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
帆濟滄海。」是古今很多人的
座右銘，這兩句詩出自李白的
《行路難》。不過，實際上李
白共寫了三首《行路難》，
「長風破浪」一句出自其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

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

閒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此詩寫於大約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是
李白初入長安求仕失敗後所作。《行路難》是樂府
古題，多詠嘆世路艱難及貧困孤苦的處境。李白這
組《行路難》詩主要也是抒發了懷才不遇的情懷。
金杯中的美酒一斗價值萬金，玉盤裏的菜餚珍貴
非常，也值萬錢。但詩人心情愁煩，便放下杯筷，
不願進餐。拔出寶劍，環顧四周，心裏卻一片茫
然。想渡過黃河，可惜堅冰堵塞大川；想登上太行
山，可惜又見大雪遍布高山。遙想當年，姜太公碧
溪垂釣，得遇重才的文王；伊尹乘舟夢日，又可受
聘在商湯身邊。人生的道路何等艱難！何等艱難！
歧路紛雜，真正的大道究竟在哪邊？不過，詩人堅
信乘風破浪的時機定會到來，到那時他將揚起征
帆，遠渡碧海青天。
大唐盛世，很多文人才子想要在仕途上一展抱
負，有的靠「門蔭」，即父親若是五品以上的官
員，兒子可以直接入仕做官。可惜李白的父親是商
人，不單不能幫他，有時還會被人譏笑。其次可以
靠科舉，通過考試就可入仕，但偏偏李白恥於與人

競考，因為他早已詩名滿天下。
有人從軍，選擇出塞立功而為官；又有人以隱居

邀名，望有人訪賢求才。偏偏他選擇的是「平交王
侯」，如李邕（寫過一首《上李邕》）、蘇頲、韓
朝宗、司馬承禎等，可惜得不到實際成效。真是
「行路難」啊！
這次，他將焦點放在御妹玉真公主身上，作為唐

玄宗的親妹，玉真公主在皇帝面前是具影響力的。
可惜在宴會社交上，李白的光彩比不上能詩善畫的
王維，王維彈得一手好琵琶更贏得玉真公主的青
睞，且王維精通佛理，與喜歡求仙訪道的玉真公主
更是談得投契。
玉真公主雖賞識李白，卻沒有給予實際的提攜，

抑或背後有小人教唆阻礙。不過，後世韓愈也說
過：「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
伯樂不常有。」我們當然不會懷疑李白的文才，但
玉真公主會否是一位伯樂呢？就真的很難說。李白
的初試啼聲、首次進京，也就以失敗告終。「行路
難」啊！
就這樣，李白懷着滿腔失望和憤懣離開長安。臨
行之際，他把這不滿的情緒化為辭章，寫下三首
《行路難》。至於第二首，更見其憤慨之情：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

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雉賭梨栗。

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

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

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

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效英才。

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台？

行路難，歸去來！

詩中用了很多典故，敘說古代聖賢、名將、豪

傑，往往備受猜忌、嘲笑、輕視和妒忌。馮諼作客
孟嘗君門下，覺得未受禮遇，彈劍而歌，表示要歸
去。韓信、賈誼何嘗不受人欺侮？假如在位者能禮
賢下士，郭隗、樂毅等能建立功勳的人不也前來投
靠了嗎？「誰人更掃黃金台」更抒發他對皇帝的不
滿。仕途艱難險阻，真的有如蜀道之難啊！所以感
嘆「 行路難，歸去來！」
至於第三首，結構與第二首相同，也許是李白的
不滿情緒還未徹底宣洩，索性揮筆再寫一首：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

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

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

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

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

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

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

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此篇多言退意，通過列舉諸多古人賢士的言行表
達自己的心情和不滿，他非議許由、伯夷、叔齊的
棄世，又對伍子胥、屈原、 陸機、李斯等人為政
治而殞命表示不認同，對及時身退的張翰，他卻表
示讚賞，彰顯他心情極度矛盾。
是否僅憑「生前一杯酒」就能讓李白知足呢？行
路難，但仍需前行。這三首詩正表現他那在悲憤、
失意中仍懷有希望，始終抱有「直掛雲帆濟滄海」
之理想。
●雨亭 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
年

三首《行路難》道盡李白懷才不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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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源於印度，西漢末年開始
傳入中國，東漢明帝時第一座佛
寺白馬寺在洛陽建立。佛教在東

