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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司马攻散文中的佛教思想 

 
 

小乘佛教对泰国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司马攻在泰国居住了很多年，

他也一定受到了小乘佛教的影响。司马攻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渗透着佛教思想。司

马攻的妈妈是泰国人，他从小就受到他妈妈良好的教育。泰国人热情客气，心地

善良，乐于与人交往。这对司马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泰两国的风俗习惯有共

同之处，司马攻同时受到了两国文化的影响。他心地善良，做人也很成功。司马

攻是无量寿莊严净平等觉的人。他以诸法药，救疗三苦。 

 

 

第一节 慈悲为怀 

 
 

    “慈悲为怀”是在佛教中常常听到的佛法。释迦牟尼教育佛教徒做人一定要

“慈悲为怀”。司马攻做人也以“慈悲为怀”为准则。在佛教法有四无量心，即

慈，悲。西，舍。佛教主张“四无量心”是为了教育老百姓做好人。学佛也不一

定要去当和尚。释迦牟尼也有很多适合老百姓学习的佛法。如果每个地方的老百

姓都能够按照佛法来做，那么他们便可以快快乐乐地生活。 

     司马攻依照佛法做人，敬老爱幼，大发慈悲。他是一个心慈面软的人。他

的作品中体现了“慈悲为怀”的思想。慈悲为怀是世界上 伟大的善事。“慈悲

为怀”无论是对社会还是个人而言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慈悲为

怀，那么社会就会很和平，也就不存在战争、种族歧视、省籍情结和排华意识，

每个人也就可以平安快乐地生活。司马攻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作家，无论是对自

己还是家人乃至整个社会，他都非常有责任心。这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来。 

比如在《倒茶》这篇散文中，他写到了“倒茶”这一传统的风俗习惯。“倒茶” 是

用心招待客人的一种方式，需要很多技术和很强的耐心，必须经过学习和训练才

能学成。通过学习“倒茶”可以让你培养慷慨的品质，对他人怀有一颗慈悲之心，

也可以让你变得有礼貌。司马攻尽自己 大的努力传承传统文化，他希望传统文

化能够一直流传下去，为后代做研究提供可供借鉴和参考的资料。现在很多人为 



 
 
 
 

 
 
 
 

第三章 司马攻散文中的佛教思想 
                                                                      

 22

 

了财产变得很自私，他们喜欢占便宜，他们尊重有钱人却不尊重有道德的人，许

多优良的传统被抛诸脑后。司马攻写这些散文旨在提醒读者不能忘却优良的风俗

习惯，要有慈悲和慷慨之心。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司马攻是怎样的人。

以前泰国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口摆着装满水的水桶，方便过往行人饮水。这表现了

泰国人的慷慨和慈悲。但是现在这种风俗习惯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现在的人越

来越自私，如果把水桶放在门口就会被偷走。以前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出门在外开着门或者忘了关门也没有关系，不会有盗窃之事发生。但现在却与以

前大为不同，如果忘了关门就可能引来小偷。人的心变得越来越坏了。正所谓“世

风日下，人心不古”，现在人的心跟以前很不一样，不像以前那么慈悲了。细读

《倒茶》会很有意思，司马攻主张用心倒茶招待人与泰国人在门口放水桶的道理

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提醒人们要慷慨慈悲。同时也告诉人们不能那么自私，为了

一己私利而违背道德，做出对他人有害的事。 

司马攻以慈悲为怀，他写给梦莉的散文是“淡淡的愁， 深深的爱”。正因

为司马攻有着慈悲之心，他的散文才能够写得这么感人。倘若司马攻不是一个有

着慈悲之心的人，他就很难把人物的特点表现出来，就很难在文章中将这种温暖

感人的真情传达给读者。他的作品和他的人格一样都充满了魅力。梦莉是一个很

孝顺的人。司马攻用慈悲的眼光看待梦莉，在文章中他写出人物是如何孝顺和富

有责任心的。他写孝顺和富有责任心的人物是为了给读者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希

望读者可以做好人，对自己和社会负责。司马攻也很欣赏他笔下这些孝顺和富有

责任心的的人物，他是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欣赏这些人物的。他向他笔下的人物

学习，学习她们做一个好人。他也鼓励读者向这些人物学习。我们应该向司马攻

作品中的人物学习，学习他们身上高尚的品质，多做善事，如果每个人都能以慈

悲为怀，那么我们的社会将变得很和谐。司马攻的作品主张“慈悲为怀”，这对

读者有很大的影响。司马攻“慈悲为怀”的思想不是强加给读者的，这种影响是

潜移默化的。读者在阅读了他的作品之后不知不觉地就吸收了“慈悲为怀”的思

想。正因为司马攻的作品蕴含着“慈悲为怀”的思想，处处流露出人间的真情，

所以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在另一篇名为《一个陶罐》的散文中，作者不单单把陶罐看作是一个古迹，

