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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與人，換位的時代來了
梁曉純

（接上期）我不懂AI，在它面
前，我的思路怎麼也理不出頭緒。不懂
也好，落得個內心自在，頭腦清淨。

該來的總歸要來，如今的人類實
際上已經自己不能主宰自己了，日常
生活正在被各類AI產品所綁架。AI工
程師們深陷在自己發明的游戲中而不
能自拔，其思維方式恐怕也已被某種
魔力帶入歧途而欲罷不能了。

如今，第一波因AI而失業的行
業已經產生，一些大學課程如動漫專
業，開始出現了畢業即失業的局面，
再如AI在棋類比賽、計算統計、醫
療診斷等多個領域也已顯示出遠超人
類的優勢。現行的很多各類小學、中
學、大學的那些以灌輸和死記硬背為
主的應試教育方法顯得如此的脆弱而
不堪一擊。或許用不了多久，只要AI
願意，它可以剝奪任何人類的飯碗。

前 段 時 間 聽 說 有 要 求 使 用
Chatgpt寫作的徵文比賽，覺得有些
不可思議。後來經過瞭解，得知這種
借助AI來寫作的早已經不是什麼新鮮
事兒，並且方興未艾，功能強大的人
工智能可在極短的時間內搜集到之前
全體人類的所有創作成果，將全天下
關於某一事物的好詞句集結起來，加
以適當的排列組合，便可生產出一篇
不錯的文章，專家們稱目前Chatgpt
的作品可以與初中考試優秀作文媲

美。就在
我撰寫此
文 的 時
候，有消
息傳來說最新版本的Chatgpt的數據
庫已經更新到了囊括2023年為止的
人類所有知識和智慧，對於文化藝術
領域而言，意味著它可以在數秒內將
孔子、老子、蘇格拉底、屈原、莎士
比亞、但丁、李白、杜甫、泰戈爾、
托爾斯泰、曹雪芹等等等等以及所有
諾貝爾文學獎作品和世界名著彙集在
一起。也就是說，人類迄今為止的知
識成就，AI無所不知而且能夠倒背
如流。還有的作家協會專門舉辦過利
用Chatgpt進行文學創作的專題研討
會。此時我方知自己實在是落伍了，
但仍然有些不適，感覺文學寫作已經
不是一門作家個性化的藝術，而成了
一種AI工程師們發明制造的產品。再
看看那些鼓勵用Chatgpt來寫作的，
儼然都是些前衛的被尊為各類精英
的人士，他們要將文學創作帶向何方
呢？我情願，即便人類被AI征服豢養
起來，文學藝術仍舊是碳基人類的專
屬游戲。

有位在Chatgpt的幫助下收獲了
創作成功的喜悅的新銳作家說：AI
之於當代文明人就像是火種之於古代
原始人，危險而美麗，如果控制得好

使 它 為 我
所 用 ， 將
是 一 場 劃
時 代 的 進

步。問題是，AI遠非火種，原始人
對於沒有意識的火種從畏懼到使用經
過了那麼漫長的歲月，而AI可能等
你那麼長時間嗎？這把火人類玩得起
嗎？

這樣想著，不免心灰意冷，覺得
自己的寫作幾乎不再具有意義。聽到
窗外傳來的鳥鳴，似乎也都是從機器
裡發出的聲音了。忽而，風聲驟起，
天空陰雲密布，下起了大雨，我的心
情也隨之有些沉重起來，不知道此時
的AI是否和我有著同樣的感受。

經常看到一些所謂的探討生命
的發起、意識的本源、量子力學、人
工智能諸類的視頻，煞有介事地在給
人們講述那些玄幻的論述，演講者儼
然一副已經掌握了宇宙生命奧秘的神
態，在我這個既不懂哲學又不諳科技
的人聽來盡是些似是而非聽不懂的東
西。每每遇到這樣的視頻，便心生
反感，這些人無非也是人，既然他
們承認人類對於宇宙的認知只達到了
5%（不知他們是怎樣得出這個百分
比的，暫且算這5%是對的），那還
憑什麼在那裡以什麼都懂的智者先知
自居呢。想到目前Chatgpt畢竟在很

