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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還把湯喝掉，滿足地坐在那裏，觀看漫

天風雨。當一次狂風吹來時，程小姐乘勢將頭

躲到我懷內。

    來到銅鑼灣，不但沒有風雨，而且陽光普

照。跟著來的兩個小時，根據劇本，我要安排

節目。雖說銅鑼灣熱鬧繁榮，卻不知往那裏好

，我索性帶著她往二樓書店走去，對外地來的

人，這無異是一大特色，且不用消費便可消磨

時間。我們跑了一家又一家。開始時，程小姐

趣味盎然，東翻西翻，後來坦言乏味迂腐，幸

好時間已到，我們轉到中環去。

    根據劇本，我們要乘坐電梯上太平山去。

程小姐好奇地笑問：「香港真神奇，竟能建造

一條全世界最長的電梯從山腳到山頂。」

    但當看到電梯不是一條直通，而是分開多

節時，不免失望。可是電梯緩慢而寧靜把人輸

往高處，悠閒的氣氛，使我們如騰雲駕霧般，

無牽無掛。電梯發出輕微、有規律的「軋軋」

聲音，往高處的氣壓變化使耳朵更寧靜。程小

姐扶著電梯，好奇地四處張望，觀看山景、民

居、店舖，偶爾回頭望著我微笑，四周景色如

此緊貼，行人友善靠近，還不時打招呼。去到

一處小公園，我們不約而同叙靠坐在長椅上，

慢慢享受凍飲，看著路過的行人，說不出的滿

足，就如兩老觀看小孩玩耍般。稍事休息，我

們走到半山纜車站乘纜車到山頂去。坐在極傾

斜的纜車內，程小姐既興奮，又緊張，當車開

動時，竟緊抓著我的臂膀，像小孩般驚呼。

    來到山頂，在一幅偌大的草地上，程小姐

再沒有一點拘緊，把高跟鞋踢到一旁，雙手張

開，迎風仰首，閉著雙目漫步。白晳的雙足，

在青蔥的草地上份外觸目，雪白的雙臂，在裙

裾上幽雅地擺動。我呆呆望著那景象，被深深

吸引。程小姐微笑著跑到我跟前，拖著我的手

，跑向草地去。山頂四周看不到高樓大廈，亦

沒有其他遮擋，置身其中，猶如站在雲端，世

外高處。

                            (..未完待續..)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塚間住

   在燈明寺後園中，一位大男孩拿著書本對

老師父道：「當年佛陀在印度與眾弟子居無定

所，到處流浪弘法，樂阿蘭若，樹下住，甚至

塚間住，為的是不想貪著安逸。就是同一棵大

樹下住久了，也要換一棵安住，以免對一個地

方愛樂、貪著。為什麼我們中國寺院林立，各

修行人舒適地住進裏面，終日不願離開？」

    老師父低下頭，良久不語。一位大女孩忍

不住道：「如此辛苦，骯髒的生活，誰吃得消

？我可不願當什麽修道者！遑論老師父年紀那

麼大。」

    「對！很多出家人體魄不是那麼强健，當

然需要一個住處遮風擋雨。況且，寺院是弘法

的好地方，如果沒有一處三寶具足的地方，如

何接引眾生？佛陀時代，修道者的生活方式，

大眾接受、認同，甚至護持，但在中國，一般

人會鄙視，不尊敬，毀謗等。因此，中國的出

家人只有自給自足，並照顧雲水的出家人，不

想做成社會負擔，各國民風不同，自有不同的

調適，不能固守規則，這叫隨方毘尼，是合乎

佛法的。」老師父抗辯道。

    「可是，我仍然嚮往佛陀的雲遊方式，不

著不住的浪漫情懷！老師父，你年青時可有如

此飄泊四方嗎？」大男孩揚著手中的書本問。

    「……」老師父低下頭，過了半晌道：「

我年青時亦沒有依佛陀的教導生活，很慚愧，

我吃不了苦，修行也不夠。如今年紀老邁，很

多事情都做不來，或是有心無力，虛耗了出家

的大好因緣。」

    老師父從坐著的大石上站起來，仍低著頭

，沒有正視眾小孩，邊走邊黯然道：「我已老

了，什麼都做不了，很遺憾，只有寄望你們這

些後輩，能繼承，發揚佛法，完成我們未了的

心願，是所至禱。」

    老師父的身影消失在寺院的樓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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