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人底李者论道

如果说 《感咏圣会真理 》 九首诗歌是吴历在三 巴

寺修道期间所悟之作
,

可以称作是他的悟道诗的话
,

那

么
,

《诵圣会源流》 十二首则是他经过学习之后
,

真正

认识福音真理之后的真情之作
,

这类诗歌对教义的理解

更深刻
,

是
“

天学诗
”

成熟期的代表
,

我们姑且称之为

得道诗
,

一些诗作诗中反映了当时教会的崇拜与圣工
。

这十二首诗除了被称为
“

仰止歌
”

的第二首前面已经介

绍过外
,

其他十一首如下
:

第一首写道
:

十二重裹最上头
` ,

主宫别 自有春秋
。

氛氮花气开玫瑰
,

灿烂珠光拜冕蔬
, 。

天上欲求真福乐
,

人间须断假营谋
。

试观多少省龄女
, ,

日 日追随圣母游
。

在至高之处天宇的最上头
,

天主之宫别有四季般美景
。

云雾缭绕处玫瑰花开放香
,

敬拜头戴珠光冕旎的天父
。

要想求得天上真切的福乐
,

必须杜绝人间的虚假阴谋
。

请看多少虔诚的妙龄修女
,

天天按照圣母的要求行事
。

第四首写道
:

一 日婴儿坠地时
,

自从圣婴来到人世间的那一日
,

庶无罪悔盖难之
。

他从无原罪也不需要为此悔罪
。

自天而降福哉福
,

从天而降为人类带来何等福分
,

有女以生奇矣奇
。

由圣灵感孕童女所生多么奇妙
。

群圣吁暖劳引领
, ,

灵薄狱的众圣徒得到耶稣引领
,

万方舞蹈喜开眉
。

万国的圣徒唱歌跳舞喜笑颜开
。

与偕昔许今来慰
,

往昔的预言因主的慰藉而应验
,

i己取阳回四线期
’ “ 。

不要忘记复活主四十天的显现
。

第三首写道
:

万古鸿蒙签窍吹
` ,

上帝在万古之前的混沌中开辟天地
,

一丸土块走仪羲
’ 。

用泥土造出人类并让他们管理四季
。

花荣蝉噪全相应
,

春暖花开夏秋蝉噪对应着祥和景象
,

雪暗风要
6
各不知

。

从不知道暴雪昏暗寒风怒号的滋味
。

故简
’

中无生活趣
,

读书做官想来都是生活中无趣的事
,

灵源
.别有主张奇

。

圣灵活水源头自然与人间主张不同
。

长言烂语留君耳
,

圣诗与讲道语重心长留在您的耳中
,

印取无言不语期
。

圣徒留印记无须去预测主来的日期
。

第五首写道
:

曾咏周诗险降篇
` ’ ,

曾经喜欢吟咏诗经的阶降篇
,

如开云雾靓青天
。

思绪如同拨开云雾得见青天
。

不图日月重光世
,

无须等待日月辉映天平盛世
,

却在庚申元寿年
` ’ 。

基督降生在汉哀帝元寿年间
。

学有知新纯报借
,

学习获得新知带来多大福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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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老乃洲心戈
.浏

,

、声

者李论道
道归远虑圣工圆

。

修道无忧明天直到圣工圆满
。

愿随霞佩听高唱
` ’ ,

愿跟随修道士听道高歌赞美
,

岂独骊珠耀一篇
’ 4
?

这岂是偶作诗文能有的快乐?

