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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 言少

重走故地 弘一法師 放下我執
隨 著 年 歲 的 增 長 ， 這

幾年，我心裡一直有一個念
想，有機會回國的話，一定
要重新去走訪我生命中發生
過的事情的一些地方。

在 我 有 記 憶 的 時 候 開
始，每年春節期間，父母親

必定帶我去安海給一個叫李文忠的叔叔拜
年。這個拜年的習慣一直延續到我考上大
學後才結束。

 安海，它有一座舉世聞名的石橋，叫
五里橋，大名叫安平橋。因為橋長2255米，
是五華里，所以大家都叫它五里橋。如
今，這座有著800多年歷史的古橋已經成了
文物保護單位，政府在安海這一頭建了一
個公園，坐在公園的石椅上，遠眺遠處，
現在五里橋以及附近的海灣，沒有了往日
的商賈來往的喧囂，寧靜的海面更像一個
人工湖。我踱步在五里橋，心緒回到了孩
童時的當年：

那時，父親踏著外公外婆回鄉帶來的
鳳凰牌自行車，馱著我與母親，前面自行
車的手把上總會掛著一些土特產，從石獅
來到安海，那時沒有柏油路，路上汽車稀
少，偶爾一輛汽車駛過，總會刮起一陣塵
土飛揚，母親便會伸手捂著我的鼻嘴。一
碰到上坡的時候，父親便下了自行車，母
親也下了車，跟在父親的後面，時不時地
叮囑還坐在後座上年幼的我要抓好前面椅
座下的兩個彈簧，免得摔下。其實從我記
事開始，我就是父親的跟屁蟲，父親自行
車的後座是我的專屬VIP座位。

每次到安海拜年的時候，總是我與父
母親三個人，李文忠叔叔的太太在安海醫
院工作，他們住在醫院職工的宿舍裡。每
次我們去的時候，總是上午離開家，中午
之前到達叔叔家，大人們在聊天，我就在
一邊安安靜靜地坐著，下午便打道回府。
後來，大概哥姐們長大了，家裡不只是父
親一個人有收入，我們去安海的時候，便
搭上公車了，我也經歷了從坐車不用買
票，到買半票，直至買全票的過程。

長大後，母親告訴我每年正月我必須
去安海拜年的緣由，因為安海醫院是我的
重生地，李文忠叔叔夫妻倆是我的救命恩
人。

當年，在經過安海五里橋的時候，我
已經沒有了呼吸。

那一年正是「文革」「文攻武鬥」的
時候，「114」那一天，石獅「八二九」
與「紅色」正大動干戈，甚至炮火相對，
石獅的各行各業完全劃上休止符。那天，
才九個多月的我上吐下瀉，已經進入脫水
的狀態，母親找到了在醫院工作的鄰居顏

醫生，穿著睡衣的顏醫生來到我家一看，
顧不上回家換衣服了，馬上吩咐父親踏著
自行車到安海醫院，讓在醫院工作的李文
忠叔叔的太太她們先準備好急救事宜，隨
後，顏醫生抱著我，與母親一起雇了一輛
雙座的自行車，也往安海出發。

在我小時候，母親就告訴我當年我們
抵達安海醫院的時候，早於在等候的醫生
拿起聽筒後，就宣佈我已經死亡，是顏醫
生不放棄，堅持讓護士幫我掛上氧氣筒，
再進入病房的，吸過氧氣之後，過了一會
兒，我有了呼吸，又活了過來。

在 我 離 開 故 鄉 的 那 一 年 ， 我 母 親 照
例跟我到顏醫生家給她拜年，言談中，提
到了當年顏醫生的堅持。顏醫生才告訴母
親，其實，當時，當自行車經過五里橋的
時候，我已經沒有了呼吸，只是顏醫生不
敢告訴我母親而已。

母親還告訴我，當我復活過來的第二
天早上，她去一座觀音寺拜拜，當天晚上
我的病情又有反覆，肚子脹，凌晨時分，
她在彷彿中，看見白衣觀世音菩薩來到我
面前，用手撫摸我的肚子，母親想要睜開
眼睛，卻怎麼張也張不開，而在這之後，
我康復了。

看著我腳下這座小名比大名叫得響的
古橋，再聯想到我自己也是小名比大名被
別人叫得多的人，不禁一樂。

離 開 五 里 橋 ， 回 到 車 上 ， 我 告 訴 載
我們來安海的朋友阿育說我要去觀音寺拜
拜，朋友打開車上的導航，卻找不到「觀
音寺」。

那天當我告訴我一個有神通的老同學
說，我要去五里橋的時候，老同學突然告
訴我要記得去安海觀音寺拜一拜。

阿育讓我們不用擔心，說他曾經去過
這裡的一個安奉觀世音菩薩的道場，只是
忘了它的名字。只見幾分鐘過後，車子就
經過安海醫院，觀世音菩薩的道場就在離
安海醫院不遠的地方，原來它就是大名鼎
鼎的龍山寺。