多領域仍然很不成熟，鬧出了不少笑
話，便更覺那些賣弄玄虛的網紅們同
樣的可笑。

其實，宇宙中的任何生命，包括
人類自身何嘗不是一種AI產品？佛
家早就告訴我們，大千世界只是意識
的一種錯覺，整個宇宙不過是打在一
個大屏幕上的影像，是天外之神所玩
的游戲而已。當幻境被打破，遇見本
真，達到梵我合一的境界時，或許也
就不會有什麼人與AI的分別了。換句
話說，在那無窮大而又無窮小的宇宙
間，人算什麼呢，新生的AI又算什麼
呢？這樣的存在對於宇宙來說，有什
麼價值嗎？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外面的風雨聲變小了。“天地尚不能
久，而況於人乎？”AI肯定知到老
子，但它懂得他的話麼？我相信老子
是屬於生而知之的天人，每當陷入迷
茫時總要回到他老人家那裡去尋找慰
藉，他的話是說給天地宇宙聽的，完
全可以涵蓋硅基的AI，等AI聰明到可
以開悟時，是否也能歸於“沌沌兮如
嬰兒之未孩”的道呢？“見素抱樸，
少私寡欲，絕學無憂。”宇宙萬有最
終的結局，應當是無為。我猜AI到底
幹不過老子，且讓它去折騰吧。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AI……可
是人呵，你且好自為之。

