

今天，我站在你們的面前，首先想問自己： 

 我是否真的累積了什麼寶貴的經驗？ 

 我是否真的一路踏踏實實、全心全力的走下來？ 

 我是否真的具備了面對變遷不居的人生的能力？ 

 在明知人生每一階段，之前、之後，可能都是「茫茫一片」，我是否真有一點

洞察、一絲勇氣，篤定持續的自勉勉人—向無法預知的未來？ 

 我頻頻自問，從今晨開始，我就不斷回首、不斷追索，過去的歷程，培養了

我什麼？未來的歲月，又會是怎樣的步伐？坦白說，我只是決定在此和各位一起

面對，一起探索，我沒有解答—人生的實相是人人有各自的背景、各自的際遇和

各自的承擔；人人也有他獨特的眼力，看到他所能發現的風景；我絲毫不能為各

位解答什麼。所有自己生命的問題，核心都在自己，契機也在自己。 

 我原來只想作單純的導讀，為大家介紹這本「當生命陷落時—與逆境共處的

智慧」，但，轉念想到今夏我就要自工作崗位退休了，悠悠三十年，我心如波濤。

又想到很多朋友，久未見面，我似乎可以擴大談話的內容，以此為「臨別贈言」，

也以此告慰自己與好友。因此，容我以這本書為開場白，展開更多的延伸。 

 寸心雖一縷，綿綿豈有盡？ 

壹、生命陷落時 人生開展日 

  一、本書要點介紹： 

   閱讀本書最大的鼓舞來自於看到作者佩瑪、丘卓是如此誠實又自然的

進行生命探索。 

   作者能於生命「解碼」，就是這份承載與超脫。 

   透入復透出，作者呈現了何等修行之果。他有一個勇敢又誠實的靈魂。 

   試摘錄數句點亮全書： 

     「天亮之前，最後的一支蠟燭也熄滅了，然後他哭了起來。他哭，

不是因為絶望，而是因為內心終於柔軟了。他終於能體會世上所有生

命的渴望；他領受了他們的疏離和掙扎；他發現只是一味地打坐是不

會得到什麼東西的，只會更加孤立、更加掙扎罷了。於是他接受了—

全心全意地接受—自己的憤怒、自己的嫉妒、自己的抗拒、自己的掙

扎和自己的害怕．．．。」 

 二、閱讀時的隨想隨筆： 

1. 當局者迷—這常是生命陷落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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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命運」致令的陷落，遠不及自我情緒與習氣的陷落。（如傲慢即是

