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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源森 靜銘

寫閩南語與粵語詩詞 喜晤施勇妙學棣
詩 歌 寫 多 了 ， 忽 然 想

寫閩南語與粵語等方言的詩
詞，因為這兩種語言，是繼
普通話（華語）之後，目前
中國與東南亞華人地區最通
用 的 語 言 ； 閩 南 人 風 趣 幽
默，從其高甲戲可以看出端

倪，其中的丑角詼諧有趣，冠絕全國；順帶
連閩南俚語也生動、趣味橫生；閩南的南音
更是傳唱了千百年，而歷久不衰。

要寫閩南語的詩歌，我們不得不請教
一些老前輩了，這兒有五首，還請各位老前
輩指教。至於粵語，香港的粵語歌曲盛極一
時，粵式文字更是一絕，是中國的第二大通
用語言，影響力實在無與倫比。

<一支草一點露>
萬事都有天照顧，一支草來一點露，
只要認頭認路去，人吶骨力天幫助。
（ 意 指 人 要 努 力 勤 奮 ， 上 天 會 照

顧。）

<白白布染啊烏>
代誌攏愛講道理，晤倘白賊騙自己，
白白布吶染啊烏，叫人怎樣相信伊？
(意指做事要講道理，不能假的說成真

的，白布也給他染黑。)

<出門朝朝難>
外地欠用人，朋友來幫忙，
在厝日日好，出門朝朝難。
（意指出外不比在家，需要朋友的幫

忙。）

<一面抹壁雙面光>
做人真正敖打算，一面抹壁雙面光，
獨個呵咾無人嫌，才情到氣有學問。
（ 意 指 面 面 俱 到 ， 懂 得 一 舉 兩 得 的

人。）
     

<田無溝水無流>
代誌唔免攪攪扯，你我之間無意思，
田無溝格水無流，各人個人顧自己。
（這是比喻兩個人之間再無瓜葛，可

以各奔前程。）

粵語詩歌
<邊位邊個係邊度>

邊位邊個係邊度？呢個嗰個睇幾個，
好嘢食嘢食乜嘢？去咗做咗做完咗，
你冇我冇佢都冇，搵嚟搵去搵唔到；
粵語文字幾難學，滿頭霧水暈陀陀。
（香港人喜歡用粵式文字，以突出自

己的與眾不同。）

不話黃金不話銀
年華逝水苦傷神
青山不老人趨老
相約青山醉梵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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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贈蒲公英文友

反獨批美烹日寇
一支妙筆寫山河
雄師南定台灣日
台北樓頭唱凱歌
2024年7月15日

吳奮勇

每一片葉子
都有自己的獨特的音律

——序楊秀鳳文集《草木之音》
大千世界，甚是奇妙。

植物王國，亦是如此。我們
跟 植 物 的 親 近 ， 起 始 於 比
《詩經》更久遠的年代。一
部《詩經》，就是一部博物
學百科全書，楚辭、漢賦、
唐詩、宋詞、元曲……萬物

有靈，草木如織。一部文學史，是與草木相
生共榮的歷史。

時值盛夏，展讀秀鳳老師的文學作品集
《草木之音》，不忍釋卷。這不是一本專門
的草木風物誌，然而字裡行間處處有草木葳
蕤，花枝搖曳，碩果生鮮。那些風吹葉舞，
雨打山林；那些鳥鳴於樹，蟲爬籐蔓；那些
稻穀金黃，荔枝熟透……見證歲月、熱愛和
無數的美好。

文學作品的創作離不開採風，采風是
作家們為了更好地創作，去到特定地方親身
感悟當地自然人文景觀、民俗風情，歷史淵
源，採集有利於創作的素材。秀鳳老師總是
積極地參加各種采風活動，並認真