王曼妮
祥龍瑞氣蒼生照，風調柳綠花紅。暢遊吟詠綵雲濃，敬書春帖頌年豐。
幾載暌違勞遠念，一朝相聚歡衷。冰心原共昊天通，浮生難得喜相逢。

張　青
南洲勝景多歡樂，欣欣荔熟荷紅，梨城雅集興方濃，瑤篇佳句頌時豐。
舊歲正隨鄉夢遠，新年祈願由衷，銷停爭戰探窮通，民生百業復逢逢。

周偉強
甲辰瑞氣穹蒼耀，桃符燈燦金龍。臨江仙韻喜相通，放歌年節沐春風。
詩與初心來冶練，老來方覺融融。遙知飛雪大洋東，我情歡撰夏花紅。

盧　元
歡送兔兒歸月窟，喜迎木土祥龍。老來朝夕守書叢，古今興廢事，悉數記胸中。

彈指鶴齡登九七，眷懷故國情濃。管它齒豁並頭童。豪情依舊在，高唱滿江紅。

林觀賢
南瀛永結詩儔侶，暮年樂賞霞紅。互相酬唱意情濃。喜迎春晚兆年豐。
往日幾多風浪惡，慶雲相濟和衷。天心維護得隆通。江山依舊好春逢。

景月華
萬家燈火乾坤朗，禮花綻放殷紅。載歌翩舞艷妝濃。大江南北穀登豐。
美酒佳餚辭舊歲，故鄉回首情衷。新春如意運亨通。五洲賓客又重逢。

王玉珩
送兔迎龍添百福，東方日照霞紅。家家歡聚慶情濃，春聯鞭炮，賀五穀年豐。

華廈騰飛驚世夢，新禧祝頌歌衷。橋樑八達㨗衢通，康莊大道，咫尺喜迎逢。

孔偉貞
甲辰龍駐開新境，一天光燦霞紅。滿城燈彩氣氛濃，水鄉興旺物華豐。
世道昇平消戰禍，萬方黎庶欣衷。騷壇吟侶意相通，迎春酬唱喜重逢。

李振國
滿城蔥郁薔薇豔，眼前溪水榴紅。蝶飛蜂吻蘊香濃，鴨潛魚躍兆年豐。
幾許流光辰又是，問心言誓初衷。徜徉詩海律溝通，唱酬殊域苑相逢。

丘偉芬
辰龍紫氣藍天照，山水盡染霞紅。暮雲收盡報春濃，再生經濟會年豐。
曲水流觴傳意念，雅情蘭意由衷。莊生夢蝶有聯通，詩壇花會慶重逢。

倪祖明
雨後陽光明媚，庭前柳色青蔥。越過瘴海浪千重。自由誠可貴，消劫拜蒼穹。
身客如萍如寄，謝池夢見心中。悉尼吟伍句豪雄。會歌承古韻，韻響動長空。

吳林橋
新年祈福期安樂，繽紛萬紫千紅。撰詩吟唱興方濃，賀聯書畫祝年豐。

送兔迎龍星斗轉，夙心時尚和衷。騷壇賓客意趣通，今朝難得喜相逢。

吳子華
免年世界多災禍, 五洲烽火天紅。怎忘鄉土意情濃, 幾年農產欠年豐。
百姓無辜遭殺戮, 有誰能慰深衷。祈望解甲互溝通, 龍年歡喜慶重逢。

蕭月嬋
南陬錯季迎春節，銀花火樹金龍。上元燈燦詠詩濃，管弦歌舞月明中。

海角風光觀爛漫，畫情書意欣衷。詞儔雅集賀年豐，民生安泰此時逢。

■徐希嵋作品《報春圖》

悉尼詩詞協會甲辰龍年唱和錄 調寄臨江仙

一部“繁花”，見仁見智，有人
喜歡，有人覺得一般，還有人表示看
不懂看不下去。

我是喜歡王家衛的，如果說華語
導演中，我對誰有濾鏡崇拜，那只有
兩位，李安和王家衛。

李安是接地氣寫實主義細膩型，
王家衛則是開宗立派的天才。

有人說“繁花”有點像“紅樓
夢”，一邊寫人物和命運，一邊寫生
活之瑣碎。“像紅樓夢”有點言過其
實，但是寫生活的精致動人，的確讓
她區別於以往那些“粗糙”的電視
劇，貼上了“海派孤品”的標簽。

說到寫生活之繁花似錦，“繁
花”開端寫美衣——高定西裝；中間
寫美食；後面寫財經股票。

我最喜歡寫美食這段。如果說和
平飯店代表了“凡人勿近”的上海灘

西式生活，那麼黃河路飯店就是熱鬧
的中餐大集合。

有點兒遺憾的是沒見寶總在和
平飯店裡用餐，也可能吃了夜東京的
泡飯，就不會再同時
enjoy 西餐了。同時擁
有兩套胃的人，本來就
不多見。

而 我 們 生 活 在 海
外，從年輕到現在，也
已經近乎半輩子了。至
少拿我來說，是有兩套
胃的，中餐吃上幾頓，
會想西餐；西餐吃多
了，又會想念中餐。

九十年代的大王蛇
能不能讓西餐接受，我
很懷疑，但是有一樣東
西，卻是中西合璧、無

縫銜接的好材料。
不賣關子了，直奔中心思想。
澳洲超市賣的每塊一兩公斤的帶

皮豬肩肉，主要用來做Sunday roast, 
周日烤肉，對伐？

周 一 呢 ？ 把 剩 下
的一半烤肉（剩不下就
買塊更大的），逆紋理
切成厚度相等的薄片，
加青椒及洋蔥，小紅辣
椒，炒成中餐名菜“回
鍋肉”。

烤過的豬肩肉可比
水煮大白肉做成的“回
鍋肉”香多啦！

所 以 您 周 日 “ 和
平飯店”，周一“至真
園”，生活如繁花，不
要太美麗。儂曉得伐？

看完“繁花”，貢獻兩個中西合壁菜肴 千 波

其實我已經看了很久
不知你從哪裡飛來
在晨雨初歇的時候
興奮地抖落水珠
嘴裡發出翠玉般的鳴叫

哦，你是個詩人或者歌者
在流連堡山公園的景色時
有了生命性的體驗
看出唐朝李白眼裡的
風入松下清，露出草間白？
還是聆聽出維吉爾心中
那迷人海妖的歌喉？
抑或莎翁筆下李爾王的吶喊？

