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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南平原慵懶的地平線下二期水稻伴著各式各樣的農作物以生動的姿態映入眼

簾，交錯其中的是嘉南大圳綿密的灌溉水網，整片土地像是向無垠天際延展

過去的一片以綠色為底的拼布地毯，望之令人著迷。遊覽車像是接到沒有時間壓力

的指示一般，緩緩地在遠離塵世喧囂的臺南六甲鄉間踱步，車上的人心緒就像眼前

綠色的波浪迎風隨意起伏，腦子裡不禁殘留着剛剛在網路收音機裡聽到的以次中音

薩克斯風演出的輕爵士音樂，益發陶醉，昏昏欲睡，欲睡⋯。

突然，前方迎面而來一隊敲鑼打鼓的人馬，傳來似乎在記憶深處裡已塵封久遠

卻又感覺無比熟悉的北管八音樂聲，自然就驚醒了夢中人：「那是什麼聲音？」

「前面發生什麼事了？」

「三太子出巡啦！保平安的，免驚。」司機先生說。

 原來是我們有幸行經鹽水小鎮，在武廟前大街上巧遇嘉南地區農民們信仰的重

要神明中壇元帥，也就是三太子哪吒的遶境隊伍與當地的迎神活動。鹽水是蜂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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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生日前一個星期，三太子坐在神轎上繞到鹽水武廟前的大街上，觀看鹽水信徒們以施放沖天炮為主的為他慶生
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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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所以看到鹽水人用佈滿整條街的沖天炮歡迎青春永

