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ch  14  2024   Thursday    Page7Chinese  Commercial  News大眾論壇

t一
二○二四年三月十四日（星期四） 商報

李榮美 莊勇

施明德的一生傳奇之迷 華社百態面面觀（上）
世事千變萬化，曲折離

奇，撲朔迷離。我們知人知
面不知心，就是兄弟，當你
付出了畢生的心血後，也未
必會對你施恩圖報，最後你
功虧一簣，反面無情，務要
將你壓下底，站在你的頭上

放尿而後快。所以語云：虎落平陽被犬欺，
沒有辦法。我們作為文藝的，一定要寬懷大
量，所謂丞相肚裡能撐船。另有說：虎毒不
食子，有時候我們看在眼裡，痛在心裡。父
兄吧！不談了。

最近台灣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病逝，
施明德是台灣一位綠營的風雲人物，他曾
經坐過黑牢，他曾提出「共識決」。來處理
兩岸問題，紅衫軍反貪腐贏得藍綠兩營的尊
重。

施 明 德 是 台 灣 黨 外 運 動 主 要 人 物 ，
一九四一年出生於台灣高雄；一九五九年進
入砲兵學校；一九六一年畢業以少尉軍官駐
金門；一九六二年涉台灣獨立聯盟案被捕；
一九六四年被判無期徒刑。十五年後出獄，
後參與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被捕判刑。以
政治犯身份坐牢廿五年，出獄後任民進黨第
六屆主席，擔任多屆立法委員。

在我的心眼中，施明德可以說是一個
玩世不恭，台灣政壇的風雲人物，穿著隨
便，頭髮留著馬尾，衣服破爛不整；但是他
從來不向環境低頭，他的印象給所有的台灣
人都會對他另眼相待。

在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結果出爐後的
兩天，一月十五日凌晨施明德病逝於榮民總
醫院。

當天是他的生日，享壽八十三歲，這
名風靡全台美麗島的政治犯，又是倒扁紅衫
軍領袖的綠營怪傑，一生精采顛沛，令人稱
「怪」。

施明德日前驚傳肝癌復發，住進加護
病房，這個消息最早在去年十二月四日由資

深媒體人陳文茜在TVBS中透露。
施明德確實是位怪傑，為了台灣言論

自由及政治自由，他坐了廿五年又五個月的
黑牢，其中長達四年又兩個月的絕食，還強
迫灌食三千零四十次，更是台灣民主史上的
空前記錄。

施 明 德 曾 經 自 稱 ， 他 總 是 站 在 「 總
統」的對立論。當年他批兩蔣獨裁，要求解
嚴。發起百萬紅衫軍倒扁，贏得社會反貪腐
訴求高度的認同。

個性浪漫的施明德結過三次婚，在施
擔任民進黨主席後，他與妻子艾琳達離婚，
這名在黨外時代就很出名的美籍人士，以關
懷人權著稱，對於前夫發起倒扁運動，他並
不認同，甚至大義滅親。

當年七十四歲時仍志在千里，宣佈參
選總統，提出了涵蓋當前台灣政經問題的六
大主張：

一 、 成 立 跨 黨 派 和 世 代 的 大 聯 合 政
府；

二、用大「中」一中架構取代一中原
則；

三、兩年內公投修憲改內閣制；
四、不政忍政府，政策割肉餵虎；
五、政商關係正常化及透明化；
六、制定現代化法典於二〇一八年交

付公投。
我們平心而論，成立聯合政府，改內

閣，反貪腐等主張。至今仍是台灣政治改革
最大的公約數。

如今中選的民進黨賴清德及蕭美琴是
屬於民進黨的深毒派，但是賴如今是騎虎難
下，上下不得，他不敢公開挑撥中共鼓吹
「台獨」，為恐擦槍走火，而如今美國亦開
始對中共示好，對得不到美國對台獨全力支
持，台灣就會生靈塗炭，四面楚歌。所以統
獨的問題不是一時就可以解決的，這點賴清
德心知肚明，來去不得，台海現在是不會發
生戰爭的。

近些日子，筆者經常分
別跟幾個不同群體的好友一
同聚餐，這些好友分別是以
前的同學「鄰居」教友、校
友、鄉親或者同事，還有一
些文壇的同仁等等。 大家都
非常珍惜彼此之間的友誼，

加上每個人的年紀逐年增長，尤其是疫情期
間又有不少相知先我們而去，令我們感到人
生無常，日子苦短，聚少離多，不知道 還
有多少機會能夠大家聚在一起，所以每次的
聚餐，筆者都會把我們拍下的照片傳上臉書
存念。

