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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雞說好話

古趣今譚

主婦小風景

文與圖／大牛稠囝仔

文與圖／花生娘

逐漸消失的春聯

離巢

文與圖／陳牧雨

拒絕人情，拒絕因緣，主要

是由於自己的能力、慈悲、

道德不夠；能幹的人決不會

輕易拒絕別人，拒絕因緣。

福慧故事

夫妻同修家庭美滿
文／陳璿宇

鮮師日記

文／劉素美

嚴父慈母們

南朝梁宗懍《荊楚歲時記》記載：「正

月一日……帖畫雞戶上，懸葦索於其上，

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

可見中國古代，在正月一日過年當天，

有貼雞畫於門上的禮俗。一來可能因為正

月初一被認為是雞日，雞日貼雞畫以示慎

重地對待一年的開始，同時也兼具避邪的

作用。

晉王嘉《拾遺記．唐堯》中，敘述了這

個習俗的由來：「從前有一種重明之鳥，

形狀很像雞，鳴叫聲似鳳，羽毛常常脫落

，雖然翅膀沒有羽毛只剩下肉，卻仍然能

飛，而且會追逐猛獸虎狼與之搏鬥，使得

一些妖魔惡獸不能危害人們。因此直到今

日，國人或刻木頭、或用金屬鑄成重明之

鳥的形狀，放置在門戶之間，能嚇退魑魅

魍魎等邪物。今天人們每每在元月一日，

或刻木鑄金、或圖畫雞於門窗的習俗，就

是這樣來的。」

古代的祭祀器物也有一種刻有雞型圖飾

的酒器，稱為「雞彝」或稱「雞夷」。

而於遼寧遼陽附近北園街漢墓裡，發現

有《鬥雞圖》壁畫，堪稱是我國最早的雞

壁畫了！

當然，因為雞與人親近，雞畫能避邪，

雞又與「吉」諧音，自是吉利的象徵，因

此歷代畫家有許多人很喜歡畫雞。除了畫

公雞，以表彰其五德之外，畫家也很喜歡

畫母雞與小雞，以母雞護小雞表彰「母慈

故能勇」的精神；或兼畫公雞母雞小雞，

以示天倫之樂；或純粹畫小雞，以小雞可

愛的形象，配以庭園常見的植物或花卉，

每每令人興起家園之思。

因此，歷代產生了許多畫雞名家。

《宣和畫譜》裡，記載五代時期一位擅

長畫雞的畫家：「梅行思，不知何許人也

。能畫人物牛馬，最工於雞，以此知名，

世號曰梅家雞。」能畫出名號來，可不是

浪得虛名的。

宋代留下許多以雞為題材的繪畫，只是

因為沒有落款，因此儘管畫得精采，卻不

知何人所畫。明代大畫家沈周，也留下很

多雞畫，台北故宮就藏有他的畫雞作品。

唐伯虎也很喜歡畫雞，而留下許多膾炙

人口的題畫雞詩，如︰「頭上紅冠不用裁

，滿身雪白走將來。平生不敢輕言語，一

叫千門萬戶開。」光讀其詩，就可以感覺

到雄糾糾、氣昂昂的公雞，已經活生生的

躍然紙上。

八大山人也喜歡畫雞，不過還是保持他

一貫「白眼向人」的造型。

清代郎世寧把西畫技巧運用到中國畫來

，也留下了不少以西方寫實風格所繪製的

雞畫。

近代畫雞名家更是輩出。

喜歡畫人間煙火的齊白石就是其中的翹

楚。

由於齊白石出身湖南鄉下，自小與雞為

伍，對雞的習性型態當然瞭如指掌。加上

畫家敏銳的觀察能力，因此創造出了許多

饒富趣味的雞畫。尤其所繪小雞，更是可

愛無比。

另外任伯年亦擅長畫各式動態的雞，配

以庭園小景，如豌豆花、南天竹、桃花、

紫藤等等，構圖常出新意，令人激賞。

徐悲鴻則喜畫雞鳴，並常以「風雨如晦

，雞鳴不已」題畫，用以表示在惡劣環境