駐，永遠長不大的三太子當然就不會覺得奇怪。一代一

代的人們相繼老去，但是三太子永遠是一個法力無邊精

力充沛的神童，指揮東西南北中五路神兵神將世世代代

守護著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在他農曆9月9日生日前，讓

他玩玩沖天炮慶祝一下也是最起碼，人們做得到的對他

的感激與敬意，不是嗎？最重要的是，這樣單純的信仰

與熱鬧的活動也聯繫了這片土地上的人的心與情感，

變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僅遊覽車司機把眼前的

活動視為理所當然，得到心緒平安，車上那回到臺南故鄉的旅外遊子對這個

不期而遇的事件也感覺毫不陌生，甚至掀動了他蟄伏的思鄉之情。

我雖然談不上對中壇元帥或其他神明有虔誠的信仰，但是在這個文化中長大，自然對三

太子遶境或各種迎神活動早就習以為常，認為它是生活的一部分。若是談到信仰，反而是近

幾年山川之神的呼喚還更明顯能感受到。莫拉克颱風造成的88風災之前的5個月，也就是2009

年3月，我與幾個工研院的同事去爬山，目標是當時路況良好的南橫公路向陽附近、大名鼎鼎

的嘉明湖，連帶要登上海拔3,605公尺的向陽山與3,496公尺的三叉山，兩者都列名臺灣的百

岳。我並非山岳專家，也從無完登百岳的企圖，只是因為幾年前在同事帶領下接觸了山林，

逐漸喜歡上登山，也能感受山林溪澗各種形態的美，因此接觸領略臺灣的崇山峻嶺之美遂變

成了一種生命本質的信仰。

我們初春時分從新竹下臺南，由玉井進入南橫，經過當年遭受莫拉克颱風侵襲之前的甲

仙與寶來，感受到3月間南橫的寧靜之美。我們在向陽山屋休息一晚後，清晨4點出發，滿心

期待能一睹嘉明湖之美，只是當我們千辛萬苦，翻山越嶺走到嘉明湖時，卻濃霧籠罩，而在

攝氏5度左右的低溫下強勁的北風又夾帶著潮濕的細砂子，無情的吹打著我們僅有的小面積裸

露的臉，終究無法久留，等到湖天相映的一刻。傳說中的帶著致命吸引力的一顆藍寶石（還

是天使的眼淚呢？）終不得見，只留下短暫霧開時灰色的湖面護衛著溫馴但機警的水鹿的印

象。大家都怪老天爺不幫忙；但是我想，每年到嘉明湖來的登山客不知凡幾，總是有人從三

叉山走下來遠遠望見有如寶石般湛藍的湖面時，不禁感動莫名的吧！只是路途遙遠艱辛，而

高山上氣候變幻無常，所以要見到湛藍湖面實在得靠一點運氣。既然知道艱苦挑戰過後不一

定看得到嘉明湖最美的一面，如果不是因着對崇山峻嶺象徵的生命意義的信仰所激發的意志

力，恐怕大家很難堅持走完全程。信仰確實可以激發人們堅韌的意志以面對人生各種挑戰，

使人渡過難關或完成艱鉅的任務。

低溫下強勁的北風又夾帶著潮濕的細砂子，無情的吹打著我們僅

有的小面積裸露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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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誠文小檔案

吳誠文，1971年巨人隊少棒國手，為國家捧回世界少棒冠軍盃。臺南一中畢業後，考進

臺大電機系，1981年從臺大電機系畢業，1984年負笈美國深造，1987年取得美國加州大

學聖塔芭芭拉校區電機與電腦工程學博士。學成返國任教於清華大學電機系，2000-2003

兼任系主任，2004-2007擔任電機資訊學院院長。鑽研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與測試和半導

體記憶體測試，卓然有成，2004當選IEEE Fellow。2007年借調至工研院主持系統晶片科

技中心，規劃推動3D-IC設計與測試技術之研發工作與產業推廣。2010年將系統晶片科技

中心整合至資訊與通訊研究所，並接任該所所長，要協助臺灣建立自有品牌，與國際大

廠競逐天下。

我在清華大學電機系教書將近26年，看過無數優秀學生的學習與成長過程，常常

在想這些學生從小到大所受的學校教育的過程也有如登山。當然每個人的登山過程都

是不同的體驗，而登頂後舉目所見也不盡相同。假設能夠完成所追求的學歷就是登

頂，而登上峰頂且能窮千里之目就是成功的話，這成功者是不是也要靠一點運氣呢？

進入清大電機系的路是否就像登嘉明湖的路一樣艱辛難測，需要信仰支撐他們學習

的意志呢？就像志向需要細心思考去建立，生命的方向與信仰也是需要用心去領悟培

養。

當我們把教育這廣大無邊連綿不絕的山峰拉回到一個教授所開的一門課的時候，

那宏觀的意象立即轉成微觀的細節：教授教學生如何一步一步往上爬，如何學會裝備

的準備與使用，如何避開危險路段，如何找水源，如何辨別路徑方向等。但是最重要

的是，教授教學生如何建立志向，如何在心中養成對崇山峻嶺的堅定信仰。學校教育

是一個受保護的環境，模擬攻頂的過程由各種課程與身教來實現，學生不至於失足落

谷。離開學校以後要面對的則是真實的荒野深山，走出校門的學生需要更堅實的對崇

山峻嶺的信仰以支撐他們一生奮鬥向上的意志。

信仰是人承認自身之不足且捨棄自身經驗而信任與仰賴的外物或外來觀點，它與

絕大多數人的一生密不可分。信仰可以有多種表現的形式，例如造物者、宗教、自然

景物、人造景物、人為理論（也包含生涯目標、感情緣分）等。遺憾的是，善於包裝

的政治團體與能言善道的政治人物也可能為政治目的而創造人們的信仰，而政治信仰

可能產生的非理性的力量又不盡然對多數人是好的。宗教信仰通常都是良性的，本義

在引導人為善，使人互諒互助，因此宗教裡的神會保佑人們，不會在人間興風作浪。

但是信仰如果是與政治相關的話就很難確保會長久平安，因為政治人物是人不是神，

而人有七情六欲，有時難免會在自己身處的人間製造矛盾衝突，甚至造成災難。因此

如果人們不能理性對待政治，卻讓它變成對立的意識形態的信仰，人們自己多半是要

吃虧的，是很難得到長久的平安幸福的。（2013.10.13/農曆9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