文 友 塗 一 般 在 臉 書 上 看 到 我 們 的 照
片，常常都會留言說：「每次都看到你跟不
同群體的朋友在一起，你真是交遊廣闊，相
識滿天下」。 筆者看後向其回應說：「跟
您想像的恰恰相反，小弟是最不善交際應酬
的」。

筆 者 確 實 是 既 不 善 交 際 ， 又 不 會 應
酬。 每次的聚餐，通常都是三五知交，最
多十來個好友；最厭煩則是大場面的社交活
動，尤其是近十多年來，筆者在機緣巧合下
先後三度在兩個社團（商會） 服務，每逢
有婚喜壽慶，若非極度要好的親友，都是能
免則免。

多年前，一位在某規模不小商會服務
的好友因有事要離職，該商會秘書長是筆
者在報社的舊同事，所以她就問筆者是否有
相熟的人可推薦，剛好一位朋友正在 找工
作，筆者於是跟他聯絡。 

那 間 商 會 開 出 的 待 遇 和 條 件 都 很 優
厚，可是那位朋友一聽說是商會馬上一口拒
絕。 

他說，無論是商會還是鄉會，在社團
工作是一件十分不光彩的事，人家一般都把
佐辦當「粗差」使用，而且社團幹事在菲華
社會中絲毫沒有半點身份地位，甚至 比華
校教師和華報從業員還卑微。

筆者當時認為這位朋友的觀點過於偏
見，惟到自己本身也在從事這個行業後，才
深深體會到朋友的感想。 十幾年的社團工
作，令筆者意識到這個社會的冷漠、世態的
炎涼，以及人情的淡薄。

擔任社團工作後，筆者最怕就是出席
婚喜壽慶等宴會，由於自己的社會地位，每
次在那些場合中，遇到社團裡認識的人都不
知所以；不想跟人家打招呼，有時候人家其
實是 低調隨和的人，我們的動作，反而讓
人家以為我們不識抬舉。 但當對方是我們
相熟的人，我們認為禮貌上要跟人家打招呼
時，對方卻把我們當空氣，我們的臉一時之
間都不知道要往哪裡躲。

根據筆者多年的經驗，許多真正僑領
反而非常熱情，一點架子也沒有，倒是不少
事業稍微有些許成就的人，極度囂張跋扈、
目中無人，彷彿自己是天下第一首富，不可
一世。 

其實這種人是最可悲、最可笑，連天
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都不知道。

雖然這些人令筆者有自卑感，但是絕
對不會高攀他們，更不會在意他們瞧我們不
起。 

因為我們既從未曾向他們借錢，也不
需要他們的施捨，你當我是空氣，我也當你
是透明塑料，大家彼此彼此！

最近在兩個大場合中的親身經歷和體
會，更令筆者意識到，不少團體的理事之
間互相稱呼「自己友」，但這並非意味彼此
是來自同一個地方抑或是從事同一個行業， 
而是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 有些人被公認
低調隨和，其實他們並非對所有人都是持一
樣的態度，若非「非富則貴」之輩，他們根
本就不屑一顧。 

這十幾年，筆者嚐盡了社會的酸甜苦
辣，親身體會到人間的冷暖，這種刻骨銘心
的經歷和感受，將會畢生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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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春來

問世間，情為何物
——讀元好問的《摸魚兒‧雁丘詞》

萬事皆有靈，大雁亦
如此。八百多年前，元好問
與同伴赴山西太原趕考，路
遇一捕雁者正對人說一件奇
事：他將捕獲的大雁殺了。
而奮力脫網逃去的另一隻，
在空中不住盤旋哀鳴，去並

不飛遠。讓他想不到的是，逃去的那隻大雁
看到同伴死後，竟然自己也投地撞死！元好
問他們有感於大雁殉情的事，便花錢買下了
兩隻大雁，將其葬於河邊，還用石頭在上面
做了標記。這就是金代文學家元好問作《摸
魚兒‧雁丘詞》的來龍去脈，那一年是金宣
宗泰和五年即1205年，當時元好問十六歲。

這首詞的小序把大雁殉情的事，記載
得十分清楚：「太和五年乙丑歲，赴試并
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旦獲一雁，殺之
矣。其脫網者皆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
死。』予因買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為
識，號曰雁丘，時同行有多為賦詩，予亦有
《雁丘辭》。舊時作無宮商，今改定之。」

《雁丘辭》正文如下：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
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癡兒女。
君應有語：
渺 萬 里 層 雲 ， 千 山 暮 雪 ， 只 影 向 誰