下，不畏艱難仍須堅持格調的精神。

高其峰、趙少昂、張書旂、王雪濤、歐

豪年等等，各擅勝場，亦創造出了許多不

同風格、不同趣味的雞畫。例如︰嘗見趙

少昂先生畫大雨滂沱下的公雞，雖渾身濕

透，卻仍不失意氣雄昂，令人叫絕。

遙想小時，我也常與雞為伍，如今身居

現代都市叢林，久已不聞雞鳴，夢裡家鄉

，或許只能從畫裡追尋了。

一鳴天下白

有一位里長問我，台灣人過年愈來愈沒

有年味，不像外國人過耶誕節、萬聖節之

歷久如一，台灣的年味該如何召喚回來呢

？我反問他一句：過年，你家除了貼一張

地方首長贈送的恭賀新喜，有沒有貼真正

的春聯呢？建議他：在里中發起活動，鼓

勵家家戶戶過年把傳統春聯貼出來，年味

就出來啦！如果各鄰舉辦競賽，那一個鄰

張貼率最高，發給獎勵，一定大家歡喜。

現代人不乏春聯來源，處處都有寫春聯

活動，只可惜絕大多數人拿了免費春聯回

家便束之高閣，極少張貼的，沒有春聯的

年，那來年味可言？

我小時候貼春聯是過年不可少的必要行

動，大門有大門的聯、房間有房間的聯，

廚房、牛舍、豬舍、榖倉各有不同的聯，

不能貼錯。當時民眾識字不多，我還曾親

眼看到錯把豬舍使用的六畜興旺貼在房間

的，但人人貼得開心，過年四處一片紅，

真是充滿了過年的好氣氛。

一口山東腔的鄭遵顗，每年報名佛光山

教師研習營，至今已經十二年。奶奶篤信

佛教，有一次因姑姑被土匪綁架，奶奶就

在佛前發願：「若能尋回女兒，要讓自己

的兒子出家還願。」結果菩佛薩靈驗，讓

他找回姑姑，也因此父親小時候曾於寺院

短期出家過。

鄭遵顗深受父親的影響，雖然在天主教

學校教書三十五年，也未曾動搖對佛教的

信仰。父親平常親近佛光山道場，因此往

生時請佛光山慧慈寺的法師為其做佛事，

也因此讓他開始親近慧慈寺學佛，並回山

參加福慧共修。

他笑說，聆聽鄭羽書談起，與大師巧遇

的機緣讓他很感動；名嘴馬西屏談論文人

韓愈、蘇東坡的故事，講得很精采。

韓愈與蘇東坡對佛教的貢獻很大，韓愈

曾因勸諫唐憲宗，差點被殺頭，後來貶到

潮州當刺史，因得知潮州有鱷魚，還特地

寫了《祭鱷魚文》，解除鱷魚之患，受到

當地百姓愛戴。潮洲地區先民客家人是從

大陸嶺南移民台灣，懷念韓愈的恩德，在

屏東落地生根，因而也取地名為「潮州」

，也在內埔昌黎祠建了韓愈廟。

鄭遵顗的同修周月娥是麻豆分會督導，

夫妻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生活與精神寄

託，兒女們雖然沒有太多時間參與活動，

但大女兒在上海工作，每年大覺寺蔬食博

覽會，都會主動前往當義工。因一家人共

同學佛，因此在每年春節全家人都會一起

到佛光山慧慈寺禮千佛。

月考結束，發下考卷後，逐科逐題檢討

訂正完畢。回家歡樂回家煩惱（台語）？

各人造業各人擔，為師的我……盡力了！

下課鐘響不久，小禾即痛哭失聲，乖

乖，他這次退步了，四科「竟」只考了

三百九十九分；不過，仍高掛第一啦。

小禾允文允武，長得又高又帥，堪稱全

年級女生的偶像，他這一哭，班上一干美

女要柔腸寸斷了，紛紛圍過去安慰他。

我也於心不忍過去探個究竟，他抽噎著

說：「我慘了，國語沒有一百，回去會被

爸爸修理啦！」看他惶恐的樣子，我是可

以理解的，小禾只能考一百分，因為他的

父母，一個是國中老師，一個任教於高中

。我只好勸他，回去好好跟爸爸「商量」

，下次細心點，爸爸會諒解的。唉，世上