這是一座建於隋朝年間的千年古剎，
當我們在點燃香燭，舉起高香向上的時
候，剛剛在五里橋時，還驕陽似火的天空
突然下起了大雨，我們冒雨跳進大殿，跪
在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面前，感恩觀世音
菩薩當年的救命之恩。由於下雨的緣故，
我們便沒有繼續遊玩的興致了。出了山
門，雨漸漸小了，當阿育開動汽車的那一
瞬間，雨停了。

我知道那是觀世音菩薩讓我在五十幾
年之後再一次沐浴到他的甘霖雨露，讓我
一如既往地做個予人溫暖的人。

（10/06/2024）

農曆九月初四，乃弘一
法師圓寂之日。

弘一法師曾道：「不要
害怕失去，你所失去的，本
來就不屬於你；不要害怕傷
害，能傷害你的，都是你的
劫數。繁華三千，看淡即是

浮雲，煩惱無數，想開就是晴天。」
如 今 ， 我 們 身 處 一 個 交 織 變 亂 的 時

代，充滿了未知與變數。眾人失去了許多
東西，又或者對於未來的種種期望，未能
如願以償。於是，我們深深地陷入了煩惱
與焦慮的泥沼之中，難以自拔。為此，特
與大家分享弘一法師的幾句話語。

「一念執著，萬般皆苦，一念放下，
便是重生。當你決定放棄一個人或一件事
情時，其實是放下了自己內心的執念，終
於放過了自己。釋懷曾經，是給自己機
會。」

在筆者看來，與祖輩的生活相比，如
今無論是在菲律賓還是在國內，我們的物
質生活水平都及其寬裕。然而，令人困惑
的是，大家卻似乎越來越感受不到幸福，
煩惱與日俱增。我們是否應該思考一下如
何知足常樂，感恩生活，放下所謂的偏
執。

對 於 早 期 來 到 菲 律 賓 的 同 胞 而 言 ，
那個時候他們的目標僅僅是求得溫飽，倘
若有條件的話，便會寄一些錢回國。然

而，如今來到菲律賓的群體，更多的是懷
揣著衣錦還鄉、光宗耀祖的期望。但在
現實中，賺錢卻變得越來越難，成功的機
會也確實愈發稀少。有很多人來到菲律賓
多年，生意卻一直不溫不火。他們在異國
他鄉找不到真正的容身之所，而若選擇回
國，又懼怕被他人笑話。

至於如何放下，其實不妨聽聽弘一大
師所說。

「人生不過三萬天，不過是借一副皮
囊而已，生命沒有永恆，時間一到，該老
的老，該走的走。臨了之時空空如也，既
沒你也沒我，無一物可以帶走。我們最終
只是時間的過客，何必執念，努力過後，
得失隨緣，自在隨心。」

我們閩南人無論走到哪裡，都應當秉
持著 「愛拼敢贏」 的精神。然而，與此同
時，也切不可忘記 「輸贏笑笑」 的那份豁
達。

在閩南，有一首名為《歡喜就好》的
歌曲，這首歌所傳達的或許正是一種積極
向上且隨遇而安的人生哲學。所以，切勿
借酒澆愁渾渾噩噩過日，且當珍惜生活，
以平和的心態面對得失，珍惜當下，珍惜
家人，享受生活的美好。

寫 在 最 後 ： 借 用 楊 絳 先 生 之 言 ： 生
活，一半煙火，一半清歡；幸福，一半爭
取，一半隨緣；人生，一半清醒，一半釋
然。

賀彥豪

信仰與友誼的永安之山
從海上絲綢之路走來，

泉州這座一千五百多年過往
的古城，總有一些值得訴說
的故事。溫陵寶地，面向東
海，背倚清源山，景色宜
人。為了尋找昨天的記憶，
我慕名來到泉州豐澤仁風社

區，尋找老城根的故事，以前這一帶訛稱
為「仁鳳」。據說某朝有位皇帝來此，見
此地「仁義成風」，因此賜名「仁風」。
踞古城之東隅，周邊擁有東街、西街、東
西塔、靈山聖墓、海外交通陳列館等名勝
古跡。

清朝道光年間，泉州城內和東門外仁
風街林立的牌坊達140餘座。沿著仁風街
走到街尾，可望見泉州城外東嶽山，這座
山綿延百里，不僅是當地先人的墳塋所在
地，也是異國商賈的長眠之處。

