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出生在西南山区，刚修炼法轮

大法九个月，就遇上了七·二零大迫

害。然而这九个月带给我人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非他人能领略，内心深处

的震撼让我明白这是千古难得的机

遇，无论如何也得修下去。 

那时城里的同修一车一车被非

法抓捕，到处一片恐怖。当我把第一

份传单放到电话亭上时，我的心跳动

不止，手脚发抖。我问自己：“你这

是干什么？真善忍大法遭到诽谤，师

父蒙受不白之冤，你凭着良心出来向

世人说句公道话都这么怕，你算是师

父的弟子吗？”终于我走街串巷把一

叠传单发放完了，我双手合十，遥望

星空，默默的重复着自己的誓言。 

二零零四年四月，我再一次被非

法绑架，派出所所长说：“炼法轮功，

炼得饱吗？”我说：“翻遍法轮功的

所有的书，没有这种说法。”所长说：

“那法轮功讲什么呢？”我说：“讲

真善忍，叫人重德行善，对世人、对

家人，都要先考虑别人。”他说：“那

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说：

“如果天安门自焚是炼法轮功的，全

国有一亿人修炼，都应该去自焚，为

什么就只有那几个呢？现在演电视，

把头砍掉后在地上打滚，可那是假的，

在演戏。”所长没说的了。 

第二天，他们判我十五天拘留，

我拒绝签字，我说：“我又没干坏事，

为什么拘留我？”他们眼神里有佩服，

也有无奈。 

我被送往拘留所。那天晚上收了

号准备睡觉，一辆警车突然开进拘留

所，车子刚停，就传来一个惊天动地

的声音：“法轮大法好，生命需要真

善忍，还我师父清白！”喊得整个拘

留所颤抖。一会儿又高喊“警察打好

人，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

“白”字没出口，就没有声音了。我

们涌到窗前，见那同修被剥了衣裤，

只穿了一条短裤衩，被四个人抬脚抬

手塞进车里，那车子象做贼一样跑了。

那一夜，我没睡，心里装着同修的声

音，越来越响亮，带给我的震撼不只

是声音本身的力量，而是其背后放下

生死的浩然正气，一直伴着我走出牢

狱。  

 

    老师给初一的学生布置了一个作文题，让孩子们写

一个自己 崇拜的领袖。大多数孩子写的是丘吉尔、罗

斯福这样的著名人物，但是一个名叫朱利叶斯的男孩子

却在他的作文本上写下这样一个标题：本尼――公交

车上的领袖。 

    他写道：“每天早晨，我都会搭同一辆公共汽车上

学。几年下来，我几乎熟悉了车上的每一张面孔。但是，

乘客们从不交谈，个个都神情冷峻，若有所思。这些年，

哪怕是一声‘你好’我也没有听到过。” 

   “大约一年前，有个陌生的老人开始搭乘这辆车。他

一上车就大声地和司机打招呼‘早上好啊！’，很多人

都奇怪地看了他一眼，随即又把头转向窗外想着自己的

心事，或者只是看着路上同样行色匆匆的人发呆。司机

也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面无表

情。第二天早上，老人又在那一

站上车，他再次大声地对司机说

‘早上好’……到了第五天，司

机终于微笑着对老人说了句

‘早上好！’老人兴奋地说：

‘我叫本尼，您贵姓啊？’司机

回答说他叫拉尔夫。坐了这么多年的车，那是我们头一次知道司

机的名字。本尼把他欢快的‘早上好’送给了车上的每位乘客。

其他乘客也渐渐卸下了严肃的表情，微笑着相互点头致意。这辆

我乘坐了好几年的公共汽车开始变得友好和温暖起来。” 

“可是，一个月前，本尼没有出现在公车上。人们纷纷猜测

他搬家了或者是出去旅行了，没人知道答案。不久，公交车又回

到了异常沉闷的往昔。我觉得非常不习惯，我很怀念每个人脸上

的浅浅笑容。” 

“今早上车时，我鼓起勇气向大家喊了一声‘早上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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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本尼当初做的那样。每一个人都对我投来了赞

赏的眼光。我想，那一刻我也成了一名真正的领

袖。” 

感思：一位老人普普通通的一声问候，在那

样的场合，那样的地点，显得那样的非同凡响，那

样的光彩照人。因为它打破了人与人之间横在心

灵上的那堵墙，老人内心的纯善溶化了人性中的

自私和冷漠，因此那一刻我们感受到了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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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过年中，有一门

很高深的文化和喜庆形式，就

是写春联，俗称对对子。 

对联， 早先是源于桃符，桃

符就是桃木做成的两块板。桃符贴

到门上大概是五代的时候，在这之

前，中国人在门上贴门神，这个习

惯一直到现在还有。因为传统文化

讲天人合一，所以人和神，人和天

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密，过年的时

候贴门神是为了避邪驱疾。后来就

把门神的名字写在桃符上。五代时

候，后蜀，是南方的一个国，君王

叫做孟昶，有一年过年他就叫他的

大学士提一个对子，写在桃符上去，贴到门上，取吉祥之

意。学士提的他不满意，就亲自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

号长春”。历史上考证，这就是中国 早的对联。后来这

个习俗越来越普遍，到宋朝的时候就比较兴盛了，王安石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诗句“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他是描述，过年的时候家家都会贴桃符。从这个诗

