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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青春我的歌 文／曹郁美

人
皆
有
同
名
同
姓
的
可
能
，
何
況
是
歌
曲
？

以
下
三
首
〈
偶
然
〉
已
流
傳
半
世
紀
，
仍
值
得

資
深
樂
迷
回
味
。
依
時
間
之
序
，
第
一
首
是
上

海
時
代
由
音
樂
家
李
惟
寧
所
創
作
，
姑
且
稱
它

為
上
海
版
〈
偶
然
〉
。    

第
二
首
則
是
台
灣
版

〈
偶
然
〉
，
「
吳
統
雄
和
山
野
服
務
的
朋
友
們

」
創
作
。
第
三
首
是
香
港
版
的
〈
偶
然
〉
，
陳

秋
霞
創
作
。

本
文
聚
焦
於
「
吳
統
雄
和
山
野
服
務
的
朋
友

們
」
創
作
的
〈
偶
然
〉
，
時
間
是
一
九
七
三
年

，
也
就
是
蔣
經
國
執
政
時
期
。

吳
統
雄
出
生
於
台
中
，
住
過
高
雄

、
桃
園
，
高
中
時
考
入
台
北
建
中
。

自
幼
家
貧
，
卻
憑
著
對
音
樂
的
喜
好

而
困
學
自
修
，
高
一
時
即
寫
了
第
一

首
歌
：
〈
夏
日
一
把
花
〉
，
後
來
改

寫
為
〈
從
此
〉
。

一
九
七
三
年
，
他
考
進
台
大
中
文

系
，
受
邀
在
校
園
演
唱
會
上
唱
歌
，

發
現
整
場
曲
目
幾
乎
都
在
唱
西
洋
歌

曲
，
他
想
嘗
試
不
同
路
線
，
後
來
演

唱
就
以
中
文
歌
、
尤
其
是
自
創
歌
曲

為
主
。

旋
不
久
，
楊
弦
的
中
山
堂
演
唱
會

、
《
中
國
現
代
民
歌
》
有
聲
專
輯
（

即
唱
片
）
的
出
版
，
掀
起
巨
大
浪
花

，
「
唱
自
己
的
歌
」
以
無
心
插
柳
的

方
式
形
成
了
運
動
。
到
了
吳
統
雄
大

四
那
年
，
演
唱
會
翻
轉
為
中
文
歌
曲

的
天
下
。
才
短
短
數
年
，
這
群
年
輕

人
的
努
力
開
了
花
結
了
果
。

換
句
話
說
，
吳
統
雄
、
洪
小
喬
、

楊
弦
、
李
雙
澤
都
屬
於
「
年
輕
人
自

創
歌
曲
」
的
先
驅
，
這
些
曲
子
後
來

皆
冠
以
「
現
代
民
歌
」
的
稱
呼
，
他

們
算
是
第
一
代
功
臣
，
所
謂
的
「
民

歌
手
」
。

繼
楊
弦
的
個
人
專
輯
之
後
，
由
洪

建
全
基
金
會
支
持
、
陶
曉
清
策
畫
，

兩
張
標
榜
年
輕
人
創
作
、
演
唱
的
《

我
們
的
歌
》
專
輯
出
版
了
。
弔
詭
的

是
，
它
囊
括
了
八
位
作
曲
家
、
二
十

首
新
曲
，
卻
沒
有
一
首
獲
得
新
聞
局

審
查
通
過
，
如
：
韓
正
皓
的
〈
學
子

心
聲
〉
挑
戰
了
聯
考
的
價
值
、
吳
楚
楚
的
〈
好

了
歌
〉
借
古
諷
今
等
，
當
然
，
吳
統
雄
也
沒
能

逃
過
。

吳
統
雄
創
作
、
演
唱
的
〈
墟
〉
，
隱
藏
保
育

觀
念
卻
被
評
委
認
為
「
思
想
灰
色
」
。
而
〈
華

靈
廟
〉
這
首
歌
又
有
何
來
歷
？
原
來
八
年
抗
戰

期
間
，
山
西
省
華
靈
廟
地
區
有
一
批
國
軍
英
勇

陣
亡
，
因
雙
方
武
器
相