最大的陷落） 

3. 有什麼教育能比「生命陷落」的經驗如是深刻？痛徹心肺的刹那，心

門竟頓時開放。 

4. 以坦然接受與衷心欣賞的心面對生命，即可拓展新局—去腐生肌，重

塑生命。反之，人生處處是幻滅。 

5. 我們都只是人生過客，許多苦痛來自我們總妄想能成為世間的主人或

種種舞台的主角。 

6. 生命的問題要用生命去處理（用人性、良知等），才是根本之道；用

大腦去處理生命問題，常常只解決了「表面」。 

7. 我們真的可以美學的觀點來看際遇嗎？的確，若非這重重逼來的折

騰、煎熬．．．，生命豈能如是令人震撼、屏息？ 

8. 「陷落」賦予生命何等深度？那四面無依直墜幽谷的恐懼，終使生命

徹徹底底「脫胎換骨」。 

9. 「生命只在呼吸間」，這是最真實的。我們切要體察這一點而勿神馳

外物！（想想多少生命正在數著呼吸，爭取每分每秒的生命。） 

10. 如果，我們一直把生命用在衝突和對抗上，我們不僅無法善待別人，

我們更嚴重的傷害著自己。 

三、陷落之際： 

1. 溫柔而慈悲的體會自己。 

2. 自我覺醒、自我救贖。 

3. 「大死一番」，發機起用。 

4. 無助、無告中，發現不死之愛。 

5. 無可選擇，達人知命。 

6. 豁然莞爾，釋盡古今愁，得失寸心知。 

  四、「英雄」也會陷落： 

    美國作家海明威，他的人生精彩多姿，他的「老人與海」出版後，聲望

達到顛峰，也獲得諾貝爾文學獎。他的人、他的一生、他的作品，都充滿不

凡氣概，他似乎可以是「強者」的化身。「老人與海」中那位在海上八十四天

的老漁夫，和巨大的馬林魚的搏鬥，展現的驚人意志打動了多少讀者！但是，

我們要不要追問：海明威後來的狀況，他在真實生活中有些什麼痛楚？資料

顯示他曾受傷，受傷的後遺症一直折磨著他、糾纏著他，直到他舉槍結束了

自己的生命。他另有一本小說：「勝利者一無所獲」，也令人不敢忽視；如同

老漁夫精疲力竭的終於把馬林魚拖回岸，但只剩一幅巨大白骨（在其他魚群

啃食下）．．．。他要表達什麼？我們能不能質疑：他的生命有「陷落」，且

無以擺脫！他呈現的主題是既莊嚴又絶望的—生命有意義存在的堅持，生命

也是徒勞枉然。他是一個鬥士，但並未貫徹堅持，他巨人般的思想和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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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無助他撐過生命的苦難，我們要怎麼看這一段？ 

貳、生命高於一切：勿浮光掠影看生命，生命是最豐富的教室。 

 一、找到自己—認識自己、接受自己、改正自己，才有真正的平靜和快樂。 

1. 一個從小受忽視，活在沒有安全感中的孩子，成長是很艱難的。 

2. 在終於體悟「價值」是自己給，而非由他人論斷之前，都是一段又一段的

黑暗期。 

3. 「我不夠好」「不夠出色」「我是不討喜的」．．．等等陰影，使缺乏信心

的生命長期困在一場又一場的魘夢中．．．。醒不了、揮不去，蠶食著他

的靈魂。 

4. 直到「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顏色（自家未必無顏色）和姿態（千芳百

豔各有其姿），才有能力一點一點、一塊一塊的重新拼合一個完整的自己。 

 二、力道來自謙卑，來自體恤。 

1. 你的心有多柔軟，你的生命力就有多強。 

2. 溫柔看待生命，勿陷於可怕的剛愎自視。 

3. 常思：每一個生命都是這樣的美；原來，我也可以這樣美；通過美的感應，

才能由此得到力量。 

4. 請時時想著任何一個人對我們的好，不要没感覺，很多遺憾就是在擁有時

「無知無覺」。 

5. 覺察自己的苦，才能理解別人的苦。 

6. 我的筆記本裡，留有一部影片中的一句話：「有時，人就是看不見眼前的

東西」—是的，尤其看不見自己已擁有足夠「受用終身」的東西。 

  三、生命中的感性，乃無價之寶；它或輕或重地敲動著我們的心。既使在最大

的悲劇裡，它也輕柔的在清洗我們的傷痕。 

   黃春明先生有一首詩：「國峻不回來吃飯」，我們一起再讀一遍： 

    媽媽知道你不回來吃飯 

    她就不想燒飯了 

    她和大同電鍋也都忘了 

    到底多少米加多少水？ 

    我到今天才知道 

    媽媽生下來就是為你燒飯的 

    現在你不回來吃飯 

    媽媽什麼事都沒了！ 

   這首詩在追念已逝的愛子，他以這般平實平靜的語調在述說，他以這

樣的方式在面對「陷落」．．．，你能說出你的悸動嗎？ 

   感性的心，在「天地終無情」中，緩緩的滋潤著疲憊至極的心！ 

 四、自我療傷之必要：每個生命都需要「療傷」，連大自然都需要療傷以再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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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人，更須正視自己苦痛之根源，同時在突然掩襲的風暴中，找到「安

