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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各位好朋友師兄師姐！來參加我個人攝影展和新書發表會美滿成功感謝宴！  

都是得到大家來支持才能有成就，謝謝您們了！順祝平安健康快樂! 韓國民 202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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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海內外諸侄子 

 

 
 

敬步玉韻唱和扶風舅父 
《寫給各侄兒》2024.5.16 

 
曾經坎坷不呻嘶  奔向前程總候蹄 
決志揮揚當卓上  南針指引豈傾低 
骨筋碌碌尋佳氣  學海茫茫選正題 
縱使風雲多幻變  天清雨散有虹霓 

 
去旅行 2024. 5. 19 

  

夏日全家去旅行  空航鐵鳥至卡城 
黃昏抵埗斜陽落  再到班芙第一程 

  

回 程(寄自卡加利機場) 
2024. 5. 24 

  

回程路上客忘歸  不捨依依鐵鳥飛 
惜別卡城期再會  烏雲細雨互交揮 

 
 

參加韓國民誼弟慶賀攝影及
新書發表會美滿成功宴會 
 
 
 
 
 
 
 

 
 

 
 
 
 
 
 
 

好友良朋共聚筵  重逢話舊樂綿綿 
佳餚美酒添高興  越式生魚烤烘煎 
論古談今多寫意  舒懷暢飲溢心田 
人生難得幾回醉  摰愛情緣賦錦篇 

  
 

痛 悼 
廖茂俊會長令尊翁 
廖特校老先生千古 

 

          驚悉  廖茂俊教授令尊翁  
廖特校老先生辭塵，無限惋惜。深
感傷懷。素知  鈞座篤孝敬尊翁，
無微不至，忽遇丁憂，定必哀傷悲
切，伏望  貴家眷節哀順變，保重
身體為要！特此唁慰，專候 苫安    
              愚  馬玉強敬上 

 

義方立教  齒德俱尊留典範 
忠厚存心  言行並重著人間 

 

馬玉強 敬輓 2024.5.4 
 
 
 
 

沉痛悼念 張詩劍先生 
仙逝   2024.5.15 

  

星辰墜落文壇暗  震撼詩聲遍地哀 
祖國華篇歌不盡  香妃美韻夢宏詼 
龍描巨著千書燦  社種新松百傑栽 
亮節高風揮手去  人間五月少登臺 

 
 
 

敬輓  李公松年 
書畫家千古 2024. 5. 19 

 

松柏見高風，嶺南畫藝添光彩； 

年齡臻上壽，泡影人生也足珍！ 

 

流 光 之 傷 
 

用日光月色曝曬的慾念細數著 
用春夏秋冬惑迷的色盤細數著 
用漸皚白雙鬢乾裂的荒蕪細數著 
用朝代歷史的異象因果細數著 
 

用情人腐蝕的諾言細數著 
用潮汐捲濺的浪花細數著 
用雨敲窗扉漸黯的黃昏細數著 
用漸老的愛情被圍築成無奈的疏離 
細數著 
 

用澎湃心靈繭生的硬度細數著 
用宇宙赤裸原始的爭端細數著 
 
用容顏  用古今聖哲的茫然 
細數著 
 

https://mp.weixin.qq.com/
s/65weL7KWkubkMF0ti2JX5w  
【名人頭條】358期   
  方明 “世界名人會”  
 
 

  
蠱惑，蟄伏的美好 
一場花事，肆意闌珊  
塵土打在光中  
雜念救贖，重重禪意  
扶雲千里的醉意 
在微風中蕩開  
那些引爆在花蕊裏的詞語 
瞬間止於無聲 

   

迴旋在每一次擦肩之中  
溢美之詞被裹挾  
俘獲的春心 
香氣反復薰染  
當初的篤定，鴨先知的小歡喜 
被無數鳥鳴洩露  
逆著漫不經心的風  
心尖上，粉黛與桃紅 
一點點醒來  
禪意不失高遠 
數著自己的心跳，動情處 
一場春事，醞釀貪婪 
 