完成「作業」，第二輯「茶香和光」
就是最好的例證。我們一起來品讀下，她筆
下的草木。《白桃聖水》：秋天，小溪載著
葉飄下的消息，告訴人們，紅豆杉上的果子
熟了；《大美國公山，詩意煙雨行》：感覺
自己沐浴著一朵蓮的芬芳。這裡的每一塊石
頭、每一棵小樹、每一朵茶花甚至每一棵小
草都有著蓮的禪意；《東坑的慢時光》：
田野裡，一壟壟墨綠色的山藥，葉子正在秋
風裡唱著鄉村振興的讚歌。一串串山藥種子
掛在那裡，悄悄地告訴我們，它比淮山多了
一串可愛的風鈴。而地底下的果實只管自己
悄悄地努力，從不喧嘩，在光陰裡慢慢地伸
展她那婀娜的身姿，不疾不徐；《梅占香自
遠，繁華藏樹間》：猛然發現梅占茶園裡一
個又一個小花苞在茶樹間悄悄孕著，慢慢地
想好一朵開一朵。扒開茶樹仔細一看，有好
多朵小茶花悄悄地在茶樅中靜靜地盛開著，
那潔白的花瓣，金燦燦的花芯，像極了一朵
朵盛開的臘梅；《廊橋溪聲》：一棵棵百年
老楓樹，紅過，禿過，按著季節的拍子，又
綠了。「人間何幸有草木。它們溫暖，寬
厚，是我們不說話的親戚。」她對於熟視無
睹的草木，進行精心描繪、細緻刻畫、如畫
再現，把我們帶進美麗的植物世界，甚至
親身接觸草木，思考入微，尤其是發表在
《中國作家》的散文《蓬萊，梵音繚繞禪意
長》，寫的是她的第二故鄉「蓬萊」，文中
借助鐵觀音、花生、鼠曲草、松柏、木荷等
植物，敘述自己的不凡經歷，恰如其分地融
入歷史故事、民間傳說和所見所想，然後
說：「頓時覺得這裡不僅是岩石，而是這裡
的每一棵樹，每一株草，都盛滿了佛光禪
意。」行文流暢、意蘊厚重，富有感染力，
可謂上乘之作。

如果《草木之音》僅僅有這些，就顯得
單薄。我繼續閱讀她的文字，腦海閃現這樣
一句話：「草木無言，始終陪伴你我身旁，
在四季更迭間，述說著生命的希望。」

我和秀鳳老師都是金谷人，同在安溪
九中就讀初中。她的老家----元口村，我也
有些熟悉，我的姑母就是嫁到那裡，小時候
我經常去「做人客」。在我的記憶裡，那渡
口，那供銷社，那花生地，那甘蔗林，那人
來人往的「元口圩」……元口大橋通車時，
我也去看。我的表妹站在敞篷的汽車上，打
著腰鼓，那神氣一直印在我的心靈深處。

《 雙 橋 比 翼 溪 風 勁 》 《 遠 去 的 「 墟
聲」》《一段鐵路的絕唱》這三篇是寫她老
家的佳作，文中有回憶，有歎息，有展望。
《遙遠》這篇是回憶他的大哥，長兄如父，
兄妹情深，令人動容。這本書中僅僅這四
篇，濃墨重彩地記錄，期盼寫出更多的具有
金谷元素的作品，為故鄉的發展鼓與呼！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沒有？在這本書的扉
頁，有三句話，溫暖得像漫山遍野的山花。

第二句是「孩子成長，如草似樹，聆聽心
聲，見證茁壯」。初看有些不解，甚至認為
她是在牽強附會。此刻，我腦海裡翻騰著這
樣的一個畫面：幾個人圍在一起吃飯，海闊
天空，突然有一人，轉到教育孩子的話題，
接著嚴肅地講著，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學生，
受到「家暴」，孩子的傷和眼神令她百思不
得其解，她大聲譴責其家長，說著說著，頓
時哽咽，說不出話來，此刻空氣都凝固了，
大家面面相覷，然後一片歎息。這個講述者
就是秀鳳老師，她是一個慈祥的母親，一
個優秀的老師，有憐憫和愛之心。幾天前，
她告訴我，她平時教育學生過程中，有做筆
記的習慣，這次要出書了，整理一些出來，
編入第一輯《家是一盞燈》，可以看作是教
育孩子的指南：和孩子們《好好說話》，尊
重孩子們的《獨立選擇》，《克服拖延》，
學會《等與催》，做一個不《太安靜的孩
子》，《終結抱怨》，有《媽媽幸福的模
樣》，《點亮「福燈」，溫暖你我》！

