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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來就是身無長物,但是社會給了我們太多東西,最後迷失了自己。 

在河源的三日二夜中,終於也給了機會去脫離堆在身上的負擔,然後 

去反思,找回自己,最後重新認識自己,為自己的生命定位.. 

你的生命定位在哪裡?很多人都以名成利就作為生命的主宰,一生不斷追求物質

上的快感,車樓事業權力,總之三句不離尋金,但又幾多人能真正反思過,人之所以

為人,事實上其生命定位不至於此。 

三小時的車程,剛剛好替我解開了身上的束縛,到河源再為自己的生命下定義。 

小孩的心永遠是純潔無暇,看似脆弱其實是那麼堅強,因為他們無憂無慮愛恨分

明..這一秒縱聲大哭,那一秒卻又發出令人心醉的笑容------他們活著就憑藉這一

顆赤子之心。其實河源小孩子與香港小孩子一樣聰明一樣討人歡心,惟不同之處

在於河源小孩子更純潔更無邪,也更堅強。 

沒有電視機電腦電子遊戲電光火石般充斥的地方,也許是他們純潔的原因。 

他們也許沒有像香港小孩般幸運,身旁有家長給他們安排大量的興趣班,就算興趣

班欠奉,也有家中的電腦代替。 

他們也沒有香港小孩般受萬千寵愛,在家中衣來張手飯來張口。 

他們平日玩的,只是學校的一塊空地,追追牛逐逐雞找找青蛙。 

而佔了童年生活的大部份時間的,相信是幫家人下田趕牛施肥除野草。 

對比之下,香港小朋友太幸福,但他們似乎被溺愛了,失去了小孩的特質, 

甚至玩物喪志,傷害家人,豈不教人心寒。 

到兩間小學與他們一起玩遊戲,教他們玩一些狐狸先生,火燒後欄等我們兒時的玩

意。他們非常著躍,而當中最令我震撼的是,玩耍時有數位小朋友太興奮趺倒在硬

地上。我心想:他們一定痛得要哭死.. 



但是,他們站起來拍拍小手,竟然笑著繼續跑啊跑..這是多麼奇妙的事情! 

也許馬克思說得對: 『艱苦的生活磨鍊出刻苦的人格。』 

跌倒了,對他們來說是最平常不過之事。 

此刻,我的心似乎有所頓悟。 

 

而帶給他們歡樂的同時,我們亦帶給他們有限度的幫助,新桌椅,新書本,新文具,一

切一切只希望能改善他們的學習環境。 

出發前,其實我或多或少都抱著『扶貧』的心態,所以便希望用最多的金錢買最多 

的物資上去。 

但到了兩所小學後,才發覺原來物質並不太重要,收到我們送給他們的禮物固然開

心,但由他們的眼神得知,他們最需要的並不是這些。 

一方面他們從不覺得自己貧----他們知足於現有的生活,而貧只是我們的感覺。 

因為我們知道有富,所以我們覺得他們貧。 

 

另一方面,他們真正渴求的,是我們的關心。 

與小二同學在課室裡做勞作的時候,窗外站著一班被遺忘了的小孩, 

他們的眼神渴求我們跟他們一起玩,他們未懂用言語表達自己的感情,於是扯著我

們不放。我們離開的時候,更有同學在學校門口凝望著車內的我們,不斷揮手。 

他們追求人與人之關係而非物質上的滿足,對於生活在香港的我,實在是太震撼。 

人貴乎知足,人貴乎簡樸,生命的定位亦然。 

沒有了物慾的制約,人當能知性,知命,知天。 

隨著內地經濟的發展,農村的景貌勢必有更大的轉變,可惜的是人的生活富足了, 

今天一張張純樸知足的面孔也很大機會再不復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