他认为陶罐里面装满了心血肉泪。他怀念先辈们，因为先辈们对现代社会有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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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功德。假假真真的东西都是人设出来的，真理就是释迦牟尼领悟的佛法， 每

个人的经验及观念不一样，名气是人在世和死后别人给他的评价，名气过一段时

间之后也消失了。这就是佛教所说的“无常无我”。司马攻的《阿丹》写得很有

意思，这篇文章同样表达了慷慨和慈悲为怀的思想。在《阿丹》中，作者所用的

文字朴实无华，不注意雕琢，因此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其中的内容。可能有的

读者会因为这篇文章朴实的辞藻而觉得它缺乏韵味，不够精彩。但其实我们阅读

文章更重要的是要领悟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而不能仅仅因为辞藻不够华丽就对此

持批评的态度。如果我们能够摒除自己的偏见，放开心胸去阅读，便可以理解蕴

涵在其中的深意。 

如果只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评价一篇文章会有失偏颇的。《阿丹》中作者的感

情由生厌到产生情感，转折突兀，车祸事件安排显得刻意，没有铺排。阿丹是一

只狗，他通过“阿丹”描写了爱情和友情。他告诉读者们他不喜欢养猫养狗，也

说明了他不喜欢的原因。这些是他告诉读者的，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

如果不喜欢一件事情已经入骨髓，要改变想法就很难了，必须经历过重大的事情

之后才有可能有所改变。感情是慢慢培养和积聚起来的，也许我们有的时候并不

知道自己已经对某个东西已经产生感情了，只有等到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后，我

们才会了解自己的感情。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在事情没发生之前，我们

都会觉得自己还是坚持原来的想法。“阿丹死了，阿丹被车撞死了!”等到事情发

生之后，司马攻才知道他自己的想法已经改变了。其实我们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事。 

司马攻的作品通俗易懂，相信跟作者有着相同经历的人都不难理解他。第二

个意义是：“我不喜欢食猫养狗”不是他的真正意思。如果他真的不喜欢，他也

就很有可能把他小孩养的狗拿来送给别人了。 

司马攻慈悲为怀，他不会不经过他的小孩同意，就马上把他的狗转送给别人

了，他每次看到他的小孩郁郁寡欢时，他就忍不住，但是他也假装看不到，让这

情形赶快过去，他安慰自己说 “不养狗多好，多清净”。我们看了这点会觉得他

有感情不是真的不喜欢狗。“不养狗多好，多清净”他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做了

的事情，他做的这件事情影响到了孩子的感情，他一定要找来理由支持自己没有

做错这表现出来司马攻是有人性，有感情的普通人。司马攻不是那种没有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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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是他不承认自己真正喜欢它。越有感情越怀念它会更痛苦难过，我相信感

情是培养出来的，太多的感情会伤心，也会伤身。他 后还说“唉，我没有感情

多好！我不会痛苦伤心！”此处我觉得有两个意义，他的作品要描人与人之间的

感情，但是到 后事情总有一天要消失。总的来说，《阿丹》中，司马攻描写的

特别有意义。作家用的文字很简单，但是他反映的道理很好很清楚，司马攻要大

家解他在作品中要表达的意义，就是“人情”、“友情”、“真理”的珍贵。 

这篇散文《阿丹》给我们展示了要注意感情，不要等离开或者消失了才去后

悔，自己疼爱的人或者其他的重要的人要好好照顾，到时候离开了，要有心理准

备，因为这是个事实。司马攻的散文，无论是状物写景，还是叙事说理，他都以

情动人，情在司马攻的散文中是作为其灵魂而存在的。他善于抒情，更因为情感

的真挚，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情感。他的散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当我

看到《阿丹》，我会跟自己说，好像是我发生过的事情，使我很感动要流出眼泪

来。但是我也不想要有感情，因为如果失败或损失了会有痛苦，我 好要用佛法

发来修行过生活。 

慈悲：即是慈善和怜悯的意思，原佛教语，以恻隐怜悯之心为根本。今以慈

悲为本，常乐为宗，施舍惟机，低举成敬。《南齐书•高逸传论》说出家人要以慈

悲为怀。“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的佛教修身是受戒、定心、智慧。

自我的修炼，解脫轮回，解脫痛苦 终达到涅磐。除了散文司马攻在其他很多方

面也是慈悲为怀。 

《夜读有感》也是司马攻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同样表现了司马攻“慈悲为

怀”的思想，他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人，这篇散文中写到了他在晚上读书时有很多

蚊子在他耳边打扰他，不仅如此，还有很多蚊子来吸他的血，司马攻觉得它们很

讨厌，于是就打死了几只。他觉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但是如果换成别人，也许

会马上用喷虫药将它们喷杀光了，但是司马攻很好心，他自己想挤一点血给它们

喝。司马攻有这样想法说明他是一个好人。司马攻以慈悲为怀，无论是跟人还是

动物他都能够做到和平相处，不会有矛盾。《夜读有感》这篇散文就很好地体现

了他的慈悲之心。如果司马攻不是一个以慈悲为怀的人，他就会把所有的蚊子全

都打死。其他人也许不会像司马攻一样为了和平相处而牺牲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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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子的悲哀》这篇散文也表现了司马攻高尚的人格。文章中写到司马攻养