去？
橫汾路，寂寞當年簫鼓，荒煙依舊平

楚。
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風雨。

天也妒，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土。
千秋萬古，為留待騷人，狂歌痛飲，

來訪雁丘處。
「 問 世 間 ， 情 為 何 物 ， 直 教 生 死 相

許」，開篇一個「問」字破空而來，似雷霆
萬鈞，先聲奪人，又如熔岩沸騰，奔湧而
出。顯然作者被大雁的生死至情深深地震撼
了，於是他問自己、問世人、問蒼天，究竟
「情是何物」？竟至於要生死相許？這是對
至情至愛的盛讚，這「直教」二字，則聲如
巨雷，驚天地，泣鬼神。

一開篇即為下文描寫雁的殉情顯露了
筆勢，也使大雁殉情的做法得以昇華。臺
灣著名歌手姜育恆的《梅花三弄》就引用了
這句話，「……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
生死相許，看人間多少故事，最消魂梅花三
弄」。那憂鬱的氣質，滄桑的唱腔，讓多少
人聽了如癡似醉。

「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
這是大雁生活的寫照。大雁比翼雙飛，南
來北往雙宿雙飛。作者把他們喻為「雙飛
客」，賦予它們以世間夫妻相愛的理想色
彩。作為侯鳥，它們註定要有距離遙遠的旅
途，「天南地北」及「幾回寒暑」分別從空
間和時間上落筆，用高度的藝術想像力概括
了恩愛「夫妻」夫唱如隨、形影相伴，相依
為命的深情，為孤雁的最終選擇殉情作了必
要的鋪墊。

想想多少年來，「歡樂趣，別離苦，
是中更有癡兒女」，大雁夫妻和人也差不
多，它們長期以來共同生活，有團聚的快

樂，也有離別的酸楚，平平淡淡的生活也
好，經歷過太多風吹雨打也好，這對「雙飛
客」早已心心相印，一往深情，矢志不渝。
人世間也有許多真心相愛的癡情男女吧。所
以，薑育恆的《梅花三弄》才會唱道，「紅
塵自有癡情者，莫笑癡情太癡狂。若非一番
寒澈骨，那得梅花撲鼻香。」

事到如今，獨留的孤雁會怎麼樣呢？
詩人設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
山暮雪，只影為誰去」，殉情的大雁一定會
想到，相依相伴，形影不離的伴侶已逝，
自己形單影隻，前路渺茫，於是它痛下決
心，「自投於地而死」。這「萬里」、「千
山」，寫的是征途遙遠，「層雲」、「暮
雪」說的是前景艱難。這幾句用烘托的手
法，揭示了大雁心理活動的軌跡，讓人看清
了它殉情的深層原因。

物是人非讓人心痛，可往事偏偏歷歷
在目，比如眼前的「橫汾路，寂寞當年簫
鼓。荒煙依舊平楚」，說的是，這汾水一
帶，當年本是帝王遊幸歡樂的地方，可是現
在已經一片荒涼，平林漠漠，荒煙如織。據
《史記‧封禪書》記載，漢武帝曾率文武百
官至汾水邊巡祭后土，武帝做《秋風辭》，
其中有「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
波，簫鼓鳴兮發棹歌」之句，可見當時是簫
鼓喧天，棹歌四起，山鳴谷應，何等熱鬧。
而今天卻是四處冷煙衰草，一派蕭條冷落景
象。古與今對比，繁華落幕，傷心大雁，天
涯孤旅，去向彷徨。

斯人已逝，只有餘音繞樑，未忘者做

什麼也許都無濟於事了，比如，「招魂楚些
何嗟及，山鬼自啼風雨」《楚辭‧招魂》句
尾均用「些」字，所以稱「楚些」。這句意
思是武帝已死，招魂無濟於事。「山鬼自啼
風雨」，《楚辭‧九歌》中有《山鬼》篇，
描寫山中女神失戀的傷悲。這兩句借《楚
辭》之典，映襯孤雁的真情、傷悲和淒苦。

可大雁生死相許的深情，那不一般，
也許連上天也會嫉妒。「天也妒。未信與，
鶯兒燕子俱黃土」，所以，這對殉情的大雁
決不會和一般的鶯兒燕子一樣，僅僅化為黃
土。這幾句以平凡而終的小鳥來襯托大雁的
情懷，更加突出了大雁愛情的崇高，為下文
說的後人會尋訪雁丘作了鋪墊。從這方面來
說，這對大雁遇到了詩人元好問，才有機會
「留得生前身後名」，與世長存吧。

「 千 秋 萬 古 。 為 留 待 騷 人 ， 狂 歌 痛
飲，來訪雁丘處」，詞人展開想像，千秋萬
代後，也會有「鐘於情」的騷人墨客，來尋
訪這小小的雁丘，來祭奠這一對愛侶的亡
靈。「狂歌痛飲」可見詩人傷感之深，哀思
之深。「千秋萬古」，是詞人目光高遠，由
此也延伸了全詞的歷史跨度，使主題得以昇
華。