「一個作家，什麼是他的立身之本？
毫無疑問，是作品。」 掩卷沉思，草木的
氣息騰空而起，《醉美上格，濃郁茶油香》
《這不只是一片葉子》《鶴前荔枝紅》《一
片葉子的擔當》《無意栽花花成景》《大
坪「鵝肉」香飄遠》等等的文章題目，不僅
是羅列了植物名稱，更是直指心靈，翻江倒
海。「有價值的文學作品，要有獨一無二的
聲音被聽到，要有特別的發現和創造，令人
讚歎、折服」。請聽《最美的聲音》中的有
力迴響「寫得不錯的。」請看《我的虎邱
緣》：「春茶是一年四季最好的茶，它經歷
了冬天的涅槃，春天的洗禮，吮吸過春天裡
天地之精華，葉子總比其它季節的葉子厚
實。因此，村民們對採摘春茶也特別講究。
總要等到上午九點以後才可以開始採摘，這
樣，葉子上的露水剛剛蒸發，陽光溫柔如細
細的蘭花指，使鐵觀音茶葉散發著更為迷人
的蘭花香。」請聞《端午粽飄香》：「當婆
婆掀開那熱氣騰騰的大鍋蓋，撈出那一串串
飽滿結實的粽子，那繚繞的粽香瞬間把節日
點燃。子女們各家的餐桌上都擺上了媽媽的
味道。雙層肉肥而不膩，紅豆軟糯香酥，香
菇細膩潤滑。藉著糯米的香滑，所有的食材
都變得獨特美好。」所有這些，面對當下，
傳達著人們美好的日常和希望，能潛移默化
地影響人，鼓舞人。

《草木之音》這本書中，可圈可點的
場面描寫異彩紛呈。如《溫暖如你》：負責
任的保安以為是老師們忘了關燈，疾步走近
一看，發現傅老師剛剛收拾好東西，準備回
家。小皓背著書包，站在旁邊等著傅老師順
道送他回家。新調來我們學校的老師都誤以
為小皓是傅老師的兒子。此時此刻，我們不
禁想起了一個詞語——愛生如子。細節的
刻畫生動細緻。如《懷揣教師夢》：我講到
魯迅先生的名言「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
為孺子牛」，你在下面擠眉弄眼地說：「孺
子牛」應該讀「xu子牛」。初出茅廬的我被
你這麼一喊，變得很不自信，我簡單地說：
「不會吧？」。《種植》一文中：「我忍不
住想抱一抱寧寧，但因為太陌生，我還是忍
住了。不停地回頭看了又看這偉大的母親，
她在孩子的心靈裡，種植了美麗、善良、理
解，甚至是責任。」充滿哲思，悠遠而深
邃。這些「美好的文字，從心中湧起到落在
紙上，一定經過了花草樹木的過濾，把世俗
濾去，把仙氣留住。」在一定意義上，植物
是我們精神和靈魂的「托管所」。植物的聲
音無處不在，向人們傳達著智慧之音，各具
獨特的音色。春秋代序，生生不息，萬物皆
美。人生海海，該像草木，追尋陽光。

秀鳳老師的新著《草木之音》，是她對
自己的寫作第一次進行階段性總結，是一樁
美事，更是開啟新的征程！付印在即，我寫
下上面這些讀後感，表示敬意和祝賀，權當
為序。

宋春來

人生如寄
——讀《驅車上東門》

《 驅 車 上 東 門 》 是 漢
代的一首文人五言詩，也是
《古詩十九首》之一，這首
詩表達了知識份子在動盪時
期的迷茫和悲涼的心態，也
感歎了人生如寄。

原詩如下：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

蕭，松柏夾廣路。
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

下，千載永不寤。
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

寄，壽無金石固。
萬歲更相迭，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

仙，多為藥所誤。
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白話譯文大意如下：
驅車到洛陽城東門，就看到了城北邙

山上累累的墳墓。我似乎還聽到了墓道上
的白楊樹蕭蕭作響，而路兩旁的松柏顯得
很陰森。墓裏早已死去的人，永遠都只能
在黑夜裏了。他們深睡在黃泉下，千萬年
都不會再醒過來。日月運行，冬去春來，
就像江河一樣浩浩東流無窮無盡，可人的
生命卻如朝露那麼短暫。人生匆匆如寄
宿，誰的壽命都沒有金石那麼堅固。自古
至今，生老病死，即使聖賢也無法超越生
死。有人服食丹藥想長生不老，可常常被
丹藥所誤。還不如我多飲幾杯美酒，每天
穿著綾羅綢緞多瀟灑。 

