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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了地球一大圈後，最後最珍惜的，是回到台灣的日子。

家鄕有著輕鬆的氣氛，一想到，整個人都放鬆下來。想著早市

的豆漿、鄕間小鎮別別風土民情、和善的人群，即使散步在很平常的

街道也令我開心，臉上的笑容一直一直微微的張開著。

這就是家鄕的味道，這種感覺像是小孩子回到媽媽的懷抱，暖

暖的，甜甜的。

＊＊＊

就要回到心靈的故鄕了。

在機場候機時，大部份時間不是為自己shopping，卻是找著給

二哥小姪兒們的禮物，想像著他們會喜愛的表情。

在飛機上規劃著台灣度假的細節，是否該去溫泉旅館？要去那

個餐廳，讓家人可以開心聚餐？很神奇的是，心裡的聲音告訴我：

「去寄住大哥家一晚吧！很久沒去大哥家了，即使一晚的拜訪，他應

該會很開心。」「就在老姐家吃飯吧！這樣全家可以談得很盡興，又

能嘗到家庭菜，多好啊！」

原來最自然、最簡單、最單純的心，不需要很多外在包裝就可

以很快樂。鮮美味道或多采景色有時會佔住感官，但這些最後仍比不

上真誠的互動，比不上珍惜的人事物，比不上媽媽為半年、一年歸來

的愛子準備的菜色，比不上我對家鄕的愛。

＊＊＊

很感恩孕育我長大的世界，不論在家庭或在社會層次，有著如

此多及滿滿的愛。這個看起來小小的世界，敎會我很多重要的事。

但特別的是，台灣的德育敎育、群育敎育、家庭教育、為人著

想的待人處世方式、溫文儒雅、敬老尊賢、惜福惜勞、虛心學習等

等，這些優質特質是我繞過很多國家之後，深深感受到的珍貴之處。

很意外的發現，這些特質並不是在先進或雄厚的國家中容易找

到的。當然他國的文化及技術有其殊勝之處，但是就人的品性，台灣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搖籃。（或可說是一個典範？）一代一代傳承著儒

家及孔孟思想，不求果相，並默默在敎育界堅持守護著下一代，堅持

在時代潮流中將德育往下扎根。

好的人品自然的可以為身旁的萬物有情及環境付出，好的人品

自然的可以正面自若處理各種挑戰，而不是替世界或周圍帶來問題。

把人照顧好一切都祥和，所以，我以身為台灣人為榮，隨喜讚歎在教

育界默默付出的所有大德。

＊＊＊

台灣還有一個非常珍貴的地方，那就是這個環境孕育著種種學

習佛法的善緣， 讓很多人有機會學習到佛法。

佛法的深度更在儒家教育之上，從點線面方式掌握重點及細膩，

透由精進聞思修，把握正確的每一步驟、每一個因，並不斷藉境練心。

佛法的引導把人生的格局放大了。以前的我從不知道自己的生

命強度，是能為很多人很多人努力的，並不只是一首單曲。並且所有

曲線有不可預期的變化，所以共舞的曲線也很繽紛，有時是柔軟，有

時是剛強，所有的曲線像是鋪陳生命的河流，這條條黃金光明的河流

終朝向圓滿菩提之道。

隻身在海外僅是微不足道的遊子，微微帶著些許的不安感，努

力在融入不同的世界。但也就是在這樣的學習過程中，敎會我更加珍

惜東方的緣起，更加感恩有佛法學習的美好，更加感恩佛菩薩給予我

的珍貴人生。

勉勵自己要屹立不搖、亮起這座人生燈塔，把家鄕的愛、佛菩

薩的愛散播出去。（作者旅居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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