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齋絮語]藝文篇-春到人間

香港近百年來雖然是個工商業的社會，可是在生活習慣上卻仍舊保存著不少中國傳統的農村色彩，

尤其當我在孩童的時代，聖誕節與復活節的假期都很短，臘月的寒假卻很長。

每年到了這個歲晚時候，上學期的考試完結了，一放便是三、四個星期的假。除了做點寒假作業，

幫幫父母打掃打掃家居，以便迎接新春的降臨外，有空便走到海邊看看海潮的起落，或跑到山頭看

看野花的生長，興來背誦一兩篇《千家詩》，此間的樂趣，實不比今天小孩的玩電子遊戲機或流連

於娛樂場所來得遜色。

《 千 家 詩 》 是 依 時 序 而 編 錄 的 蒙 童 詩 集 ， 至 今 我 仍 愛 其 中 的 若 干 篇 章 ， 就 如 南 宋 張 栻 的 《 立 春 偶

成》，實在使我難以忘記。詩句這樣寫著：

律回歲晚冰霜少，

春到人間草木知。

便覺眼前生意滿，

東風吹水綠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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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乃至文評家對說理詩多持排拒的心理與態度，那自有他們理據，不必細表。可是像這樣的一首
小詩，把大自然的變化與人生的啓示渾然一體的，於我卻有所偏愛。

雖然它不似《阿彌陀經》之以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七寶池、八功德水、金、銀、瑪
瑙，乃至蓮華(花)、曼陀羅華(花)等以莊嚴佛土，也不似以「諸眾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來
「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可是張栻這篇詩作，卻可使讀者於自然景
物之中以見真趣，於真趣之中悟出理趣，於理趣之中以興發情趣──於是從景見真，真以悟理，理以
發情；可以久讀，可以耐讀。它像個寶藏，吟誦愈多，而所得愈富。

「春到人間」是本詩的主題，「生意滿」是作者對「春」的解悟。

「冰霜」減少了，陰暗的殘冬過去了，充滿陽剛氣質的春日到臨了；他人覺不覺容或不知，但草之
吐芽，木之發葉，在作者的意識中早已有所感通。那末，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這就是
儒佛二家同具而應有的本懷了。以「冰霜稀少」為助緣，「律回歲晚」，「春到人間」，草木無知
而由作者意識的投射(擬人法)使其得知；「東風吹水」，「綠水參差」，本是自然現象，不具任何
德性的涵義，但在作者眼前所觸，心裏所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盎然「生意」便從意
識中內發出來，使自得知了。

禪家最擅感通：「歸來笑捻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

不疑」，這都一一反映了由疑惑而觸境，由觸境而感悟的歷程。此亦反證了開放心靈的妙

用。向哪兒開放？向大自然開放，向一切有情無情開放何如？童年的我，物質雖然貧缺，

但生意勃勃地向大自然的開放，可幸還沒有走乖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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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潤生居士，早年從事中國語言學及文學研究；自進新亞研究所後，師事新儒學家唐君毅先生及佛學家羅時

憲先生，轉向思想的探索，經三十餘年的鑽研，對佛家的因明學、中觀學及唯識學都極有成績，所發表的專書著

作，不下十種。

但在學術研究之餘，作者對其宗教生活，亦極其重視；此佛家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儒家所謂「仁

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能與世間天地相感通，發而為文，雖片文隻字，都是作者直抒胸臆，真性情、新思維

的流露。

由是作者就其十八年來的所見、所聞、所思，以其敏銳的筆觸，感人的文辭，分成遊履、人物、懷舊、藝文、思

想、生活等六大範疇，撰著成佛學小品凡一百一十七篇，都能如實反映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在古今中外文化沖

激下所行大乘佛教菩薩行的真正精神面貌。

讀者可以透過每一短篇的內容，窺見作者的內心世界，分享作者的獨特感受，開啟個體生命所涵蘊著的無限悲情

與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