 
 
 
 
 
 
 

 
 
 
 
 
 
 
 
 

 

佛法無邊際，普救衆生苦 
     佛在何處坐，觀看世間人 

在菩提樹下，在天堂雲中 
     在靈山崗上，在寺廟壇前 

心中有靈佛，好自作修行 
     佛眼如明鏡，照透世間情 

中途知醒覺，還是未為晚 
     晚在中途時，仍未知覺醒  

莫作奸惡孽，因果有循環 
     莫做虧心事，多積福善緣 

遠水豈能救，近火焚身時 
     急難能援手，全靠近身人 

求神拜佛祖，望解心困擾 
     佛坐汝心中，何必去遠求 
 
 
 

五月的祝福有您  
   
                                   2024.5.20   
 
我呈獻上一首友情及親情的短歌 
為您！我用笨拙的筆給您書寫數行 
  我！用顫聲的女高音表達感恩 
早安！親愛的好朋友！ 
雖說人生如過客 
有緣能在塵寰裡相知相識何其慶幸 
太陽在照亮著我們的友誼何等光潔 
友情是如斯溫婉！如此璀燦了此生 
您說：雖然不能天天聚首歡見 
      但這段友誼是如此溫婉綿長 
      總感謝能天天被惦記！ 
可惜感傷來日短暫 
但這份栽植的友誼涵藴高潔 
令這窒息的時刻輕浮的心  
也從容地脈動了因有友情及愛心滙聚 
彼此牽掛在柔美的友愛中溫暖如陽光 
看天空的雲朵是如此翱翔及輕盈飄逸 
我聽到自己的心房也在旋舞在說謝謝
您說：只要彼此牽念就是真情無價！ 

五月！祝福！ 
祝福我身旁的親人中有您！ 

 臺 北 ✤ 方 明 的 詩          南 京  ✤  張 曉 陽 散 文  

 無 情 最 是 臺 城 柳 
 ✦梁武帝蕭衍的佛門內外 

( 一 )  
甘寢隨四坐，蓋睡依五眾。違從競分諍，美惡相戲弄。 
出家為上首，入仕作樑棟。色已非真實，聞見皆靈洞。 

  長眼出長夜，大覺和大夢…… 
  這是梁武帝蕭衍的《十喻詩》中的一首。每次在臺城眺望西下的夕
陽，我都會想到這位信佛的皇帝。讀他的《十喻詩》，常常會有一種
如入靈山、佛就在眼前的感覺。蒼茫暮色，煙霧朦朧。他的詩讓我又
似乎回到一千五百多年前那個寺廟林立、香火旺盛的南朝。那個脫了
皇袍、披上袈裟的“皇帝菩薩”，再一次活生生地站到我的面前。  
  木魚聲中的他，一臉的陽光燦爛。我知道，他是在做一個像水一樣
潔淨的夢，只是那夢裏已不知幾度菩提花開。  
  他的詩讓我感覺到，他對佛祖的敬仰是發自內心的。他的心是虔誠
的。有這樣一位菩薩皇帝，南朝的蒼生們有福了。 
  乘一葉扁舟穿越滄桑歲月，我來到了西元六世紀一個秋日的黃昏。 