差
懸
殊
，
其
中
廿
四
人

，
每
人
腰
纏
十
顆
手
榴
彈
，
自
願
組
成
「
活
炸

彈
隊
」
衝
入
日
軍
，
才
阻
擋
了
敵
人
攻
勢
。
後

【王陽明帶你打土匪094】

深恩罔極論朱陸（下）

文／陳復

來
吳
統
雄
在
中
橫
的
大
禹
嶺
遇
見
一
位
種
蘋
果

的
老
榮
民
，
談
起
他
在
華
靈
廟
參
戰
的
過
往
，

於
是
引
起
這
位
年
輕
人
的
創
作
動
機
。

吳
統
雄
的
這
首
〈
華
靈
廟
〉
旨
在
向
年
邁
的

父
執
輩
致
敬
，
卻
被
評
審
認
為
「
疑
有
為
匪
宣

傳
之
嫌
」
，
其
實
這
些
烈
士
皆
屬
中
華
民
國
部

隊
哩
。

此
外
，
吳
統
雄
還
為
自
己
媽
媽
的
義
工
團
寫

了
一
首
〈
媽
媽
的
愛
心
〉
，
交
由
楊
祖
珺
演
唱

並
灌
錄
在
本
專
輯
中
，
也
被
禁
。
吳
統
雄
自
嘲

：
「
那
幾
年
，
我
陸
續
送
了
近
五
十
首
歌
到
新

聞
局
，
除
了
另
一
首
山
野
歌
曲
〈
偶
然
〉
外
，

全
部
被
禁
唱
，
這
樣
的
數
字
，
不
知
道
是
否
能

夠
榮
登
『
禁
歌
排
行
榜
』
，
甚
至
奪
冠
？
」
揶

揄
的
語
調
道
出
創
作
的
艱
辛
。

更
有
趣
的
是
，
這
位
「
禁
歌
大
王
」
竟
然
在

廿
五
年
後
，
也
就
是
二○

○
○

年
受
邀
擔
任
廣

播
金
鐘
獎
「
流
行
音
樂
節
目
」
與
「
流
行
音
樂

節
目
主
持
人
」
獎
項
的
評
審
。
這
…
…
是
不
是

太
反
諷
了
？

吳
統
雄
一
向
活
躍
，
讀
大
學
時
每
逢
寒
暑
假

，
他
在
救
國
團
的
山
野
營
隊
擔
任
輔
導
員
，
人

稱
「
阿
雄
哥
」
。
一
天
，
幾
位
匯
集
在
中
橫
慈

恩
站
的
輔
導
員
想
為
團
友
創
作
一
首
歌
，
〈
偶

然
〉
便
誕
生
了
。

它
是
集
體
創
作
，
由
吳
統
雄
記
譜
，
走
到
哪

兒
唱
到
哪
兒
，
歌
詞
一
派
清
新
，
很
適
合
抱
著

吉
他
或
自
唱
，
或
合
唱
，
很
有
所
謂
的
「
民
歌

精
神
」
：
「
偶
然
，
就
是
那
麼
偶
然
，
讓
我
們

並
肩
坐
在
一
起
，
唱
一
首
我
們
的
歌
。
縱
然
不

能
常
相
聚
，
也
要
常
相
憶
。
天
涯
海
角
不
能
忘

記
，
我
們
的
小
祕
密
。
」

又
過
了
一
、
兩
年
，
吳
統
雄
在
中
橫
的
洛
韶

站
教
一
位
原
民
小
妹
妹
唱
這
首
歌
，
她
覺
得
歌

詞
太
短
了
，
於
是
幾
人
又
給
它
加
了
副
歌
：
「

為
什
麼
，
忘
不
了
你
？
為
什
麼
，
惦
記
著
你
？

多
少
的
時
光
溜
走
，
多
少
的
記
憶
在
心
頭
。
你

悄
悄
地
來
（
悄
悄
地
來
）
，
又
悄
悄
地
走
（
悄

悄
地
走
）
，
留
給
我
的
只
是
，
一
串
串
落
寞
的

回
憶
。
」

就
在
二○

一
五
年
，
原
民
電
視
台
製
作
了
一

系
列
節
目
，
再
把
節
目
內
容
撰
述
為
文
字
出
版

成
書
，
那
就
是
《
吹
過
島
嶼
的
歌
》
。
有
一
集

節
目
是
這
樣
的
，
受
人
敬
重
的
的
原
民
歌
手
胡

德
夫
（K

IM
B