句，可以看出对联在宋代有多么兴盛。后来，对联就发展

成一个独立的艺术形式了。到明清的时候，桃木用红纸代

替了。对联的形式由桃符渐渐演变成贴到门的边上，就叫

楹联，也由桃符演变为对联。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曾下命

令，以皇帝的身份去推广对联，过年的时候，让大家在门

上都贴对联。 

对对子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奥的

神传语言文化的精髓。对联不只是一种文艺形式，她是源

于中国人对宇宙生命、人生的认识。因为中国文化对宇宙

生命、人生研究的非常深，也非常系统。中国文化有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阴阳五行之说。古人认为，阴阳的互

相演化生成了宇宙的万事万物，阴阳互相消长，互相依存

的关系深奥而富有乐趣，任

何变化都是从阴阳里来的。

对联就是在语言形式里体现

阴阳，所以她就变化无穷，趣味就在

这里。怎么才能对出好的对子来

呢？实际上是靠人的修养、各方面

灵感，对各方面事物的把握，谁和谁

对，不是一个死板的东西。有很多对

联，形式上对的比较工整，但趣味上

缺乏奥妙。而好的对联，你就会感受

到妙在哪里。好的对联，实际上是有

很多层次的， 深的层次就象一个

名句一样，有神韵在里面，不光形式

上很工整，读起来非常顺口，而且有

哲学意义在里面。比如林则徐曾有幅对联：海纳百川有容

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样的对联，人们可以品味出

深厚的意境，宽大的胸怀，象是神来之笔。 

现代中国，经过了几十年共产无神论的系统洗脑，人

们在人类正统文化上，出现了极大的倒退。现在无论是博

士还是教授，有多高的学历，没有几个会对对子的，也无

法懂得其中的乐趣。因为要想写好对联，个人品德修养是

先决条件。 

有很多古代故事，讲通过对联可以提拔一个人，或者

找女婿。因为一个对联佳作，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各个方

面：机智、修养、气质、品格，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斗智。

如果一个人的品格不到位，你就对不出佳句。 

中华传统神传文化，深奥而富有情趣。而现在有不少

人觉的过年就是放长假，吃喝玩乐，请客送礼，还有人说

有钱人天天过年。这样的话听多了，过年背后的文化内涵，

知道的人就越来越少，提到过年人们也就提不起劲来了。

这是因为中共统治后，把传统文化的精髓都破坏掉了，没

有了内涵，也就失去了节日本身的乐趣了。◇  

    敦煌榆林窟，又称万佛峡，现存四十一个洞

窟。榆林窟的大佛，又称三眼佛，高二十多米，大

佛额上镶着一颗极亮眼的眼珠，令人为之惊叹，据

说是敦煌石窟中的第三大佛像。 

    相传当年在塑造佛像时，工匠被要求在佛的

额上再加一只眼珠，这可真把工匠给难倒了。工匠

因为找不到眼珠，愁得心里七上八下的。一天，他

又去找眼珠，路过山坡看见一只高大的头羊，心

想：“如果头羊把眼珠子给我就好了。”哪知，他

才刚想完，头羊竟走到他面前说：“师傅，我要用

眼珠看路吃草呢!”工匠吓了一跳，又继续往前走

去。 

    下坡时，他又碰到了

骆驼。看着骆驼又大又亮

的眼珠，他不禁又这么一

想。骆驼好像知道他的心

事，走过来开口说：“师

傅呀，我要用眼珠辨路过

沙漠呢!”工匠点了点头回家去了。 

晚上时，工匠因为心中烦躁，来到了榆林河边散心。

说也奇怪，天这么黑，但他的身影却很清楚的映在水里。

他看见自己消瘦许多，额上还出现皱纹，眼珠呢就象是掉

进两个深坑里，……突然，他心里有主意了。他想：“如

果真找不到眼珠，就把自己的眼珠挖下来，安在大佛的额

上就行了。” 

当他想好了后一回身，忽然听见河水的声响，眼前渐

渐有了亮光。工匠仔细一看，原来河里有一只张开的老

蚌，捧着一颗明亮放光的珠子。工匠真是不敢相信，揉揉

眼睛再看，那珠子越来越明亮了。工匠高兴的跳进河里，

捡起那颗珠子，双手捧回洞窟。 

这颗珠子后来就安在大佛的额上了。这一带原来风

很大，沙尘经常吹进洞里。自从大佛镶上了这只眼珠，洞

窟里再也没沙尘了。后来，许多人就称这珠为“避尘珠”

了。 

神传文化中，“心诚则灵”的故事比比皆是。神佛只

看人心，古人心纯，则多有神迹展现。◇ 

春联—深厚的神传语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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