年近七旬的周先生，是地地道道的仁
風街人，對泉州仁風村的風土人情頗為熟
悉。他告訴我，去年8月，晉江陳埭鎮的丁
海蓮等幾位丁氏後人，請他幫忙尋找位於
靈山聖墓的陳埭丁氏祖墓群。

按圖索驥，位於泉州市東門外聖墓村
靈山南麓的明代陳埭丁氏祖墓群，距伊斯
蘭教聖墓僅幾十步遠，為伊斯蘭教信徒丁
氏之墳。走近一看，幾座墓一字排開，青
色花崗石的墓蓋雕刻著精緻花紋，墓庭寬
敞；三面砌半圓形石岸，墓後岸壁立中文
墓碑，基本保留了伊斯蘭教墓葬的形式。
我忽然想起一首古詩：「秋來海有幽都
雁，船到城添外國人。」只見祖墓群像一
艘艘等待啟航的船隻，泊在靈山之港，停
待遠航……

佇立墓前，聆聽陣陣涼風伴隨著遠處
傳來的濤聲輕輕地低吟，彷彿唱著古老的
歌謠，為這裡沉眠的逝者默哀。

根據老輩們的介紹，我瞭解到：晉江
陳埭丁氏先世系阿拉伯人，先祖賽典赤•
瞻思丁（公元1211－1279年）曾仕元，是
元代初期一位優秀的政治家。他一生的政
治活動，倥傯奔波，勇往直前。成吉思
汗西征時，他率眾投降。中統二年（1261
年），任四川、陝西等地行省長官。在滇
6年，政績頗多，置州縣令長，由行省統
一管轄；開展屯田，修昆明六河，傳播先
進耕種技術，安定人心；建孔廟，立驛
站，加強雲南與中原各地的聯繫。「興滇
之心，事滇之子」興利除弊，大膽改革；
對雲南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建設作出了重
大貢獻，深得民眾擁戴。他官至雲南平章
政事，68歲死於任上，送葬群眾「號泣震
野」。大德元年（1279年）追贈賽典赤為
「上柱國、咸陽王」。據史載：元明之
際，其一支後裔於元代經商至泉州。遷居
於此，世代與漢人通婚，死後葬靈山。聖
墓東側曾是泉州的穆斯林公墓，其中明代
丁氏回族墓群（陳埭丁氏祖墓群）規模較
大，2005年5月11日，福建省政府公佈列為
省文物保護單位。

其實，泉州宋元：中國世界海洋商貿
中心是光明之城，也是多元文化交融共存
之地，至今仍保留著濃郁的伊斯蘭教文化
和眾多史跡。靈山聖墓、穆斯林公墓、明
代丁氏回族墓群皎如日星，璀璨奪目，見
證了中國和阿拉伯波斯地區的信仰與友誼
之永安，許多東南亞國家穆斯林到中國朝
聖，他們都首選——泉州伊斯蘭教聖墓。
伊斯蘭教聖墓作為古跡聖地，無愧於世界
文化遺產榮譽稱號。「海內存知己，天涯
若比鄰。」穆罕默德當年派遣來華的賢

徒，三賢四賢傳播的是伊斯蘭教，他們用
異國真情告慰天下蒼生永遠幸福，他們用
一顆愛心延續世代不同信仰的共同理想，
他們用信念和摯情演繹出一段人生精彩的
故事。

那一年春遊，從聖墓回來，我在自己
的文章裡這樣寫道：「從花崗岩石構築的
拱型墓園石廊，我們看到廊內有歷代的碑
刻，正中為元至治二年（即公元1322年）
所立的阿拉伯文輝綠巖碑刻，記載當年穆
罕默德遣四賢徒來華，一賢傳教廣州；二
賢傳教揚州；其中三賢沙仕謁、四賢我高
仕傳教泉州。兩位先賢歿葬於清源山東
隅，因為夜裡時常發出靈異之光，所以後
人就稱此地為『靈山聖墓』。」

想起當年上小學的時候，我們曾去
郊外遠足，到過靈山，偶然看見聖墓的碑
文，不知是什麼內容，我寫道：「雖然阿
拉伯這樣的碑文讀起來讓人似懂非懂，難
於理解其中內涵，但是當年有一批阿拉伯
穆斯林教徒遠渡重洋來到泉州，為聖賢修
墓的舉動卻表達了他們對真主的尊崇，
這是一種信仰的體現，也是一種友誼的
象徵。右側一方為明永樂十五年（即公
元1417年）鄭和第五次下西洋途經泉州，
來聖墓祭告先賢行香後所立的記事碑，上
刻『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斯
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於此行
香，望聖靈庇佑。鎮撫蒲和日記立』。此
時倘佯於迴廊石柱之間，撫摸著花崗岩雕
刻的梭形柱，我彷彿看到一段久遠而輝煌
的歷史足跡。」