( 二 ) 
鴻雁秋水，柳岸繫舟。芳草斜陽。蘭風桂露。連綿的青山在夕陽的

殘照中動靜如一。 
同泰寺的鐘聲在古老的城樓上空飄溢。 
脫下帝袍、換上僧衣的皇上，開始為僧人們講解《涅槃經》。松濤

聲聲，流雲悠悠。微笑盈盈的一國之主，始終慈祥地開導著眼前的這
些芸芸眾生。 
他知道，開始的已經開始，沒有結束的還在繼續。那來去匆匆的歲

月，每天都在演繹聚散離合與喜樂悲歡。 
佛光普照，我佛慈悲。 
一束光華從暗中升起，虔誠的信徒們面面相覷。 

( 三 ) 
  那位脫下帝袍、換上僧衣的皇上，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梁武帝蕭衍。
做了四十八年皇帝的他，活到了八十六歲。雖然晚年的結局有些淒慘 
，但在中國既往的四百多位皇帝中，他已經是比較長壽、也比較幸運
的一位了。 
  英雄一世，學問千秋。他的一生波瀾起伏。 
  據說他是漢初賢相蕭何的廿五世孫。其父蕭順之因擁戴其族弟蕭道
成建立南齊有功，而成為朝中之重臣。但不久就因病去世。由於家族
的關係，年紀輕輕的蕭衍一出道就在大將軍王儉手下任職。由於他善
文能武，很快就成為大權在握的一方諸侯。在動盪的時局中，他審時
度勢，步步為營。一步步走向金鑾殿的寶座。 
  西元五○二年， 卅八歲的他終於逼齊的小皇帝禪讓退位，然後順理
成章地披上黃袍，成功地在歷史的天空中完成了他的英雄造型。 

( 四 ) 
即位後的梁武帝還算明智，鑒於前朝經驗，對於齊宗室的其他成員 

採取了寬容的態度。即使平叛，也沒有大開殺戒。 
這和他崇尚儒家的以王道治國的理念有關。 
史書記載，登基後的蕭衍很重視儒家思想，曾親自編寫《春秋答問 

》等書，解答大臣們的疑問，直接宣導了好的學習風氣。 
在學術上，蕭衍以經學、史學的研究為卓著。在經學方面，他曾撰

有《周易講疏》《春秋答問》《孔子正言》等二百餘卷，可惜大都沒
有流傳下來。天監十一年（五一二年），又製成吉、凶、軍、賓、嘉
五禮，共一千餘卷，八千零十九條，頒佈施行；在史學方面，他不滿
《漢書》等斷代史的寫法，認為那是割斷了歷史，因而主持編撰了六
百卷的《通史》，並“躬制贊序”。他對此書頗為自負，曾對臣下說 
：“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可惜，此書到宋朝時即
已失傳，這實在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蕭衍最大的著述是通史六百卷 
，金海三十卷，五經義注講疏等共有二百卷，贊、序、詔、誥、銘、
誄、箴、頌、箋，奏等文共一百二十卷。 

他還下令編撰了世界教育史上使用時間最長、影響最廣的啟蒙讀
本——《千字文》。 

作為一位曾經是學貫中西的文化學者，他不光精通儒、道、釋三
學，詩文更是堪稱當時一絕。 
他還喜歡吟詩作賦，是一位詩人，當年曾經是“竟陵八友”中的一

位。他的七言體詩平、仄韻互換，抑揚起伏，頗具獨創性，在中國詩
歌發展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在他的影響和提倡下，梁朝文化事業的發展達到了東晉以來最繁榮

的階段。《南史》作者李延壽評價說：“自江左以來，年逾二百，文
物之盛，獨美於茲”。 

( 五 ) 
當上了皇帝之後，蕭衍的思想逐漸發生了變化。經過認真研究，他

認為佛教才是人間唯一的“正道”。至於中國的孔子、周公和老子，
都是佛祖的學生。 
即位的第三年，他開始棄道崇佛。對於佛的崇敬，他是虔誠的。對

於佛學的研究，他更是非常認真的。 
 據說在信佛之後，他就不近女色、不吃葷了。他從經典裏邊摘經論

據並撰文，來說明吃素的諸多好處。一千多年來，漢族的和尚一直堅
持吃素，就是他的功勞。他還下了三道聖旨，要求一年中正月、四月
和九月為禁屠之月，這三個月嚴禁宰殺，不得違反。 
他還發佈公告，祭祀宗廟不准再用豬牛羊，要用蔬菜代替。他吃素 

