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在南方 

歸去來兮 

南方壺 

三月三日星期一早上兩堂課結束，搭中午的飛機去中研

院參加數學奧林匹亞會議。晚上與商周出版社兩位編輯碰

面，他們想出一些數學書，問一下我的意見。搭九點半的飛

機回高雄，已約十點半。開車回家，高速公路上車子仍是很

多。我一向不愛遠距離開車，也不愛到處奔走，一面小心開

車，一面腦中浮現出熙熙攘攘這句成語：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連續三天，每天皆來回機場，既無利來也無利往。那究竟在

忙什麼呢？我最喜歡的其實是待在書桌前。雖然有些事必須

參與，像三月一日去台北開一個學會的理監事會議，我是那

個學會的理事長。這些學術界的公益事業，是要有人參與。

只是當事情都湊在一起時，我就知道該照鏡子了，看自己是

否三日不讀書而面目可憎了。 
明天可安份地留在學校了，快到家時我這樣想著。 
隔日中午上完課回到研究室，千惠便打電話來，說有親

戚來電，我家有急事。這是我第一次家有急事，因此一聽便

知不妙，打電話回台北，家裡無人接聽，打給住高雄的四嬸，

她哭了起來，問我怎麼還不去台北，父親已送醫院。我仍心

存一線希望，但接著幾通電話，終於很清楚地獲知父親已過

世了。 
父親宿疾纏身多年，狀態時好時壞。過年時他還說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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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會今年在日本舉行，他也想去。我們看著他的身體都覺

並不容易，但也不願潑他冷水。三天前他身體不適，極為難

過。媽媽說要不要去看醫生，他還說等四月門診時再一併

看。由於行動不便，他懶得出門，連病痛都忍著。過年時他

告訴我們醫生開給他一張可請看護的證明，他本來不要，台

大那位好心的醫生跟他講“別人求他開他都還不隨意開，你

怎麼不要？”我們齊勸他請一位越傭協助照顧他，讓自己過

得更好些。好不容易他答應了，過年後又反悔，他仍認為現

在還不需要。如今日本去不成，四月的門診也不必去，越傭

當然是真不需要了。這樣突然地走，是幸或不幸呢？我不斷

地思索，到底我們的一生是在追求什麼呢？而究竟真的是我

們在追求，還只是不由自主的走著？ 
二十年前看過一部電影─火戰車(Chariote of Fire)，這是

西元 1981 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片中有位英國牧師，擅長跑
步。他常到某地舉行賽跑，聚集了一批人，跑完步便開始傳

道。他利用上帝給他的才能，達到他認為上帝要他做的事─

傳道。 
我經常忙東忙西地做一些雜事，往往一個電話，或一封

信來，就是一件需於某日之前完成的工作。不見得每件事我

都那麼喜歡或擅長做。覺得力有未逮時，只好自我安慰“別

人認為你有這個能力才找你，而也不要辜負上天給你的能

力”。每當事情告一段落，有空檔，可以不去想“該做的事”

時，我會仿如“一日無事小神仙”。 
父親過世後，我由前一日的慨嘆熙熙攘攘，轉而興起歸

去來兮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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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 
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 

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昨非乎？今是乎？何者為非？何者為是？既然富貴非

吾願，聞達非我求，那所願所求究竟為何？陶淵明能有一番

醒悟，也許我也該好好想一想了。(9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