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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腰 

南方壺 

    腰酸背痛是件不舒服的事，有時可能痛的連彎腰都困

難。但也有些人平常就不愛彎腰。陶淵明說 

        吾不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里小人。 

小人當道，小人得志，為了一口飯，得向他們彎腰下拜，實

在是不甘心。是可忍孰不可忍，受不了者，只好掛冠求去。

李白有詩曰： 

        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 
        使我不得開心顏。 

傳說中，李白喝酒之後，要楊貴妃替他捧硯台，要太監高力

士替他脫靴。不少人在權貴面前，管他是否是小人，腰就挺

不直了。大詩人李白，他不但不為權貴折腰，連皇帝的寵妃

也沒放眼裡。 

    那些折腰者，往往也自有說辭。如待機而動，看更長 
遠，或為了愛(如愛台灣，愛高大等)等。因此他們的忍辱負

重似乎頗值得同情。如果是為長者折腰，敬老尊賢當然是好

的。劉備為請出諸葛亮，三顧茅廬。這樣的禮賢下士，為國

求才而折腰，也是對的。勾踐臥薪嘗膽，豈止折腰，還卑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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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膝的伺候吳王夫差，為了復國，實在不得不如此。追求女

孩子，拼命討好，這也可以接受。 

    天生萬物，有些人就是不愛折腰。他們心中可能想些 

        此地不留人，自有留人處， 

或者是 

        不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甚至他們可能天性挑剔，只聽到“坐＂，他們是不坐的，只

聽到“茶＂，他們是不喝的。非得說“請上坐＂，及“請喝

茶＂不可。這種人，當然別想叫他們折腰。 

    但說不定只是因他們還有其他想做的事，因此對折腰興

趣不大。也說不定體質關係，他們的腰無法折。有些人好意

勸其委曲求全而不成，心中難免認為其不識好歹，或心胸狹

隘等。這跟有些教徒，常愛替其所認為有需要的人禱告，要

神祝福這些人一樣。既未得當事人同意，也不管當事人是否

需要。其實不妨收起好意，有時好意是太多了些。要知既然

是陶淵明，就不會在乎別人的看法。至於李白，連皇帝貴妃

都不怕，還理會誰的批評。但千年後，有誰還認為，或關心

李白及陶淵明當年是否該折腰呢？後人對他們二位的腰是

毫不在意的，不管折不折。他們留下許多美好的文字，至於

他們的腰，早就不知何處去了。燕雀安知鴻鵠志，尺有所長，

寸有所短。既然人人自以為是鴻鵠。那就各領風騷，彼此尊

重對方的腰。想折者折之，不想折者不折。 (96.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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