頓」的所在。 

 五、寬容的心，何等美好。 

   很多基督徒在作禮拜時，會頌讚「主的祈禱文」，文中有一句「赦免辜

負咱的人」！ 

   能寬恕、能赦免、能和解，才不會為過去所糾纒；你新生、我新生，

共同迎接新人生；没有舊恨，没有新仇，人生短促寶貴，豈能在沒完沒了

的是非恩怨中耗盡？ 

   我們要警惕：是否會不自覺偏執、狹隘，而終至「相持不下」！讓人

生簡單明淨吧！ 

 六、無論看什麼、做什麼，就是一個心： 

1. 天地萬物各有其「本心」「本色」，不消人之評斷美醜優劣，人亦然。 

2. 人在生老病死的苦外，另外的大苦，就是「分別心」「較量心」—從你嘴

中射出來的箭或吐出來的蜜，都是你的心變現出來的。放棄「一爭高下」吧！ 

3. 心，造作出了一切。可懼的是它會偏頗、會蒙蔽，因此，它造作了藩籬、

造作了怨怒、造作了嫌棄—腐蝕著我們原有的愛心。 

4. 為什麼我們總是陷自己於這樣的境地？「生氣的心」不自覺的陷自己的心

靈於萎縮之中，我們同時也陷入了可怕的遲鈍之中，甚至沒有了感應或回

應善意的能力。 

5. 愛你的人，就是見證你是如何真誠的、用心的在活；沒有足夠的理解和情

誼才會有不斷的批判和挑剔，嫉怨造成糾結、造成可怕的「載胥及溺」—

雙方共同的「陷落」。 

叁、關於愛—天若有情天亦老  人間正道是滄桑 

一、不曾愚昧過的人，等於不曾活過。 

    在座諸位：你有多少力量控制你的心？當你聽到心兒砰砰作響，你是

在抑制它「你聽話點，不要蠢蠢欲動」，「不要給我惹麻煩」；還是順服它的

召喚，感應它和你一樣「不由自主」？ 

   我相信：愛情使人「蒼老」（它其實深化我們對生命的思考），因為，

愛情的本質有時等同磨難，「規則」之外尚充滿未知。 

   關於「真愛」，你有信心保證它的一切嗎？即使有所修為的人，最後能

淡然放下，也是有「恍若隔世」「刼後餘生」之感。水晶先生嘗言：「情是

一種自焚、一種辜負、一種傷害。」不知各位有多少認同？不要急著下斷

語哦！（以上所言，並未否定它所帶來的甜蜜。） 

    愛情（或命運）攫住你時，是同樣的「凶險」，生命中的「真情」豈能

只是「執着」，執着必然纒縛，失去自由與自主的心，如何不焦慮、迷惘？ 

   以下摘自我的筆記本，那是我讀報端一篇文章後寫的感想： 

   今日，在報上讀了一篇陳玉慧女士寫的「雨果女兒的傷心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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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不必濫情，但，內心酸酸的，即使授課的間歇，也似見那遠處孤獨 