第六首写道
:

性理 由来与道亲
,

性情理智历来与真道接近
,

新诗吟罢一凝神
。

吟罢新诗聚精会神再玩味
。

死前谁信天 乡乐
,

活着的人谁相信天家快乐
,

了后方惊狱火真
。

死后才惊惧地狱之火是真
。

浮世功名鸿爪雪
,

世事虚浮功名如雪泥鸿爪
,

劳生躯壳马蹄尘
。

躯壳劳碌一生若快马扬尘
。

流光况复催人急
,

流逝的光阴催促人生老去
,

拟向真原细问津
。

何不去真理源头问个仔细
。

第七首写道
:

齿发含灵号日人
` ’ ,

乾冲大父性中真
。

始知薇极天功亮
` 6 ,

壹是兰咳子职循
` ’ 。

往事深悲千解泪
,

来欢 占断四时春
。

不缘宠教开新教
’ 8 ,

争信常生提福身
。

齿发肉体吹人灵气才能被称作活人
,

创造天地的父亲喜欢性情纯真之人
。

由此知道坐在高天上帝的神圣功德
,

首要的是对神的侍奉如儿子的本分
。

回想耶稣受难的往事不禁泪如泉涌
,

将来圣徒升天在那里享受四季如春
。

莫因天主教是圣宠之教而称为新教
,

信徒当争先恐后相信永生带来福分
。

第八首写道
:

最高之处府潭潭
,

眷属团圆乐且耽
。

无古无今三位一
,

彻天彻地一家三
。

人名 日益称神可
,

世有奇花保圣堪
。

画壁年年瞻配像
,

净香理略鼻头参
` , 。

至高之处永恒天国多么广阔
,

弟兄姊妹团聚快乐令人陶醉
。

无始无终三位又是一体的神
,

充塞天地独一却有三个位格
。

信教的人越来越多得到主恩
,

基督神完前环护着奇异花卉
。

墙壁上圣徒画像年年供瞻仰
,

修道士们在香气缭绕中静修
。

第九首写道
:

荣加玉冕锡衣金
,

血战功劳赤子心
。

荣耀的基督头戴冠冕身着黄金般的锦衣
,

十字架上的宝血战胜仇敌方显圣子丹心
。

昌恶号盛粤告告 . 己` 居益 . 曰 . . 注 释

一
1
.

十二重裹
:
指的是天上最高处

,

与下 句的主宫意思相同
,

均指天堂
。

笔者注
。

2
.

见梳
: 古代礼冠中最尊贵的一种

,

其中天子见有十二蔬
、

诸侯
、

大夫递减
。

南北朝之后
,

只有皇帝可以用觅
.

笔者注
.

3
.

髻龄女
: 即童女

。

髻
,

童子下垂之发
,

故以髻龄喻童年
,

这里代指修女
。

笔者注
。

4
.

鸿蒙
:
宇宙形成前的混沌状况

。

《西游记》 第一 回
: “

自从盘古破鸿蒙
,

开辟从兹清浊辫
。 ”

鉴窍吹
:
鉴破混沌
,

开启鸿

蒙
.

笔者注
。

5
.

一丸土块
,

又叫
“

一丸泥
” 。

《东观汉记
。

傀嚣载记》 :
“

嚣将王元说嚣曰
: `

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封函谷关
,

此万世一时

也
。

”
,

仪羲
:
仪狄与羲和

。

仪狄
,

相传夏禹时发明酿酒的人 ; 羲和
,

羲氏
、

和氏
,

唐虞时掌管天地四时的官
.

这里借指
《创世记》 1章中上帝造人的故事

。

笔者注
。

6
.

雪暗风要
: 大雪致视线昏暗

,

狂风怒吼不止
。

韩愈 《祭河南张员外文》 : “

岁弊寒凶
,

雪虐风婴
。 ”

笔者注
.

7
.

故简
:
犹故纸
,

借指古 旧 书籍和文犊
,

这里 比喻读书做官的仕宦生涯
。

笔者注
。

8
.

灵源
:
神异之源

。

李德裕 《易州侯台记》 : “

灵源与天地争长
,

广度与江湖 比量
. ”

这里指基督教的源头活水
。

笔者注
.

9
.

群圣
:
指 旧约中的先贤

,

按照天主教的教义
,

这些圣徒在灵薄狱中等候复活的墓督引领进入天堂
。

笔者注
。

10
.

阳回四线期
: 阳回
,

即死里复活 : 四线期
,

指那稣复活后四十天向门徒显现
.

笔者注
。

11
.

涉降篇
: 指 《诗经

。

魏风
.

险 山k})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 8 7年 3月
,

第1版
。

第44 页
。

12
.