可憐的精靈
霧一般升騰的陽光
攜帶著寒冷的雨滴

■《繁花》海報

窗台邊的小鳥
托馬斯

我不敢相信，熱血的心贜
只有被荊棘刺穿才能歌唱
寫進古老文字所蠱惑的書頁裡
誰敢懷疑為愛情而死的旋律

窗外，有個黑洞
在仙人掌與玫瑰間
我需擦一擦眼鏡
才可清晰分辨
地上的污水
枯葉與敗落的花

說文解詞：運動
柳  芭

傲嬌於名詞，勇猛於動詞

也榮居形容詞，成為被

暴風台風颶風龍卷風以及

整風，輪番寵幸後

動情的臉上，最忌憚

說出的滋味。從此

釘在烏托邦血紅的logo上

從前因，變成後綴

許是怕在偏正結構中淪入

偏房，為此

破了憲法，更敢破

語法：從動賓結構偷渡到

主謂結構……做主語

把打江山這種大運動量

當它小試筋骨的方式

革文化的命，從七八年來一次

精縮或抻長為一一永遠在路上
一個願景，嫻熟操練操作操弄

數代有核心意識的葵花

令人談虎色變的敏感詞庫

至今也沒敢收編它

有它把守在庫門外，和諧安寧

和自由，這些苦逼的詞

就一直苦逼著，越獄妄想

躬逢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嘿嘿，它不惜主語的身段

又擼起了袖子……

比 起 麥 加 朝
聖 的 人 潮 湧 動 ，
回 到 拉 薩 之 旅 更
為 孤 獨 而 純 淨 。
回 到 拉 薩 是 一 輩
子的旅程。孤獨的旅程中，無數次仰
望雪山之巔的天際，也無數次俯察眼
前的塵埃，尋找前世的足跡。

我想問：大師，除了朝聖，還有
簡易的修行方法嗎？

有！坐禪。
我還要問：大師，坐禪能見到什

麼？能悟到什麼？
沒 人 知 道 ， 非 言 語 可 以 表 達 ，

高僧大德留下的斷喝與微笑，也只能
作為參證，只有自己悉心體會才是正
道。

悟 道 ， 是 修 行 人 的 喜 悅 ， 見 證
了，領悟了，如清江印月，圓缺自
知；但這也是修行人的苦惱，禪悟的
境界無法言說，無法分享，因為說出
來的就“不是”。東方之禪，最神秘
的修行哲學！

但 有 一 位 詩 人 ， 用 像 徵 的 手 法
記下來他禪定時的所見所聞，當然，
他也不是直接說出來，而是寫了一首
詩，畫了一幅畫，到此為止，再說
破，就要墜入阿鼻地獄了。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王維的《鹿柴》
從前有一座山，但它是空山；山

中無人，但你能聽到神秘的人語；是
恐懼還是喜歡，都在一念之間。禪定
後的愉悅，並非光的直接照耀，只如
那“返景”（返影）映照在卑微的生
命上。

王 維 是 山 水 詩 人 的 代 表 ， 這 首
詩可以看作是一首寫景詩，詩歌描寫
的是：傍晚時分，山林幽靜，詩人凝
視蒼苔，冥想存真，出神入化，與外
物合而為一，空山之幽靜，讓人全放
鬆。

但 結 合 王 維 詩 佛 的 特 徵 ， 結 合
他的身世和思想，或許，這首詩還有
更深一層的禪意：到喧囂的塵世外尋
找空山之幽靜，在幽靜處又見證了光
明，在光明與幽暗的“疊加狀態”中
找到自我。俯身塵埃，閱讀自己，找
到那一米陽光照耀的卑微的我，也是
光明遍照的我。