漢及魏晉時期逐漸流行，到南北朝及隋唐大盛，唐代皇室雖然尊
崇道教，但無阻佛教在貴族及平民中盛行，各地佛寺林立，興建
僧院及供僧尼學習的機構。唐初著名高僧玄奘及義淨往印度學習
及帶回大量佛經，令中國佛教經論更加豐富和充實。
約於公元六世紀初，佛教傳入日本。由於中國佛教鼎盛，高僧
輩出，日本視中國為佛教聖地，在隋唐時期（公元589年至公元
907年），不少日本僧侶伴隨遣隋使、遣唐使到來，向中國高僧
請教學習，而中國的名山古剎便是他們尋訪開悟的佛教聖地。
由於皇室及政府的推動，佛教傳入日本後迅速普及，湧現出一
大批僧人，但不論這些僧人出身貴族或平民，也算不上是合格的
僧人，因為佛教有嚴格的戒律要求和出家的規定，不但要受戒，
還要有剃度儀式，且受戒及剃度時必須由得道高僧主持授戒及發
出剃度證明，這樣才稱得上是合格的和尚，否則只視作是自學成
才的和尚，認受性不足。
日本缺乏得道高僧，無法按照佛教的嚴格規定剃度和尚，這是
亟待解決的佛教正規化問題，於是遣唐使中的僧侶還有一個任務
便是到中國尋訪大德高僧，並邀請他們前往日本。公元742年，
日本僧人榮睿和普照隨遣唐使團到達中國後，隨即前往揚州大明
寺，拜訪鑒真大師（公元688年至公元763年），他是律宗南山
宗傳人，也是後來日本佛教南山宗律宗的開山祖師。

失敗五次 歷經十年始抵埗
鑒真是律宗大師，對於日本十分重要，因為日本當時缺乏律宗
大師，而且鑒真是江南第一名僧，在佛教界聲望甚隆。在榮睿和
普照的誠意邀請下，鑒真答應赴日本弘揚佛法，當時他已年過五
十。鑒真前後六次東渡，頭五次均失敗，其中最驚險的一次是出
海不久便遇上風暴，船隻嚴重損毀，破船輾轉漂流海南後，隨船
的人喪生大半。雖經歷多次失敗，甚至途中因傷而導致雙目失
明，但鑒真仍然不屈不撓，堅持東渡。到第六次東渡，終於成功
到達日本，他在九州鹿兒島登岸，再到本州奈良都城，沿途受到
日本民眾熱烈歡迎。
為了管理全國的佛教僧寺，日本朝廷在奈良大興土木，營建了
一座全國佛教總寺院，名為東大寺，日本便用這座大寺來安頓鑒
真。公元754年，鑒真雖然已六十多歲，而且雙目失明，但還是
在東大寺起壇，為日本天皇、皇后，以及大批皇族、貴族子弟等
授菩蕯戒，繼於寺內建立日本首座戒壇院。可以說鑒真到日本
後，改變了日本的佛教，使其成為符合佛教規定的正規佛教。
鑒真雖然身在日本，但他一直懷念故鄉，跟隨鑒真一起到日本
的工匠和僧侶，在鑒真的要求和指導下，修建了一座唐朝樣式的

佛寺，名為唐招提寺，於公元759年建成，這是保存至今的日本唐式建築
中，最宏偉美觀的一座寺院。鑒真晚年居於唐招提寺，與同行弟子講經傳
法，並且培養了一批年輕的日本僧侶。公元763年，75歲的鑒真於唐招提
寺圓寂。鑒真圓寂前，其弟子為他建造一座與其本人一樣大小的雕像，雕
像刻畫入微，形容生動，一直傳世至今，被視為東亞藝術史上重要作品之
一。
總括而言，鑒真除了在日本傳播推廣佛教和促進當地佛教正規化外，亦

把中國佛教的建築和雕塑等工藝傳往日本，使佛教在中日之間，成為強大
的文化聯繫紐帶。

●緩圓 資深中學中史科及中文科教師，從事教學工作三十年。

自由戲文鑒
真
東
渡

促
進
日
本
佛
教
正
規
化

文文山山
字字水水

文
苑
英
華

「十年人事幾番新。」這句話提醒
我們世事多變，十年間人情事物往往
轉變得超乎我們的想像。
筆者由二十歲開始，每隔十年便習
慣問問自己：「真的能再活多十年
嗎？」由二十、三十、四十、「入
伍」，直至「登陸」，筆者都會問自
己同一個問題。筆者不是對生命悲
觀，而是在提醒自己珍惜時間，時間
就是生命。
在歷史人物之中，最有時間感的莫
過於孔子。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
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
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
所欲不逾矩。」古代人命短，故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

風雨過後方現彩虹
現今的香港人營養好、知識好、醫
療好，平均壽命自然延長，世界範圍
內香港人的平均壽命名列前茅。不
過，長壽不等同幸福，若是長壽而不
幸福，延長了壽命反而延長了痛苦。
人生三境，不是順利、平淡，便是

逆境。然而，用不一樣的角度來看處
境可以看出不同的境界來。蘇軾的

《定風波》，句句是佳句，尤其「竹
杖芒鞋輕勝馬」「一蓑煙雨任平生」
「也無風雨也無晴」境界超然，令人
動容。
《論語》說：「歲寒，然後知松柏

之後凋也。」《淮南子》說：「塞翁
失馬，焉知非福。」《道德經》說：
「福兮禍之所伏。」都是在說明困難
的背後，往往隱藏了祝福──有這樣
想法的人，自然痛而不苦、絕而有
望，面對困境，幸福感依然強烈。
人只能活一次，要活得精彩，不能