哪有常勝軍！

還好，隔天一大早，小禾高高興興、平

平安安地來上學了。

新接一個班級，月考第一天的早自習，

教室瀰漫著一股肅殺的氛圍，抱佛腳的、

狠磨槍的、忙補眠的，各安其分，沒人敢

造次。

阿哲的娘幫他提了大包小包進了教室，

和我打過招呼後，拉了把椅子，一股腦兒

坐在兒子身邊，旋即拿起課本，繼續和兒

子重點復習。

望著這對母子孜孜矻矻的背影，著實吃

驚，五年級了，家長還如此不放心不放手

？五年級的大男生了，還願意讓媽媽如此

盯著伴讀？而其他同學早已見怪不怪了。

這位盡責認真的媽媽，可真要叫您第一名

了。

如今，這兩個學生，一個是美國州立大

學教授，常回台探親；一個則是新婚的萬

人迷醫生，事親至孝。只能說，教育孩子

沒有鐵一般的準則，只要出乎愛，孩子的

心能懂得，身體堪得，沒有絕對的好與壞

吧？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2/10
周五

大悲懺法會 （7：30pm ）

2/11 
周六

午供（11：00am）

2/12
周日

2017 光明燈上燈法會
（10：30am ）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

2/17~19
周五~日

雲水禪心生命體驗營

2/18
周六

人間學院開課
敦親睦鄰（ 4：00pm ）

2/19
周日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00am）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2/23~3/5 中國年畫版畫展

家裡少一個房間，小兒出生後即和我們

一起睡，直到最近才下定決心清理書房，

成為小兒的房間。雖然尚在整理階段，小

兒已迫不及待要入住，先是拼湊兩張薄墊

體驗一晚，次日就請爸爸拖來床墊，大動

作離巢。我看見空空的小床架，有點不是

滋味地追著兒子問：「你搬走囉？你就這

樣搬走囉？」他轉身過來和我短暫一抱，

然後匆匆走向他的房間，隨口表示可能過

幾天就搬回來了！

結果，昨晚睡前他走進我的房間，感嘆

著想回來睡，因為這裡比較溫暖，還抱怨

自己的房間有多麼冷！我自我陶醉地說，

因為這兒有溫暖的媽媽呀！不過才說完，

他又乖乖地回房去了。

孩子們長大了，搬走的也不必再追回；

大女兒離家實習，二女兒即將在今年上大

學，兒子也不再黏膩在身邊，孩子們以不

同的理由和方式離巢，感覺我的生活稍稍

可以鬆懈下來，注意力逐漸轉移回自身，

該是要慢慢調整心態，經營另一種生活模

式了。

編織這個「主婦小風景」的小窩巢已有

兩年，加上之前的「繭居主婦微生活」，

共有三年多的時光，記錄著過去生活的趣

味與當時的思想、感懷，本著主婦和朋友

聊天分享的概念，想著，如果有讀者因此

微笑或是發出一點小小的共鳴，這樣就足

夠了。離了這個巢，往後可能再築新巢，

像是和老朋友重逢般，再說說日常，談談

心情，只是需要一點時間休息再沉澱。

主婦的房間，從三分之一的空間升級為

二分之一，依然還未達到維吉尼亞．吳爾

芙的標準，擁有自己百分之百的房間，但

是，等主婦本身也提升為2.0之後，還是

期待和彼端拿著報紙閱讀、還有點閱電子

報的各位再聊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