的身影，徘徊在沒有盡頭的尋索中，天色漸晚，霧氣迷漫，她找不到回家 

的路。 

   為了愛，還是為了生命（她把生命的一切都寄託在此？）她如此孤注

一擲地完全不給自己回頭的機會。 

   我能說：愛的痴狂，緣自愛的盲目、愛的偏執嗎？另有一個不可忽視

的原因：她太孤獨了。無告無依的心渴望著相應相求。那於她，等同於美，

因此，與其說她執着於愛，或許亦可謂她堅持著美。美，才能滋潤她的生

命，才能點燃她的活力，隨著美而來的感動與悸動，是她活著的象徵。但

是，生命的詭譎卻以瀰天蓋地之勢襲來，茫茫天下，哀哀心靈，何有依恃？

愛與美全無依憑。 

   她的執拗，成了凌遲她生命的一把尖利的刀，她時時殷殷追索，時而

蜷縮一角，默默的嗜著自己的血．．．。 

   這難道不是悲劇的一生。絶望又幽暗的一生，竟是渴求溫慰與理解所

致？而在整個艱苦的歷程中，她的才藝、她的美貌、她心思的敏銳、她性

情的純真，全然都「束手無策」—她的心在失序失路又失措中萎頓了．．．。 

   濃濃大霧中，一切皆虛幻若夢，無所依歸的靈魂，會在那一站中力竭

而盡？ 

 二、不得春風花不開，花開又被風吹落。 

   我想再看蔡琴的例子：在楊德昌過世時，大家再度去找蔡琴和他的八

卦，我只注意到蔡琴曾大方的發表一張聲明：「讓他活在我的歌裡吧！」她

已無怨，聲明稿中有一句撼動了我，她說：「我感謝主，在他生命結束前，

是與他的最愛在一起」，她說：「我感受一次這曾經的愛情，一次比一次平

靜、勇敢。」 

   各位，她是一個愛情的正例。「此情誰能已，無情如流水」，但她正面

挺受了。我願向蔡琴致敬。 

 三、讓我們欣賞純真的心、躍動的生命。 

   我們再舉一個比較「極端」的例子，以擴展我們對愛的深層探索：現

年八十二歲的第一位華人諾貝爾獎得主楊振寧先生，數年前與當時芳齡二

十八歲的碩士研究生翁帆在北京訂婚，次年結婚；我注意到當時楊先生形

容翁小姐為「上帝給我的老靈魂，一個重回青春的歡喜」，我真的動容。 

   楊振寧先生是這樣形容翁帆—没有心機又善體人意，   

         勇敢好奇又輕盈靈巧，   

         生氣勃勃又可愛俏皮。 

   我簡直驚訝到愣住—在這幾句簡單的形容中，我真的看到一個靈動、

躍動的靈魂，看到命運的身影，讓一個似乎已與愛、青春、浪漫絶緣的老

人，用他依然敏銳的心，呼應一個青春躍動的女孩身上那可貴的靈氣；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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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一定也看到楊先生垂老的身上有一顆未被時間摧殘的心—充滿愛的力