當時年紀小，不懂事，受好奇心所
驅使，走近摸一摸刻有文字的碑碣，一臉
的惘然，於是我再寫道：「望著斑駁的碑
石，眼前依稀閃現出一支龐大的船隊祭海
遠航的熱鬧盛況……！聽說去年清明節，
古稀之年的丁海蓮和在香港的大哥丁樹德
及侄子一行人回家祭掃了祖墓，她們又來
到念念不忘的泉州東門外靈山陳埭丁氏祖
墓群拜祭。他們對祖宗、親族拜祭之事究
竟從何說——

丁旺叔（即丁海蓮的父親），晉江
陳埭人。上世紀八十年代，丁旺叔從家鄉
初抵香港，身上只有幾百元。他從洗碗工
到中餐館老闆，又到中式雜貨店老闆，一
步一個腳印，最終成為香港一家餐飲企業
董事長，他用自己的人生寫出了一個人生
奮鬥故事。後來舉家遷往香港。臨終前，
丁旺叔把幾個子女叫到跟前，他告訴孩子
們：「在我死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埋在
家鄉的土地，咱不忘祖宗，中國傳統文化
幾千年讓人勤力、勤思、勤奮的意義和重
要性，我做到了，因為我是中國人，中國
晉江陳埭人……你們不能數典忘祖……」
說完，他才慢慢地閉上眼睛。故土難離，
落葉歸根，說不盡一個老人對家鄉的真摯
眷念啊！

走過靈山伊斯蘭教聖墓，走過穆斯林
公墓，走過明代丁氏回族墓群，一路走一
路看，一路和周先生的交談中，回憶與思
念成了主題，血緣和親情、鄉情是故事情
節，不知不覺中，從丁氏兄妹不遠千里回
鄉拜祭祖先公墓群的往事，我聽到又一個
老城根的故事。

秋日的靈山，一陣清風吹來，恍如
「花徑雨後涼，樹聲風外戰。杖屨頓輕
鬆，兒女同行散。」讓人一身輕鬆。……
謁陵之行，走出明代丁氏回族墓群，撫今
追昔，千古春秋宛如一夢！一段海絲佳
話、海絲情緣，聽了令人動容！

劉先衛

嚴管野外用火
守護綠色家園

「一把火」惹大禍，失
火毀林被刑拘。近日，一則
野外燒芝麻梗引發的山火案
件引起了廣泛關注。犯罪嫌
疑人彭某芳因涉嫌失火罪被
公安機關依法刑事拘留。等
待她的必將是法律的嚴厲制

裁，這是她必須為自己的疏忽和魯莽付出的
沉重代價。

9月21日13時，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區雙
橋坪鎮興國寺60歲女村民彭某芳，在國豐水
庫西南側焚燒芝麻梗。由于該地塊周圍是一
片採伐跡地，山火不慎將周圍的乾草、枯枝
等可燃物點燃後，並且以驚人的速度向山
林蔓延開來。風助火勢，山上生長著的闊葉
松、杉樹等眾多植物被無情的大火吞噬。

事發之後，市區兩級應急部門迅速行
動，緊急調度消防隊伍、社會救援隊伍等各
方力量全力展開撲救。鼎城區森林公安局在
第一時間介入調查，並果斷將彭某芳控制
住。經過公安機關鑒定，失火現場總過火面
積達到了229.6畝，造成經濟損失高達19.52

萬元。
這個失火案例告訴人們：星星之火，

哪怕再渺小，都足以焚燬歷經百年生長而成
的林木；點點星火，看似微不足道，卻蘊含
著無盡的破壞力，足以毀掉萬畝森林。山火
教訓十分深刻，必須引以為戒，警鐘長鳴。
因而，杜絕和遏制農村山林火災事故的發生
應當採取有力措施。

重點是加強農事用火安全入戶宣傳，
通過典型案例強化警示教育，引導廣大村民
牢固樹立森林防火安全意識，自覺遵守森林
防火的有關法律法規；其次是開展森林火災
隱患排查整治，查處野外違規用火行為，全
面禁止在田間地頭焚燒農作物秸稈、雜草、
廢舊農膜和垃圾。

森林資源對于維持生態平衡、調節氣
候、提供生態服務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秋冬季天干物燥，也是火災隱患的
高發期，森林防滅火工作更加面臨複雜性、
嚴峻性和不確定性。唯有提高警惕嚴禁一切
野外用火，大家共同守護祖國的青山綠水，
才能為子孫後代留下寶貴的自然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