無所追求，虛度光陰，倒要盡情發
揮，這樣才對得起自己，對得住上
天，沒有浪費生命。
《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上天既然賜
給我們潛能，我們便應努力把它發揮
出來，這是人當走的道路；而鑽研如
何把它發揮得更好，更是人應追求的
一門學問。
《大學》說：「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生命日日轉化，日日進
步，今天的我要比昨日的好。人若懂
得運用自己的潛能來追求生命意義，
止於至善，一生怎不充實，怎不幸

福？

既要敬愛他人 也要堅守自我
人類是社交群體，故要幸福，就要

與人建立適合的關係。孟子說：「愛
人者，人恒愛之。 敬人者，人恒敬
之。」故要幸福，就要懂得栽種幸福
的關係。
然而，走得太近亦容易彼此傷害，

故也要學會避免受傷。莊子說：「舉
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
沮。」能夠毀譽不動，常抱「有則改
之、無則加勉」的心態，不受別人影
響，不是很幸福嗎？
人異於禽獸，是會追求人生價值

與意義的。孔子說：「群居終日，
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
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
義者也。」荀子說：「天地生君
子，君子理天地。」幾位儒家的代
表人物，都是在提醒大家人要追求
生命價值與意義。
幸福是一種選擇，筆者鼓勵大家選

擇幸福，學會幸福，更為別人帶來幸
福。

人生逆境重重 如何獲得幸福感？

●盧偉成MH校長 筆名孺子驢，播道書院總校長、香港教育領導協會主席、新城電台親子節目《人仔細細》嘉賓主
持、中國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致力在中、小學推行中華文化教育，並把中華文化價值觀之學習滲透於各個校園生
活環節中。

道濟天下之溺 文起八代之衰

●●韓文公祠侍郎閣韓文公祠侍郎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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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所選對聯出
自廣東潮州韓文公
祠，歌頌的是唐代
著名政治家和文學
家韓愈。
唐元和十四年，

憲宗欲迎佛骨入宮供奉三日。韓愈認為此
舉對社會風氣有不良影響，於是寫《諫迎
佛骨表》加以勸阻，結果觸怒憲宗而被貶
謫至潮州。他在潮州勤政愛民，深受百姓
愛戴，當地人在他去世後建韓文公祠紀念
他。此祠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天意起斯文 不是一封書 安得先生到此

人心歸正道 只須八個月 至今百世師之

此聯語言淺白自然，敘議結合，懇切地
表達了對韓愈的尊敬之情。其大意謂韓愈
因為上表諫迎佛骨而被貶潮州，這似是天
意安排，讓他在當地振興文化、教化百
姓，促進南方地區的文化發展；他在潮州
只花了八個月，便使人心歸向正道。時至

今日，人們仍以他為師，向他學習。
上聯點出韓愈被貶的遭遇，「一封書」

明確指出韓愈因規諫「迎佛骨」而得罪憲
宗，結果被貶潮州。「安得」即「怎
得」，這語氣隱含了人們對韓愈的敬仰。
對潮州百姓而言，韓愈被貶至此地是上天
的恩賜，因為在他努力管治下，當地民生
和文化面貌都有顯著的改善。
韓愈胸懷濟世之志，卻被貶至偏遠荒僻
的潮州，不免失意難過。他在南下途中寫
了《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一封朝奏
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朝除弊
事，肯將衰朽惜殘年！」詩中「一封朝
奏」所指之事正與此聯內容呼應。
下聯讚揚韓愈的政績，也點出韓愈對後
世的影響。韓愈雖被貶謫至潮州，但他並

沒有意志消沉，反而積極地興修水
利，修堤通渠，又根除鱷魚之患，
並興辦鄉校，培育人才，教民以
禮。
只是短短八個月的時間，他就把

當時文教未興的潮州導向正途，讓
學術知識傳播，文化得以振興。蘇
軾在《潮州韓公文廟碑》讚揚道：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
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
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

時至今天，韓愈仍然被後世，特別是潮州
民眾所尊崇，成為百世之師。
韓愈為官清廉，政績卓絕，他在仕途上

的表現固然值得稱許，而其面對逆境的態
度同樣值得效法。韓愈推崇儒學，講求經
世致用，他即使仕途受挫，也沒有放棄抱
負，反而積極面對，以百姓福祉為先，盡
力治理潮州。這種堅毅不拔、迎難而上的
精神，實在值得我們學習。
此外，韓愈為唐宋古文運動的倡導者，

主張「文以載道」，他認為寫文章是為了
說明道理，要言之有物，反對只講求格律
工整而內容空泛，一改南北朝以來浮艷的
文風，對中國文學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本文內容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中國語文教育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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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本專欄將陸續刊登古今名聯，介
紹其內容及由來，分析其格式與作
法，讓讀者認識對聯的體式，並感受
所選作品的情味和趣味，體味中華文
化藝術的優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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