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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徵側、徵貳被

斬首，首級更被送至

洛陽。

越南人認為「二

徵起義」是當地人長

達一千年反抗中國統

治的開始，在越南各

地有紀念「二徵」的

祠堂、廟宇和以她們

命名的街道。也有將

其傳說中的殉難日二月初六作為紀念節日。「二徵」的形象通

常是騎在大象背上作戰。

二徵夫人廟很幽靜，沒有遊客。廟內共有三個殿，正殿

是徵側、徵貳二位夫人像。兩旁是她們的女部將，聽說這幾位

女部將在北越許多農村都被當作城隍供奉。我看著二徵姐妹的

塑像，想著：要怎麼塑造女將的形象，才能在慈愛中不失英

氣？正殿外有兩個殿，一個殿供奉二徵姊妹的父母，另一個則

供奉二姐妹的丈夫。就如越南史書中所說：「領導起義的是婦

女，這是越南婦女的最大光榮。」女性也能救國家於危急，巾

幗不讓鬚眉，而讓越南人民經近兩千年的時光仍崇仰至今。

19）溫馨的晚餐

越南河內最後一晚，要去雄哥家看看，看那透天厝的格

局如何。

雄哥的太太是他讀大學寄宿河內時房東的女兒，兩人結

婚後生了一對健康活潑的兒女。雄哥隨身攜帶家人的照片，我

正殿是二徵夫人

像，兩旁是她們

的女部將。這幾

位女部將在北越

許多農村被當作

城隍供奉。（圖

片提供：本刊資料照

片）



118 香光莊嚴【第一三五期】民國一〇八年十二月

一問時，馬上從袋子中拿出一疊照片，是結婚敬酒、禮車新娘

以及一家人在下龍灣的合照等等。雄哥一家住在岳母家隔壁，

目前他的房子正在加蓋兩層樓，準備出租房間，以增加收入。

雄哥說，當他跟太太、岳母報告有佛教的大師父要去家

裡時，岳母非常高興。一大早就去菜市場買了很多菜。在去他

們家之前，雄哥就先預告說那房子真的非常小，希望大師父不

要介意。我想住房的大小與人的尊嚴無關，我看越南家家戶戶

的房子都很小，因為人人都想賺多一點錢就拚命地擠往都市，

雄哥憑著自己的努力還能打拼出一棟屬於自己的房子，實在已

是相當不容易的了，他們夫妻倆都非常地認真奮鬥。

車子停在學校裡，學校旁是一條熱鬧的小街，有雜貨

鋪、修鞋店、賣3C產品的店，還有很多小吃攤。轉入一條巷

雄哥一家人準備

好了滿滿一桌的

素菜招待我們，

非常熱情。（圖

片提供：本刊資料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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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雄哥的岳母與妻子早已準備好了滿滿一桌的素菜要請我們

用餐。我一看就問說：「你們一向都在桌上吃飯嗎？還是在地

板上鋪著草蓆吃飯？」雄哥說：「師父！我一定是讓你們在桌

子上吃飯，平常我們都是鋪著草蓆在地板上吃。」那房子大概

最多只有三坪、四坪，可是卻住了岳母，以及岳母的兒子、媳

婦、兩個孫子，還包括女兒、女婿雄哥與兩個外孫，一共九個

人都生活在這個彈丸之地。他們只要站著，那個空間就已經擠

滿，一樓的廚房大概不到四分之一坪。

雄哥的岳母很虔誠，平日念佛、吃素、拜觀音。每個月

吃素，有十齋日；而雄哥的媽媽只有初一、十五日才吃素。岳

母每天一大清早五點起床，就到附近的佛寺做早課，大概七、

八點回家。此時，女兒、女婿都去工作，岳母就會照顧孫子，

並整理家務。雄哥的岳母一臉虔誠的模樣，令人很感動，我將

自己的一串念珠送給她，她非常高興。我深深感受到他們一家

人的溫暖，一個民族的文化與宗教信仰，都會影響下一代子女

的教育。

雄哥（右一）擔任

導遊，他的太太
（ 右 二 ） 從 事 網

購，夫妻兩人齊

心打拼，是幸福

滿滿的一家人。
（圖片提供：本刊資

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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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房子與房子之間的巷道僅供兩人走動，上方的屋角與屋角都是相連的。（圖片提供：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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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他們的供養後，也看看隔壁鄰家，他們都鋪著草蓆

坐在地板上吃飯，全家都窩在一起。草蓆收了以後，那個空間

可以會客、睡覺，小朋友也在那裡做功課。這些房子與房子之

間的巷道僅供兩人走動，上方的屋角與屋角都是相連的。路邊

的攤子還燒著煤球，就如早期台灣那種有很多個洞的煤球。

順著電線桿，我抬頭一看，嚇了好大一跳：「天啊！怎

麼一大團電線糾結在一起！」雄哥很不好意思地解釋：「這就

像你們台灣三十年前。」我說：「不！台灣電線桿上絕對不可

能有這麼糾結的一團電線。如果失火不知道怎麼辦？」房子壓

擠在一起，連電線都沒有再重新處理過，如果不是親眼所見，

很難相信電線可以纏繞成這樣的狀態。只能說這是一個很溫

暖、很勤奮，想不斷改善自己社會的地方。他們真的很努力！

20）零和與生機

下班的交通尖峰時間，車流量非常驚人，摩托車齊發往

前衝，這景象可說非常壯觀。生命力之旺盛，雄哥說現在所有

人都往都市發展，不想住在鄉下，城鄉的差距愈來愈大。我今

天來到越南，從越戰後的凋零破敗到現在的繁榮興盛，再看世

界現今的局勢。競爭是必然的，如果競爭的背後變成鬥爭，而

且採取的是零和思維—認為人與人之間都是對抗性的，個人

的成功必須建立在犧牲別人之上，就如利用落葉劑這類的生化

科技來摧毀對方，國際間核子軍備競賽，端看誰先下手為強。

這樣的關係，可以長久嗎？

北越紅河三角洲老是淹水，只要颱風或下雨，就容易淹

水很難耕種。海平面不斷地上升，這不就是地球暖化的議題

嗎？現在大家都說科技戰，但網路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時，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