，要神靈也吃素。聖旨下達之後，大臣議論紛紛，都反對。最後，迫
不得已的他允許用麵捏成牛羊的形狀祭祀。 

他宣導節儉，對自己的要求到了非常苛刻的程度。“一冠三年，一
被二年”，衣服可以是洗過好幾次的。吃飯也是蔬菜和豆類，而且每
天只吃一頓飯。太忙的時候，就喝點粥充饑。 
生活儉樸，做事勤奮。那些日子，除了處理正常的朝務之外，就是

一絲不苟地研究佛經。為此，他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 
( 六 ) 

佛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意思是“覺者”。佛又稱如來、
應供、正遍知、無上士、調禦丈夫、天人師、世尊，等等。佛教重
視人類心靈和道德的進步和覺悟。佛教信徒修習佛教的目的即在於
依照悉達多所悟到修行方法，發現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終超越生
死和苦、斷盡一切煩惱，得到究竟解脫。 

他精心研究佛教理論，且頗具心得，見地極高。一生著有佛學著作
《涅萃》《大品》《淨名》《三慧》等，達數百卷之多。他還把儒家
的“禮”、道家的“無”和佛教的涅槃、因果報應揉合在一起，創立
了三教同源說，在中國古代佛教思想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當然，蕭衍對佛的認識還不可能達到今天的高度。但他是努力的，

盡心盡責的。他相信“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相信“一念貪嗔起，
百萬障門開”。他注意處處從自己做起，注意以身作則，身體力行。
作為一個帝國的最高統治者，能夠這樣做，已經非常難得。這在專制
的封建王朝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恐怕找不到第二個。 

( 七 ) 
天監三年（504）四月初八，作為皇帝的他首次以佛教徒的身份主持

佛教法會，梁的興佛運動因此而揭開序幕。在他的宣導下，境內寺院
多達2846座，僧尼達八萬二千七百人，占全國總人口的六十九分之一 
。鏡是鏡非，有臺無臺？月下的那一道門成為千古的懸念。 
 廟多了，念佛的人多了。人們的欲望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愈來愈多 
欲望愈多，天機愈淺。欲望愈多，離道愈遠。對佛教的迷信，他幾

乎達到了愚蠢、瘋狂的程度。 
 據說有一次，他在夢中得到“神僧”指點，而創造了一種叫做“水

陸法會”的佛教儀式。還有一次，在夢中受到亡妻囑託，創造了一種
被後人稱作“梁皇懺”的拜懺儀式。以夢治理國家，是他的一大創造 

佞佛亂政，縱容邪惡。一心研究佛學，使得他沒有精力再理朝政。
重用的人也出現了奸臣，造成朝政昏暗。到了老年，他更是剛愎自用 
，亂建佛寺。有人形容：“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
萬，資產豐沃。”佞佛亂政，縱容邪惡。一心研究佛學，使得他沒有
精力再理朝政。重用的人也出現了奸臣，造成朝政昏暗。到了老年，
他更是剛愎自用，亂建佛寺。有人形容：“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
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 
狂狡任性，擅斷川瀆，役苦人勞，危亡已兆。   >>>>>>> 接下期  

   洛杉磯✤扶風社長七律  

 

 香 港 ✤ 振 嵐 的 詩  
清涼秋夜的天際繁星 
比喻一輩良朋 
遙遙觀望 
曾經相聚  然後分……散 
原來都只是浮萍啊 
話說當時歲月青澀 
徘徊著戰火邊緣 
不同的容貌 
譜寫笑意及顏采 
那些身影和腳蹤 
遭遇了顛簸離亂 
就迅速融入時間的滄海 
不論遠走  或者棲留 
這一天歡快的旅遊 
到底刻印在深層記憶裡 
往昔少年夢的碎片 
偶爾悠悠泛起 
作為而今白髮對談的話題 
光陰流轉莫停 
能夠異地再行會面 
有一點相逢依舊相識 
有一點欣喜愉悅 
也牽挽不住 
那個多變的白雲蒼狗 
更何況  青春小鳥  一旦飛去 
便不再回頭  不  再  回  頭 