O

）
以
鋼
琴
自
彈
自
唱
了
〈
偶
然

〉
，
並
說
了
一
個
他
聽
來
的
故
事
：
一
位
曾
任

台
東
縣
議
長
的
原
民
男
子
，
在
高
雄
認
識
一
位

舞
女
而
相
戀
，
回
到
太
麻
里
之
後
根
本
忘
了
此

事
。
後
來
這
女
子
生
下
一
名
女
嬰
並
撫
養
長
大

，
年
輕
女
孩
聽
了
母
親
的
故
事
便
寫
下
一
首
歌

作
為
紀
念
，
這
便
是
〈
偶
然
〉
，
與
「
吳
統
雄

和
山
野
服
務
的
朋
友
們
」
創
作
的
這
首
完
全
一

樣
，
這
可
把
人
搞
迷
糊
了
。

這
是
怎
麼
回
事
？
下
次
再
聊
。

吳統雄與他的〈偶然〉

【禪門語彙】文／永本

又作照心古教。古教，即佛典祖
錄；照心，即返照自己。謂熟讀佛
祖與高僧之言教，由此而返照自心
，捨邪歸正。《敕修百丈清規》卷
六龜鏡文（大四八‧一一四六下）
：「手不把筆，如救頭然，所以報
書狀也。明窗淨案，古教照心，所

以報藏主也。」〔《禪苑清規》卷
八、《宗鏡錄》卷五、《緇門警訓
》卷六、重刻《禪關策進》後序、
《正法眼藏》卷五重雲堂式（道元
）〕

古教照心

為什麼朱陸兩人的學說具有互相補充的意義
呢？

陽明覺得陸九淵標舉的觀點都是孔孟的原話
，毫無讓人墮落於空虛的內容，唯獨或許有人
對其「易簡覺悟」的說法有些疑惑，殊不知「
易簡」的說法早在儒家經典《易經‧ 繫辭》
就已經有討論，「覺悟」的說法跟佛教很像，
然而，釋家本來就有與儒家相同的觀點，其間
差異只有「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何必忌諱其
相同，卻講都不敢講，因襲其差異，卻想都不
曾想，這並不是做學問應該要有的態度。

雖然晦庵主要講「道問學」，但其實未嘗偏
廢「尊德性」；雖然象山主要講「尊德性」，
但其實同樣沒有偏廢「道問學」，陽明舉朱熹
常說「居敬窮理」，還說「非存心無以致知」
，更說過這話：「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
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
於須臾之頃也。」陽明大膽表示：「儘管這些
言語不見得很透澈，然而，晦庵何嘗不是在講
『尊德性』的重要性？我們又何苦在意其內容
有講些枝微末節的瑣事呢？只因朱子自己平日
汲汲營營於訓詁與註解，什麼典籍都要寫個什
麼考辨源流，後世學者掛一漏萬，只鑽研其學
問中的枝節，深感其間的辛苦，無法掌握入門
的鑰匙，卻反過來譏諷朱子學的特徵就是支離
破碎。這是後世學者搞出來的弊端，晦庵本人
豈會如此？我看吾兄對於晦庵的瞭解，未盡看
得出其最精華的內容。」

這樣一說，不只得罪這位「投錯家門」的
弟子徐成之，更是將朱子學按照自己的思想做
出修正，藉此對陸子學做出高度評價。這種不
啻於「標新立異」的作法，引發朱子學鐵衛軍
的憤怒，大家並不是沒有文化水平的低能兒，
正因為往日的學術典範是自己賴以維生的伎倆
，在觀念交鋒的過程裡赫然發現這位歷劫歸
來的野外求生達人，身心都發生異常變化，不
再是我們學術士林正統的一分子，簡直在自立
門戶，並把我們這些人都罵成沒事在搞些枝微
末節的異端？這哪裡能輕鬆當作阿基米德（
Archimedes）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將翻轉
整個地球。」這可不是古今盡付笑談中，這是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整條理學船都極有可能被
陽明拿的心學竿子給攪得翻船了。