庚申元寿年
:
指西汉哀帝元寿二年

,

该年是庚申年 (公元前 1年 )
,

明清之际的传教士认为该年是那稣降生之年
,

如利玛窦
《天主实义》 第八篇

: “

天主 … … 于一千六百有三年前
、

岁次庚申
,

当汉朝哀帝元寿二年冬至后三 日
,

择贞女为母
,

托胎降
生
,

名号为那稣
。 ”

笔者注
.

13
.

霞佩
: 同霞被
,

原指道士服饰
,

这里指的是修道士袍服
,

借指来华传教士
。

笔者注
。

14
.

骊珠
: 宝珠
,

传说出 自骊龙领下
.

《庄子
.

列御寇》 : “

夫千金之珠
,

必在九重之渊
,

而骊龙领下
。 ”

后人以探骊得珠喻诗
文能得命题精髓

。

笔者注
。

1 5
.

见圣经 《创世记 》 第1章 2 6
一 27 节
,

又见第2章第 7节
。

《圣经 》
,

上海
:
中国基督教两会

,

2 0 0 7年 3月
。

第1
一 2页

。

16
.

筱极
: 薇
,

紫薇
,

星宿名
.

三恒之一
。

按传统说法
,

紫薇恒为皇极之地
,

所以称帝王宫殿为紫极或薇极
,

这里代指上帝所居
的天国 夭功 : 天的功劳

,

这里指上主神 圣之功
。

笔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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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色万香万花谷
,

荣耀颂赞就如同万花谷的鲜花馨香争妍
,

一根一干一萄林
。

圣徒的生命恰似葡萄树的枝干连接成林
。

初灵饮饮那稣爵
’ “ ,

圣灵充满信徒饮杯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
,

耀体倾听达味琴
。

潜心侍立用心倾听教堂弹奏大卫的诗篇
。

圣圣圣声呼不断
,

圣哉圣哉圣哉会众赞美的呼声持续不断
,

羔羊座下唱酬音
。

天父的羔羊坐在宝座上接受着万众颂扬
。

明 明 明 明

第+ 二首写道
:

十二天葩缀彩昙
,

衣袍上点缀着十二种鲜花色泽斑斓
,

见蔬新制母仪堪
。

新制的圣母冠散发着母仪天下荣光
。

色从无始光中赋
,

端庄秀丽面容是上主恩宠之光所赋
,

香自初胎宠里含
。

身上散发的清香源自圣灵感孕之时
。

奇绝一贞开宝蕊
’ ` ,

奇妙超绝一位童贞女甘愿怀胎圣子
,

荣超万圣簇华参
。

她的荣耀超过众圣徒受人簇拥参拜
。

何当受福朝元 日
,

何时能够在接受赐福的圣母升天节
,

瑰丽亲暗面面涵
。

可以在四面瞻仰圣母像华丽的仪容
。

威夭嵘者格道

第十首写道
:

超超妙体本无方
,

为活蒸民显复藏
。

宛尔一规新饼饵
,

依然六合大君王
2 , 。

人间今有全潘昨
,

天上恒存日用粮
。

曾是多想容接近
,

形神饭处泪沾裘
。

超越万有之主他的形体实在无法描绘
,

为了拯救世人道成肉身却又复活升天
。

离世前亲自设立圣餐作为门徒的规矩
,

他的确是宇宙天地万物之间的大君王
。

人类全靠基督的救赎有了赎罪的蟠祭
,

莫虑明天因为天父预备了日用的饮食
。

曾经满了罪愈的我竟然能够与主接近
,

想到这些身与灵都感伤热泪落满衣裳
。

第十一首写道
:

太极含三是漫然
2 , ,

真从元气说混沦
, ’ 。

残片昔时诚明善 24
,

奥义今知父子神
。

位别近参含火镜
,

体全遥指丽天轮
, 5。

圣名显示权相付
,

普地人间至教音
。

都说太一含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

这要从天地还未分开的混沌说起
。

古代残留的典籍讲述明善的说教
,

奥妙的真意今始知道是父子圣灵
。

三位一体的真谛就像凸镜能取火
,

全能者洞察万物犹如日月之经天
。

基督圣名显耀揭示信众完全交托
,

直到整个世界都传扬着圣教福音
。

从悟道到得道
,

吴历创作了不少这

方面的诗作
,

其他如
: 《总领天神》

、

《护守天神 》
、

《七克颂 》 七首以及
“

赞宗徒
”

系列等
,

限于篇幅
,

就不在

这里一一介绍了
。

(未完待续 )

一
注 释

一
17
.