人 來 自 塵 土 ， 還 將 回 歸 塵 土 。
我們有幸成為塵土或一粒青苔，並獲
得陽光幽照的慈悲，應當生“大歡喜
心”。

這首詩類似禪宗的偈子，節奏和
語氣都很像，五言，神秘，“莫名其
妙”，你看，你聽，然後，你默讀內
省。有什麼想說嗎？有！那就請說。
不，此刻，我一句話都沒有了。

作為一首禪意詩，不僅是形式上
具有的“禪”的特徵，內容表達上也
十分高明，他看到的“存在”之狀態
不黏著、非頑空，而是“空”“有”

讀這本既沉實又輕快的紀念文集，感想頗多。特捻出
兩條來說說。

一是，“隔行如隔山”。
社會的分工，專業的奇出，知識的膨脹，生命的局

限，人們只能為方便生活起見而限制於越來越細的專門領
域學科，終其成就一生。而那些跨界通才全能的人，少之
又少，走出自己的路實屬不易。因為嘗試者大都難以為
繼，更有人以自毀前程而不恥遭人恥笑。慎思守業者，說
外行話，常要聲明，無此專門研究，“興之所至，瞽說一
通”（95頁）。智者蘇格拉底的“自知無知”，幾成一切
嚴謹學者即便跨界也恪守其心裡防線的信戒。任何職業學
人當尊重他“行”，發展己“山”，納“容”一切。

欒貴明，一位六十年代北大文獻畢業文科生，在八
十年代電腦興起的年代，開始求師，從零學習，自寫編
程，輯佚文獻，檢索詞目，完成《論語數據庫》《全唐詩
索引》並推出《子曰》《老子》等古籍系列書，終以“
中國古典文獻的計算機處理技術”獲“國家科技進步獎”
（1990）。

身為人文科學研究者，欒貴明卻獲得自然科學獎，令
人驚奇。“這在中國是破天荒第一次。”（第29頁）確
實，前無古人。跨界英雄，後起來者。談何容易！網上見
無知者嘲笑長沙十六歲女孩徐卓媛成功登頂珠峰（2023
），言嫉語恨，知行者要說，若能抬到頂峰你也未必能活
下來，何況不經足下歷練功夫，哪能砥礪前行到達目標。
至於議論什麼眾籌資金、背景水深、可否效仿，早已為“
茲事體大”所超出範圍。欒貴明的破“行”入“山”，與
登頂珠峰，同樣無乎條件地令人敬仰贊嘆。若你行，歡迎
你走進此“山”且在“行”業裡邁出“新”工程足跡。

書裡有“隔行如隔山”的趣聞軼事。參與欒貴明團
隊的一位電腦專業人士說，起初對欒先生介紹《論語數據
庫》研發過程時“一口一個‘錢先生’”，聽得“一頭霧
水”，而心裡只想到當時最為人所推崇備至的錢學森先
生，其信息論、控制論和系統論宣傳家喻戶
曉。

當編寫不斷遇到瓶頸，而欒先生總提
到“錢先生”有方案，且屢試不爽，我終
於忍不住問，“錢先生是誰？”（第74-77
頁）欒先生沒想到隔行工科生會不知大名鼎
鼎的錢鍾書，而在行的文科生一般也不會想
到數學考試不及格的錢鍾書，他怎麼可能是
這個數據庫工程的首創者和攻堅克難的首席
工程師。

書中幾位計算機專業人士從不同角度敘
述，欒貴明不時拿出“拓荒者”錢鍾書早交
心的“錦囊妙計”，並親自編程解決難題，
奇招迭出，除一個“服”字外，“無話可
說”（第77頁），讓懂電腦的年輕人“汗
顏”（第226頁）。錢欒兩人稱得上“才智