要理解這首詩，就得先瞭解作者的時
代背景。今人一般認為，《古詩十九首》
產生的年代在東漢末年。其時正是統治階
級內部矛盾表現得最尖銳的時期，同時也
是政治上最混亂，最黑暗的時期。社會動
盪，民生凋敝，從詩歌中透露出來的情緒
基本上就是愁腸百結。無法安居樂業，甚
至有家歸不得，失意文人那種悲涼無望
的心態，在《驅車上東門》裏表現得很充
分。

為何驅車上東門？作者沒有說明，也
許他是四處兜風吧，來到了上東門，無意
中看到了“郭北墓”，有所感才寫下了這
首詩。東漢京城洛陽東面有三個門，靠北
的叫“上東門”。

在東漢，死人多葬於城北的邶山上。
“郭北墓”也就是邙山的墓群。作者到了
上東門，遙望城北，看見了邙山的墓地，
積蓄在心底的悲涼隨即湧上心頭。這“遙
望”說明離墓地尚遠，但作者依然能聽到
“白楊何蕭蕭”，這是樹葉聲，那麼當時
颳 風 很 大 ？ 未
必，這風也許是
從他內心裏刮起
來的。他之前也
許就到過邙山的
墓地，他知道那
裏栽種有許多白
楊樹，也知道夾
路 上 有 許 多 松
柏，此時此刻，
他腦海裏就閃現
出那裏的情景。
所謂言為心聲，
作 者 一 到 上 東
門，他就想到這
些，可見他內心
之悲涼。如果他
心 裏 充 滿 著 陽
光，充滿著希望
和活力，他想到

的肯定就是另外的事情，即使看邙山也會
是山清水秀，樹木鬱鬱蔥蔥，風吹過時，
松濤陣陣，一切都是清爽宜人，而不會想
到那些悲哀的事情。

可是這個作者，他不但看到邙山的
淒清，還由此想到了墳墓裏的人再也無法
醒來，這當然是悲觀的，但是他對人生歸
宿的思考，他的徹悟，又讓人覺得他很清
醒。對啊，人死了就如沉睡在黃泉之下，
千年萬代再也無法醒來。人的生命就是那
麼短暫，就像露珠一樣，太陽出來就消
失。人生就像寄宿於旅館，住了一晚，結
了帳走人，多舒服的旅館都不再屬於你的
了。歲月如流，花開花落，秋去冬來，循
環往復，即便是聖人賢人也無法超越生
死，無法長生不老，這些都是自然規律，
而有人“服食求神仙”，最終也沒有用，
有的還被丹藥所誤。於是作者想到了“不
如飲美酒”，吃好穿好，瀟瀟灑灑過一
生。我覺得，這不是得過且過，而是無
奈，無奈中隱含著對生命的熱愛，總不能
因為政治黑暗、生活迷茫而沉淪吧？

也許，開頭作者是有些頹廢的，心
態也是悲涼的，但是他後來對人生看透之
後，我覺得他心態放平了，實際上是隨遇
而安，這是一種從容。想想作為一個普通
的知識份子，雖有匡世救民的思想，但是
有幾個人具有足夠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
可以成就一番事業？既然人生如寄，生命
就像露珠般短暫，那麼快快樂樂地過好眼
前的每一天，認認真真地完成好手頭的工
作，這沒有什麼不對。社會動盪，民生凋
敝，這讓人遺憾，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有
強力的手腕去撥亂反正，也不需要每個人
隨時去揭竿而起，時勢會造英雄，該來的
時候就會來，歷史需要出現秦皇漢武、唐
宗宋祖，他們就會到來。該出手的時候，
也會有人出手。所以，落到一個具體的人
身上，不必苛求每個人都能去扭轉時勢，
那樣，人人我行我素，天下不更亂？而不
糾結於現實，人的心境就會多一些平和，
擁有的就是一顆平常心。

人生如寄，學會珍惜每一天，珍惜眼
前的人，珍惜擁有的一切，多做一些有意
義的事情，多充實一下我們的人生，讓生
命少一些遺憾，這才是我們應該做的。陶
淵明在《雜詩》中曰：“盛年不重來，一
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曾國藩說的，“天可補，海可填，南山可
移。日月既往，不可複追。”無非也是
說，人生如寄，要學會珍惜，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