一大批陽明早年的知交，如汪俊、崔銑與儲
巏等人都跟陽明發表斷交聲明，儲巏本來是黃
綰與陽明的介紹人，卻責備陽明不守師道，崔
銑後來更批評陽明是「霸儒」，才剛從鬼門關
回來的陽明，會不會再遇上新的人生風險呢？

文
與
圖
／
廖
壬
戊

【
台
灣
拼
圖
】

憨
吉
祕
塘

以
前
聽
過
一
個
關
於
尾
巴
的
故
事
，
古
時
候
有
個
人
叫

艾
子
，
晚
上
坐
船
渡
江
，
忽
然
聽
到
哭
聲
，
聞
聲
看
去
，

發
現
船
四
周
有
許
多
水
族
在
哭
泣
。
艾
子
就
問
：
「
怎
麼

回
事
，
你
們
怎
麼
都
哭
呢
？
」
水
族
回
答
，
龍
王
討
厭
水

族
長
尾
巴
，
要
把
尾
巴
都
剁
了
去
。
艾
子
發
現
水
族
裡
，

居
然
有
一
隻
蛤
蟆
也
在
哭
泣
，
很
奇
怪
，
就
問
：
「
蛤
蟆

兄
，
你
沒
有
尾
巴
，
怎
麼
也
哭
啊
？
」
蛤
蟆
道
：
「
我
是

怕
龍
王
追
查
我
還
是
蝌
蚪
時
的
尾
巴
呀
。
」

這
故
事
想
來
讓
人
忍
俊
不
禁
。
不
要
以
為
我
們
沒
有
尾

巴
，
其
實
我
們
或
多
或
少
都
有
點
尾
巴
的
影
子
，
所
以
啊

文
／
古
傲
狂
生

【
品
讀
名
著
】

尾
巴
的
故
事

做
人
還
是
要
「
夾
著
尾
巴
」
為
妙
。

動
物
大
都
有
尾
巴
，
而
人
類
沒
尾
巴
，
沒
尾
巴
的
自
然

無
法
理
解
有
尾
巴
的
煩
惱
。
兒
時
還
聽
過
「
小
壁
虎
借
尾

巴
」
的
童
話
：
小
壁
虎
掉
了
尾
巴
，
就
去
找
魚
、
牛
和
燕

子
借
尾
巴
；
自
然
尾
巴
是
借
不
來
的
，
故
事
的
最
後
，
小

壁
虎
又
長
出
了
一
條
尾
巴
。
這
個
故
事
告
訴
我
們
什
麼
？

不
由
得
想
起
一
句
俗
話
：
「
癩
頭
兒
子
還
是
自
己
的
好
」

，
尾
巴
和
兒
子
還
是
「
正
宗
原
裝
」
的
好
啊
。

還
有
一
則
童
話
叫
「
老
狼
釣
魚
」
，
講
狐
狸
在
冬
天
發

現
有
人
趕
著
一
車
魚
，
便
躺
在
地
上
裝
死
，
車
夫
貪
心
，

就
把
狐
狸
扔
到
了
車
上
。
狐
狸
偷
了
魚
，
跳
下
車
，
碰
到

了
狼
，
狼
自
然
要
問
魚
從
哪
裡
來
的
，
狐
狸
謊
稱
自
己
用

尾
巴
在
冰
窟
窿
裡
釣
的
。
狼
聽
了
，
很
高
興
地
釣
魚
，
魚

沒
釣
上
來
，
狼
尾
巴
卻
被
凍
掉
了
。
這
個
故
事
告
訴
我
們

，
要
了
解
自
己
尾
巴
的
功
能
，
不
要
人
云
亦
云
，
到
頭
來

丟
了
尾
巴
，
還
丟
了
臉
。

在
中
國
古
典
小
說
裡
，
也
有
許
多
關
於
尾
巴
的
故
事
。

《
西
遊
記
》
裡
，
孫
悟
空
有
七
十
二
變
，
卻
獨
獨
無
法
變

化
掉
自
己
的
尾
巴
。
與
二
郎
神
纏
鬥
，
老
孫
變
了
座
廟
，

尾
巴
化
作
旗
杆
豎
在
廟
後
，