這首詠物詞對大雁殉情而死的故事進
行了發挖，通過對大雁生活的回顧和細膩的
心理描寫，再輔以憂傷的環境氛圍來烘托和
渲染，譜寫了一曲淒惻動人的戀情悲歌。這
首詠物詞運用了比喻、擬人手法，打破了人
與物的界限，使大雁「至情」擴展到世間萬
物，讓人讀後深受感染。

而「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
許！」一句，更成為了描寫忠貞不逾愛情的
名句，傳唱至今。

現今這樣生死相許的愛情故事，已十
分希罕了。君不見，有人一有錢就包二奶、
三奶，甚至於包數十、上百情人的也有，而
媒體報導稱，被捉的貪官95%包養老情，我
看這就是各取所需了，更沒有什麼忠貞愛情
在裏面。

由此看來，八百年前的戀情悲歌多麼
珍貴！

謝如意

《行者寫者學習者》自序
沐浴午後的陽光，感恩

天地恩深長。昨天《車駕寶
典》公眾號主辦方要我為自
己最近半年來的寫作結集寫
個序，今天下午就在微微涼
風相伴中理辦。

名人大作最會吸引崇拜
者的追捧和看重，因此才有了歷史上的「洛
陽紙貴」美傳。我自稱寫者十足平凡，平時
習作也都是囿於個人極為有限的見聞抒發情
懷而已，本沒有可能給讀者什麼寶貴的贈
言，只是無形中因愛以誠見誠以文會友，所
以往往單相思般混跡毛遂自薦，有意無意騷
擾了部分對此毫無興趣甚至反感的人，是應
在此順表致歉的。

我之所以會成為這樣一個寫者，除了

承有的微友不棄且看重約稿外，主要是發
自自己心靈的呼喚而致。因為，自從中學時
代開始，我記得自己就跟三兩個同學一起，
特別愛觀察和思考生活，我又特別有個有所
思有所記的習慣，這大概就是寫者的成因之
一。

毫無疑問，如果我不是從小就是有對
生活十分小心和十分投入的生活行者的實
際，我的寫者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從
那時候開始，對親長師長教誨的話兒我都是
十分地相信和聽話照辦，因而點點滴滴多多
少少的進步是有耕耘必有收穫的。如果曾經
有過品學兼優的時候那就是明證，特此感恩
致敬！

「我愛人人，人人愛我」就是我從小
接受的教育和進行的實踐，因為面向人人，

所以從小學中學大學至今，從來都想你好
我好大家好，沒有特地與張三李四交朋
友，也不懂得怕因此自己成了孤家寡人。
因為覺得如果篤善博愛之路行不通，再多
交的朋友又有何用？說不定反而會招惹被
朋友損害禍患呢。

後 來 我 也 在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裡 見
到「光明正大」牌匾，看過保和殿中和
殿，好像還有太和殿吧？總之，都主張個
「和」字。要是我拾人牙慧套用一下，如
今可以寫句：一和天下無難事。和從何
來？百善堂中有太和！

由此想來且撫今追昔，我發現自己這
個生活的行者，就是堅持走在篤善道路上
的行者。

因此，當這樣的行者作為寫者的時
候，字裡行間唯善是歌是取，對惡會恨會
針砭。

儘管文章對事不對人，難免會令有人
愛「對號入座」地嫉善如仇的。這也沒辦
法，「能憎，才能愛」！哪一個性情中人
不是有強烈的愛憎的呢？「老好人」其實
不是好人喔。

一個行者做著寫者的事，總是在生
活的天地裡摸爬滾打的。至少出於對自己
的尊重，這樣的行者和寫者必然是個學習
者。否則哪有那樣多的「雞毛蒜皮」般的
小事裡能烹調出生活的百味來共享？試千
劍而識器辨真，歷萬事而自知知人，不經
嚴冬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

一個學習者是該有正確的選擇操守
的，「莫因善小兒不為，勿因惡小而為
之」，見善思齊與防微杜漸齊頭並進雙管
齊下，本來就是不足為奇的。只是在「一
切向錢看」的環境中，一切正當美好的修
為都往往有被鄙視甚至污蔑的可能，誰能
夠經得起那些「一切向錢看」的圍攻而不
僅不倒，甚至更加強悍無敵，那才真正有
點真正的行者寫者學習者的氣質和實力
喔。

《行者寫者學習者》即將問世，敝
帚自珍的我感恩感謝主持印刷成紙質者的
恩情，也自言自語般寫了以上的話聊充自
序，不怕貽笑大方，只如這午後伴斜陽，
光明、溫暖！

謹與大家共勉虔誠向善、龍年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