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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舒服了！   
就是幸福的滋味   

文／breeze  圖／SU+0 

舒服啊！正如經云：「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 

並不加上憂慮」（箴十22）。

人人都有一顆心，獨一無二。各人幸福的「條件、誘因

或內容」，可各自表述，無仿效他人經驗「複製、貼上」之絕

對。就如同藝術欣賞，就算專家說得精采，看不懂、想像不來，沒辦

法體會就是沒辦法。反之，我的「欣賞不足」，也無損它在鑑賞者心中的

價值。因此，對於幸福的描繪，符合「箴十四10」 的智慧見解 ――「心中的苦

楚，自己知道；心裡的喜樂，外人無干。」若要口語些，那就是――「生活是

自己的，不用說服別人相信。」

才德婦人有彩蛋

年輕時讀到箴言三十一章10-31節，對「才德婦人」的描述，對她獨當一面

的膽識與運籌帷幄的能力，好生羨慕，真是有為者亦若是！

及至，自己就業了，結婚了，生子了，這段經文在生活裡有機會真實地操辦

起來。一來慶幸二十世紀已進入機器化、電腦化時代，社會上許多便利的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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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降低了手作的體力活。居都市生活，無

鄉野農作需分神，對我而言，那段文字中許

多的句子都可以雙線刪除，忽略不計。

篩除不必要也用不上的，忽略掉無法操

之在我的，餘剩，字字珠璣，耀閃金光―― 

「觀察家務」、「享受操作所得的」、「想

到日後的景況就喜笑」，彷彿行之生活的

點、線、面，我就此開展經營小家業務。

二十多年前，孩子還在小學低年級，一

次與一位姐妹聊起家務分派，她不以為然我

的孩子們能在小小年紀便被教導（或可稱之

為「被要求」）參與整理、打掃、洗滌等家

事。猶記當時分享我的想法是，我希望我的

家人不會因為沒有我的照顧，就失去讓自己

能好好生活的能力。能力，不是神蹟，無法

一步登天，立竿見影，它需要時間的醞釀，

在一次次練習的機會中，熟能生巧，自信建

立。

我心想事成了嗎？是的！在孩子建立的

小家庭裡，我看見功效。自己在教養上的

小堅持，被好好理解而且接受，雖然並非模

樣一致，但何妨？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我樂

於看見被超越，甚而被她們的視野帶領眼界

擴張；在一次次自己的遠行獨旅中，我無需

瞻前顧後，也沒有要牽腸掛肚的未竟事，滿

巢、空巢轉換之間，心情無縫接軌。

 觀察／享受／喜笑，發現到藏在才德婦

人身影中的彩蛋，如果空巢，可以對我的前

半生有一次回望，那麼我深刻感謝這些生活

關鍵詞。

接待家庭的幸福時光

擔任大專團契的接待家庭數年，每遇冷

鋒過境，我都有一種安心感，因為這為不諳

廚藝的我解了套，麻油雞――是第一道出現

在我腦海裡溫暖的料理！

常常在下午請了假，回到家中，放了音

樂，換了家居服，就進了廚房一道一道的烹

飪起來！

記得某一年我在料理就序後，為消除空

間味道，在孩子們入門前，點起香茅精油，

檸檬般的草香味，希望一小時的預備能讓空

間氣味清新，給從外面進來的孩子一個舒服

的嗅覺！

因為想讓料理保溫，所以孩子們進來

時，桌上沒看到菜，問過安的孩子便紛紛詢

問要幫忙些什麼嗎？五分鐘，分盤放好，一

切就緒，感謝後，令人訝異地是出奇的安

靜，我在廚房洗鍋，忍不住問怎麼這麼安靜

啊？契長回答我 ：「太餓了，沒時間說話

啦！」

主領的課程進行中，我雖然在關上門的

廚房準備課後的點心，還是感受到孩子們

上課時的熱絡，在一試再試紅豆薏仁湯的甜

味時，想到一位料理人說的「料理是―― 

愛、真心、誠意」，心中不免感謝神讓我體

會服事與分享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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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除了食物，我都會想再分享二篇

好文章。課後的點心時間，看著好多孩子們

低頭閱讀著文章，那形影讓我覺得，這個知

性的分享，也是他們所期待的！

那日，可能外面實在是太冷了，孩子們

久久不想離去，我第一次站在門口笑說：

「再不回家的人，可能是想讓我抱一抱

吧！」地「恐嚇」，沒想到他們的動作還是

遲緩（換我要害怕了，難不成大家都想一個

擁抱！）契長笑說：「我下學期畢業，就可

以給學姐抱一抱了！」（這也是一個之前

的約定―― 一個離別擁抱、一個衷心的祝

福！）

賴皮中，我還是打開大門，將孩子們全

部請出――風雨再冷，還是要面對啊！ 

我總是在這接待中，看到孩子們成長的

變化，在舉手投足間――成熟；在讀經分享

裡――深入，成長與歲月，彼此琢磨著美好

的意義！

小森時光──葉葉，揚起清風

我很慶幸自己對於「多」有暈眩感。因

此，「少」，深得我心。

因為怕多，所以三十年前搬入時，沒有

採取大部分人將陽臺納入屋內空間的增擴，

而維持它的空曠感。應該有二十多年的習慣

了吧！每年四月，我總會選一天，數小時待

在陽臺裡，聚攏鵝卵石，為植物疏盆、修

枝，清潔枯葉流沙，為即將來到，在我眼前

上映此起彼落的自然演繹，預備相襯的場

地。

陽臺上的植物，與孩子的年齡相去不

遠，多少春夏秋冬，哪一盆，喜歡在哪個季

節，秀色綻放；哪一盆，一到冬天，便繁華

落盡；誰，不怕剃個精光，重新來過；誰，

又四季淡定，忠於自我；這些都印記在我的

心中，它們的自然演繹也教導我深刻地盼

望，無需揠苗，不必助長。

疏盆、拓土時，常讓人驚喜的是隱藏在

土壤裡，已繁衍的無數生機，為今夏募足登

臺角色。在這空間裡，誰都不會無理霸佔一

處，常常是互為主客，彼此烘托，各得主場

與退場，花草成簇，恣意發揮。清晨，當我

拉開落地窗簾，迎接我的便是這樣一幕生氣

勃發、日日微調的景色。

前些日子，隔路對望的鄰居，曾為此向

我致謝，因為綠意盎然的小樹們，也是獨居

者的她日日凝神欣賞的風景。而，享受這一

片小森風情的何只有「人」？小鳥築巢、蜜

蜂採蜜、蝴蝶飛舞、夏蟬鳴叫，都是常客。

當我靜坐屋內，遠看窗外，葉葉，揚起

清風；近觀屋內，玻璃几面映襯樹影，我的

森療時光，時時刻刻，我的心，常常是如此

舒服地棲息在這一片小森時光中。

幸福，進行式，落落長，你是否也想起

那散落生活裡，專屬於你，讓你的心舒放的

人、事、物？                                              

The people commended all who volunteered to live in Jerusal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