結
果
被
二
郎
神
瞧
出
破
綻
。

取
經
路
上
，
老
孫
再
次
變
成
妖
怪
乾
娘
，
和
金
角
大
王
、

銀
角
大
王
調
笑
說
要
吃
豬
八
戒
的
耳
朵
。
豬
八
戒
一
急
，

瞅
見
老
孫
的
猴
尾
巴
，
脫
口
就
叫
：
「
猴
哥
」
，
結
果
「

偉
大
的
猴
哥
」
被
拿
個
正
著
。

在
唐
傳
奇
和
《
聊
齋
誌
異
》
裡
，
那
些
變
化
多
端
的
狐

狸
精
也
和
猴
哥
一
般
遭
遇
。
大
約
尾
巴
還
是
猴
哥
和
狐
狸

精
們
的
「
劣
根
」
，
無
論
修
行
多
深
、
道
行
多
高
，
還
總

是
留
著
點
小
小
的
破
綻
。

雲
林
縣
水
林
鄉
番
薯
村
地
處
偏
僻
，

民
風
淳
樸
、
風
光
明
媚
，
沃
土
遍
布
阡

陌
良
田
，
因
盛
產
番
薯
而
得
名
，
許
多

人
慕
名
前
來
品
嘗
或
採
購
。

走
在
田
間
小
路
上
，
放
眼
周
遭
，
番

薯
園
連
綿
無
垠
無
界
，
綠
意
盎
然
，
讓

人
心
胸
豁
然
開
朗
，
忘
卻
塵
囂
世
事
！

嚇
然
見
到
一
池
碧
波
綠
水
，
寬
廣
近
頃

，
清
澈
湖
面
上
倒
映
出
藍
天
白
雲
，
隨

著
微
風
搖
晃
，
宛
如
駕
臨
仙
境
可
比
喻

。
只
見
無
數
混
凝
土
塑
成
的
圓
桶
形
花

壇
，
錯
落
於
水
面
井
然
有
序
，
內
栽
植

椰
子
樹
，
樹
影
婆
娑
。
為
添
增
生
意
，

化
解
單
調
氛
圍
，
又
散
布
些
許
空
心
菜

莖
，
已
萌
發
嫩
芽
，
點
綴
得
唯
妙
唯
肖

，
猶
似
畫
龍
點
睛
之
美
。
四
周
鵝
鴨
成

群
，
悠
游
自
如
。

樸
實
無
華
的
小
橋
橫
掛
池
上
，
讓
人

倘
佯
散
心
，
享
受
田
園
樂
趣
。

繞
行
池
畔
，
來
到
大
門
口
，
圍
牆
上

雕
塑
「
憨
吉
祕
塘
」
四
個
大
字
，
工
整

有
力
。
透
明
地
板
上
書
寫
番
薯
詞
，
極

富
鄉
土
味
，
值
得
賞
閱
：
「
芋
仔
看
做

番
薯
，
譏
諷
他
人
糊
塗
，
會
算
不
會
除

，
提
米
換
番
薯
。
」
諷
刺
划
不
來
的
買

賣
；
「
番
薯
不
驚
入
土
爛
，
只
求
枝
葉

代
代
湠
」
，
歌
頌
番
薯
適
應
環
境
的
強

韌
生
命
力
；
「
番
薯
吃
飽
，
芋
仔
無
巧

」
，
番
薯
吃
飽
就
沒
有
吃
芋
頭
的
食
欲

；
「
番
薯
藤
，
肉
豆
藤
，
牽
歸
綰
」
，

形
容
喜
歡
到
處
攀
親
引
戚
的
人
；
「
時

到
時
擔
當
，
無
米
食
番
薯
箍
湯
」
，
指

船
到
橋
頭
自
然
直
。

讀
著
台
語
詩
詞
，
沉
浸
於
鄉
土
意
境

，
返
樸
歸
真
，
洗
滌
現
代
虛
偽
幻
影
，

可
找
回
本
性
善
良
的
自
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