 
✦二○二二年十月間，促成多年前寫
下之草稿，以追記半世紀前，一眾小
學同窗之綏羅（Suối Lò）一日遊。 
二○二四年五月中旬修訂後寄自香江 
 
 

有幸隨胡志明市華人

書畫家到訪平陽省

『秦漢書畫院』2024.5.2 

左起：  書畫院負責人謝硯銘、 
筆者、張路書畫家 

 

滿目龍蛇舞  春風筆底生 
嘉辰招雅聚  得意謝隆情 

 
 

賀北大一百二十六年 

校 慶  2024. 5. 3 
 

母校高齡百廿六  青春煥發露崢嶸 
昭昭德賽千年計  引領風騷副盛名 

 

故鄉的雲 2024. 5. 14 

  

遠處飄來一朵雲  竟然邂逅故鄉人 
綿綿情話訴難盡  臨別殷殷邀翌春 

 
 

四 十 初 度 2024. 5. 6 

 

轉眼身居不惑年  青春尚在可爭先 
尋常日子珍藏夢  坎坷征途揮舞鞭 
世味淺深猶仗己  生涯進退豈由天 
吟壇略盡風騷力  哪管銀絲垂兩肩 

 
 
 

瀟灑紅塵緣 2024. 5. 12 

  

瀟灑紅塵走乙回  年逾八十力方頹 
心情時刻青春挽  軀體提防疾病摧 
磨練詩書鍾我意  唱歌酌酒約人陪 
精神矍鑠生風采  聊寄心聲一剪梅 

 
 
 

欣迎洪賜安兄偕公子 

光臨洛杉磯 2024. 5. 24 

  
——五月二十四日爾灣陳立明

伉儷邀請，余倆與新加坡洪賜安兄偕
公子，南加州張豐禪伉儷，及張振信
兄歡聚，賦詩二首。 

  
一 

星洲遠客喜相逢  凱悅軒中共把盅 
寶島故人思赤嵌  夷州舊夢話黌宮 
電磁物理歸陳事  茗盞朋儕盡老翁 
五十二年求學日  同窗此聚凜雄風 

二 
劍氣簫心共濯磨  洪兄遊履美洲過 
落花時節完行旅  異國風光已網羅 
迎客爾灣陳寓雅  品茶凱悅友情多 
相逢老大期身健  律句詩成記二歌 

 廣東潮州✤陳維華維維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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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滿地可✤徐正儉隱題詩  

佛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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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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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州聖荷西葉錦蓮小草的詩 

而
今
白
髮
想
及
的
閒
文 

越南 ✤ 向華強五絕  

  洛杉磯 ✤ 遠方七絕  

  雲南 ✤  張友福七律  

   越南 ✤ 江國治七律  

 加州 ✤ 鬷邁廬主七律  

 2024.5.15 西 貢 
 

縱然亂世馬嘶嘶  雨後天晴又振蹄 
過去浮沉成記憶  如今跳躍拚高低 
人生賽事無窮盡  攀向青雲作主題 
欣喜諸兒多智慧  空間無限展虹霓 

鳳凰城 ✤ 溫日強和詩  

  溫哥華 ✤ 李良初旅詩  

 風笛公關✤梁柳英七律   

 

感

懷

謝

詩 

2024. 
05.24  

 洛杉磯 ✤ 馬玉強輓聯  

香港 ✤ 徐國強悼詩  

  越南 ✤ 黃泰誠輓聯  

https://mp.weixin.qq.com/s/65weL7KWkubkMF0ti2JX5w
https://mp.weixin.qq.com/s/65weL7KWkubkMF0ti2JX5w
https://baike.so.com/doc/3838508.html
https://baike.so.com/doc/143867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6625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60978.html
https://baike.so.com/doc/6482489.html
https://baike.so.com/doc/8654296.html
https://baike.so.com/doc/23752322.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06783.html
https://baike.so.com/doc/154843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