量。他們尚有一個共同點—都有相當勇敢的靈魂，能要，能不要。不看眼

前，不看未來。就是牽手的此刻，他們彼此的心找到了護依。任何聲望、

地位、青春．．．都不能給的護依。 

   我一點都不想也不必追問他們現在如何？幸福嗎？過得好不好？這些

重要嗎？令人震撼也令人祝福的是：兩個同樣可愛又俏皮的靈魂相遇了，

最純真的一切抵禦了最複雜的一切，他們只是彼此發現、勇敢的走向對方，

相握的手，相惜的眼，高乎一切之上。 

   這個故事的重點在：當兩個生命想互相照顧時，誰有評斷的權利呢？ 

肆、讓我們一起省思、一起勉勵、一起創造豐富的生命之旅。 

 一、以清醒覺察的心，看自己的問題。 

1. 活著，為愛而活，不是只企求被愛。愛，是自我能量的象徵，被愛與否，

常是上帝的工作。 

2. 愛人、愛理想、愛人生道上相遇的好人好事好風光。如是活著才靈動有活力。 

3. 我們不依賴別人給我們快樂，破除種種內在的依賴，自適自在才有真正的

自得。 

4. 我們很怕失去，惟恐失落減低了自我的價值；殊不知最該害怕的：是自己

何時變得如此「冷硬」？ 

5. 要多少苦痛才能讓人「蛻變」？有一位作家寫自己手術前的心情：「待決

的肉身困於病房，頓覺一無是處。」在生命最貼近孤獨的時刻，我們能有

多少「猛醒」？ 

6. 你知道如何疼惜人嗎？一份疼惜一份生命力，一份生命力一份安然坦然；

控制與佔有只是不斷在製造問題。 

7. 學會「放棄」，放棄，不是無情、忘情，是對生命（同時對自我）更大的

悲憫。 

     最渴望擁有的，往往最難把握；因緣聚散是不解之謎，拒絶揭開它的

誘惑，「安時處順」，接受「無以為力」的事實。 

8. 人生當有全力以赴的志業。 

    不只是「責任」（如何為人子、人夫、人妻、人母．．．等），心存志

業與之並無相悖。生命意義的體認與追尋，是人生動力之一；即使無以「利

他」「成物」，但念念存善、為善，此心自有基點。 

9. 人間乃是一個「妙喜世界」，打開「妙喜」之門，在「出離心」之培養。 

     「出離」非放棄，乃是巧妙的距離、優雅的自制；我久已不動瞋怒，

情境當前時，我提醒自己的不在洞見對方的弱點，而在專心面對自我生命

的缺陷，再思如何調整以拓展自我生命，我的心逐漸「出離」，出離可能

陷入的漩渦。 

事來則應，事去不留。順應自然的變遷，不強求人知我，但期此心之

平靜。感恩自己所有，欣賞生命之美；對無妄之災，有傷感但不耽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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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之間難免紛雜，更幫助我清楚的看到人我生命中的諸多問題，也看到

自我一路之履痕，踉蹌、蹣跚，甚至迷途．．．，更見生命之途陷阱遍布，

因此悲憫益切。所有的苦痛在「出離」之後，我心如朗月，觸目皆是一個

處處豐饒的「妙喜世界」。 

二、微斯人，吾誰與歸！ 

      每思岳陽樓記范希文之表白：「微斯人，吾誰與歸！」但覺范公心境，

絲絲入扣。「斯人」不盡為往聖先賢，「斯人」也可謂我們一路行來相逢或

不期而遇的善知識。有心有緣人，都是照我靈府，慰 我心魂的貴人。 

    經典有言：「我久遠來，睡於世間愚癡盲目，忽於今者令我目開。」 

  讀來若昏眩中乍醒．．．。 

  也曾讀以下數言，為之慚愧垂淚不已．．．。 

  「我從昔來久失導師．．．，我常縛在世間牢獄．．．。」 

   「勿令我身由此因緣而致斷命 

  勿令我身由此因緣退轉菩提 

    勿令我身由此因緣身苦心惱」 

   人之相遇，期在善緣。互相學習、互相扶持，切莫彼此對立，冷漠相

向；讓我們一起互勉互許．．．，謝謝所有容我知我惜我的所有朋友。 

 伍、結語：陰霾之上，必有藍天。吾人仰觀俯視，蒼茫中自有磅礡。 

   我一直很喜歡這幾句：「你有沒有注意過光秃的枯樹獨立於大地，

它是多麼美。它在等待著春天。當春天來臨時，它再度以豐盛的綠葉

為大樹譜上歡樂的音符。等到深秋，葉片又被吹走，這就是生命之道。」

（人生中不可不想的事。方智） 

   我們的人生苦樂相尋，悲喜無常，我們的內心充滿恐懼不安．．．。

直到我們正視「生命之道」—生命確實無法穩若磐石，生命確實變滅

須臾；但，我們已逐漸能體會品嚐它含蘊無盡的內涵。直切核心就如

同我的標題：生命高於一切，高於一切自然也包含它所給予我們的一

切試煉。 

   容生命以它的奧秘帶領我們前進。不看成敗，不問得失；青青芳

草，無有盡頭。生命無所不在，讓我們一起馳騁一起漫步，在每一個

如此美好的時刻。 

    最後，我還要再留一句，「倉促的世界使我們與較好的自己分離太

久，而且逐漸萎靡．．．，」是不是這樣呢？有沒有這樣呢？我寫至

此，念天地之悠悠，念我之親我之友，真是情難自己．．．。 

   當年年五月花香瀰漫時，願諸君記取昔時志意，憶及今日傾談。 

   生命高於一切，深深的祝福在座諸位！ 

 

  

             2008.5.15.于成功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