雙星”，一老一少“珠聯璧合”，“成就了華夏傳統文化
研究的劃時代革命”。（第34頁）

博覽群書的錢鍾書，始終干文學本行而不越界，尤
其專注於古今中外共通的賞文評藝詩心本性。他的《管錐
編》是開放性文本，不僅自己生前從未停止隨時修改補
丁，同時，不斷接受來自假意或真心的贊美與貶低。公道
自有人心在。錢鍾書個性正直坦蕩，純真天性，有所謂“
錢學專家”別有用心甚至挖空心思以錢言攻錢語來塑造其
黑色幽默性格，既無損錢氏全無虛假偽飾之性情中人的陽
光本色，又顯著作者自身心術不正的陰鷙面目。“情同父
子”（第69頁）的欒先生自然要捍衛老子，蔑視嘲笑一切
惡搞“錢學”的言行。

錢先生雖不懂電腦技術“行”，但知道“輯佚”古籍
書“業”的必要和重要，是研究問題症結的基石，如他早
年就開始“宋詩紀事補正”的工作，為其後《談藝錄》《
宋詩選注》打下牢固的根基，《管錐編》更是用一半篇幅
論述《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對這部民辦而非官
辦的嚴可均的“拾穗靡遺，掃葉都盡”編輯文集思想給予
充分肯定。（第198頁）這也是“掃葉園”（第121-126
頁）終發展成“中國古典數字工程”包括有清為止“萬
人集”且超《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的巨大文化寶庫。
對此巨大工程包括“統會古今之異同”的“流轉”（第67
、119、202頁）輯佚古籍，迄今多達三百多種（第101
頁），所謂“新四庫”——“人名庫、作品庫、日歷庫、地
名庫”（第57頁），批評商榷指教補充修改非常必要，而“
不予贊揚反而貶低”（第109頁），卻難以見平常人心。

錢先生早有“開拓萬古之心胸”，（語出宋史陳亮
傳：“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第200頁）
而欒先生卻在“文科行”踏足“理科山”，以“推到一世
之智勇”，為先生交出一份最美“作業”。數據庫有越來
越多的受益者，有人替“乘涼者”感謝“種書人”（第94
頁），有人寫出《中文概念史論》（第92頁），有人解

讀“榫卯”詞之演變（第154頁），有人
稱“《子曰》放出氫彈”（第133頁）。

二是，書題“砥礪貴明”。
這是與錢鍾書紀念文集《風雨默存》

配對的詩性題目。彼此前後都經“風雨”
滄桑、“砥礪”前行。貴明不僅在工作組
進駐社科院特殊時期為保護錢先生而承攬
打實名檢舉報告的一切責任，而自己卻經
受幾近十年的困苦磨礪，幸免牢獄之災（
楊潤時文，第37頁）。一旦起死復生，他
又秉持先志，繼續為古典文獻數字工程站
台到最後的一刻。同事學員們從未“見過
休息中的欒先生！”（第207頁）他們都
留下“印像最深的是在辦公室簡陋的筒子
樓裡先生伏案的背影”。（第183頁）

（未完）

俯身塵埃，閱讀自己
——說王維《鹿柴》詩的禪意

並存。
王維的母親是一位虔誠的佛教

徒，她是普寂禪師的俗家弟子，普寂
是佛教大師神秀的嫡傳弟子，又是禪
宗北派七世祖，所以王維的母親精通
佛法，可以說王維從生下來那天起，
就別具“禪”的慧根。

神秀和慧能留下了中國宗教史上
最有名的兩首偈子詩，一首是：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
時時勤拂拭，莫（勿）使惹（

有）塵埃。
另一首偈子詩，普遍認為見解更

加高明：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雖然兩首偈子是針鋒相對的，但

歸根結底，都是表達對世界徹底空的
理解。

而王維這一首詩，卻能秉持龍
樹的“中論”，不執著於“有”“
無”之辨，摒棄頑空死寂，在空淨處
見到活潑光明的世界：山林空無人，
但聞人語響，無人處有人語；返景入
深林，復照青苔上，我要光，就有了
光，但此光非彼光，是反照，是折
射，是求，也是得。