兰陵 : 古笙诗篇名
.

《诗经
.

小序》 解释:
“

孝子相戒以养也
. ”

第 1页
.

束哲 《补亡诗》 :
“

循彼南陈
,

言采其兰
. ”

后世
以兰陕为养亲之典

.

这里借指侍奉天主
.

笔者注
.

18
.

宠教
,

圣宠之教
.

艾孺略 《 口择日抄》 :
“

天主之教有三
.

… …有性教
,

有书教
,

有宠教
.

… …天主始降世为人
,

以身立

表
,

教化始大明于四方
,

是谓宠教
. ”

笔者注
.

19
.

净香 : 原指礼佛用的香
,

这里指天主教堂撒的圣香
.

弃头参
: 出自佛教 《楞严经》

,

指的是佛教的一种修炼养性之法
,

这里

借指修道士的修道生活
.

笔者注
.

2 0
.

初灵 : 充满的灵异之气
.

《诗经
.

大推
.

灵台》 :
“

王在灵沼
,

于初鱼跃
. ”

第1 2 7页
.

长饮
:
饱饮
.

长
,

《 隋书
.

音乐志》 :
“

甘芳既长
,

醉以清
. ”

这里借指圣灵充满
.

笔者注
。

2 1
.

六合 : 天地四方
.

《庄子
.

齐物论 》 :
“
六合之外
,

圣人存而不论
. ”

笔者注
.

2 2
.

太极含三
:
太极
,

指原始混沌之气
.

《易经
。

系辞》 :
“

易有太极
,

是生两仪
,

两仪生 四象
,

四象生八升
. ”

朱熹以 为总天
地万物之理

,

便是太极
.

又讹为太一
,

又称太极洒三或太一含三
,

即太极由三个方面或三种事物合而为一
,

而又一分为三
,

通常称之为天地人三才
.

见 《十三经 》
,

北京
:
中国国学出版社

,

2 0 0 6年 4月
,

第 1版
.

第19 页
.

《汉书
。

律历志》 :
“

太极

元气
,

函三为一
”

这里的用 法不能与三位一体相混
,

笔者注
.

23
.

元气
:
指天地未分前混一之气 ; 混沦

:
扰混沌
,

宇宙生成前的迷蒙状态
.

《列子
.

天瑞》 :
“

太初者
,

气之始也 ; 太始者
,

形之始也 ; 太紊者
,

质之始也
.

气形质具而未相离
,

故曰混沦
. ”

笔者注
.

24
.

诚明善
: 《礼记

·

大学》 :
“
大学之道
,

在明明德
,

在亲民
,

在止于至善… … 古之欲明 明德于天下者
,

先治其国 ; 欲治其

国者
,

先治其家; 欲治其家者
,

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
,

先正其心 ; 欲正其心者
,

先诚其意 ; 欲诚其意者
,

先致其知
. ”

见
《十三经》
,

第 2 2 5页
.

所以明善之说指儒家明德
、

亲民
、

止于至善
,

以及正心
、

诚意
、

格物
、

致知的学说
.

笔者注
.

2 5
.

丽天轮
: 日轮与月轮

.

扰言 日月
.

《易经
。

离》 :
“
日月丽乎天
,

百谷草木丽乎土
. ”

见 《十三经 》
,

第9页
.

丽 : 附着
.

这

里指上帝无所不知
,

洞察万物
,

如 日月普照无处躲藏
.

笔者注
.

2 6
.

宝蕊
:
蕊
,

花心
.

原指植物的繁殖器官
,

这里借指圣母怀胎
.

笔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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