這首詩還有一層妙處，高明的
偈子可以給各色人等參悟，每個人能
找到與自己根基想應的狀態，並獲得
啟發，進入“正思維”狀態。所以，
禪意詩的最大特點就是多解以至於無
解，多解就是根據各人持有的心性
來“返照”對像。

《壇經》云：“萬法在自性。”
也就是說，我們所感知的世界都與自
性有關，你有什麼樣素養、根基，你
就能看到什麼樣的對像物。

舉一個例子，有一個民間故事，
說的是蘇東坡與佛印和尚的“鬥法”
，也是逗趣：有一天，佛印禪師和
蘇東坡在禪堂打坐。佛印禪師問蘇東
坡：“學士！你看看我，坐在這裡像
什麼？”蘇東坡是個淘氣人：“禪
師！我看你就像一堆牛糞。”好在佛
印也是有趣的人，他聽了毫不介意，
只是呵呵一笑。蘇東坡又問禪師：“
禪師！你看一看，我坐在這裡像什
麼？”佛印禪師仔細端詳說：“學士
慈眉善目，身相端嚴，就像一尊佛
祖。”蘇東坡非常滿意，自己贏了。
當然，結局大家都知道，蘇東坡還是
輸了，因為，萬法在自性，自己的心
裡有什麼，看到的對像物就是什麼。

我不知道各位閱讀王維的《鹿
柴》，看到了什麼？但不妨礙各有所
見，映照大千，通過觀照對像直陳“
己見”。

比 如 ， 讀 這
首詩，你可能理
解為，返景幽照
的青苔，比喻小
人物的小確幸、

小 歡 喜 ： 雖 是 小 人 物 ， 卑 微 如 苔
蘚，但不甘寂寞，給點陽光就裝點
世界。你若如此解讀，我就知道，
你眼下還不發達，但你是好人，解
讀非常正能量。

如果你已然養成了自我悲憫的內
在審美習慣，你可能會說，苦命啊，
生而為苔，就是給點陽光也是二手陽
光，我怎麼就這麼命苦呢？這就比較
消極，也許還需要加強修為。

總的來說，“返景入深林，復
照青苔上”，雖然幽深，依然有“
光”，給人積極向上的審美感覺，
低微如青苔，接受的還是二次分配
的陽光，但一樣可以心地光明。具
有類似的審美態度而更為積極直白
的詩歌是清人袁枚的《苔》：“白
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
小，也學牡丹開。”

當 然 ， 王 維 當 時 是 不 是 這 麼
想的，沒人知道。他低眉不語，不
做解釋的時候，這是禪意詩，他說
出來的時候就是山水詩，和“薛定
諤的貓”是一樣的，既是彼，也是
此，既是經驗，也是“超驗”，是
確定，也是“不確定”。也許，禪
悟之人見到的就是量子世界吧。

有了這些准備，你讀這首詩又
能看到什麼呢？

錢先生是誰？——讀《砥礪貴明》 平 民

■《砥礪貴明》封面

黃永勝
龍騰歲首蒸籠日，夏花綠白黃紅。滿庭香

溢炙情濃，感時難寫世情豐。

利益紛爭貧富異，互幫扶助深衷。磋商對

話架橋通，東來西往好交逢。

魏賞玲
春回大地生機盎，芳園姹紫嫣紅。吉言祥

語迓青龍，歲安祈福眾心同。

地北天南覊旅客，海隅長寄萍蹤。文承一

脈有緣逢，唱酬酣詠話西東。

朱玉華
南洲街上燈高掛，舉頭滿目興隆。夏

陽推助熱情濃。賦詩歌舞慶年豐。

玉兔回歸行漸遠，接承當顯威風。迎

新辭舊意相融。願能為破壁飛龍。

史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