了鸽子。普通人养了鸽子到不想要的时候就会把它们给卖了，而这些鸽子一旦被

卖出去，就很有可能被拿去做红烧鸽子。司马攻觉得如果鸽子被做成红烧鸽子，

自己就做恶了。因此他是肯定不会卖鸽子的。司马攻是从小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

人，他知道自己所做之事是对是错，是善是恶，很少有像司马攻这样的人）（司

马攻之所以心地这么善良是与他良好的家庭教育分不开的。他妈妈是一个非常虔

诚的佛教徒，从小他的妈妈就教导他慈悲诗世界上 好的品质，善良的人是这个

世界上 受欢迎的人。人都喜欢与善良的人在一起。善良的人很纯粹，和他们在

一起很有安全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尽力地帮助你，甚至不惜牺牲自己。

善良的人在付出他们的慈悲的时候是一片赤诚之心，从没有想过要得到回报。慈

悲为怀，以与人为善，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终究会得到人的尊敬和爱戴。 

 

第二节 舍身成道 

 

司马攻道德高尚，为人慷慨，处处以慈悲为怀。他还有牺牲自我的精神。用

“舍身成道”来形容司马攻再合适不过了。现在很少有人能能够像司马攻这样舍

身成道了。因为现在的生活压力很大，大家为了生活拼命地赚钱。大家对钱看得

很重。现在人越来越多，而资源却越来越少了，人与资源之间处于不平衡状态。

正因为资源不够，大家都抢着用资源。这也让大家变得越来越自私，喜欢占别人

的便宜。大家都想着要赚很多钱。赚得越多越好却不顾自己的良心。他们赚很多

钱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别人看不起。但他们却在赚钱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良心。其

实钱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也不带去的。有了很多钱真的就一定会很快乐

吗？大家拼命赚钱却不管钱是如何赚来的，有的时候为了钱甚至会做出杀人放火

的事。很少人想要做舍身成道的事。 

司马攻也是做生意的人。大部分生意人很难做到像司马攻这样。因为生意人

都要赚钱。而且一定要赚得越多越好。只有把生意做得越大越多才能算是成功的

生意人。生意人很多是非常自私的。只有很少的生意人有社会责任心。大部分生

意人有了钱还想着要赚更多的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满足。很多有钱人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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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私的。司马攻跟其他的生意人不一样。他可以做到“舍身成道”。为了舍身

成道，司马攻付出了很多努力。泰国是一个小乘佛教国家，司马攻深受佛教思想

的影响。佛他吸收了佛教中“慈悲为怀”的思想，做到了“舍身成道”。 

司马攻做生意一方面是为了赚了钱，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为社会作贡献。司马

攻的作品中表现了他的慈悲之心，反映了他“舍身成道”的高尚品质。比如他的

散文《夜读有感》，读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司马攻善良的心灵，也可以了解

到他是“舍身成道”的。文章中写到他在夜里饶有兴趣地读书，有蚊子在他的耳

边打扰他，他觉得有些厌烦，就打死了几只，后来他感到很后悔。他知道自己杀

了生，觉得自己违背了道德。正因为这样他感到蚊子好像在他的耳边哭。他认为

人与动物应该和平相处。司马攻想到为了动物可以牺牲自己，可以把自己的血给

蚊子喝。他主张人与动物之间要和平相处。 

司马攻心地善良，为了不杀生，他可以做到“舍身成道”。佛教中有“五戒”，

其中一条就是不可以杀生。如果和尚要有两百二十七戒的。佛教的五戒是给犯人

做的。佛教要求佛教徒严守戒律，如果没有耐心是很难做到的。和尚即使被蚊子

咬也不可以打死他，只能赶它走或者捐血给它。司马攻想到把自己的血给蚊子喝

就是“舍身成道”的表现。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不杀生。如果是普通人被蚊子

咬，一定会感觉很心烦，他们会拿喷虫药来杀死它们。普通人很难像司马攻这样

做到“舍身成道”司马攻有着慈悲之心，能够做到“舍身成道”，是一个成功的

人。舍身成道是一件非常大的善事。司马攻蕴涵“舍身成道”思想的作品受到了

读者的欢迎。作品对读者是有很大影响的，读者读了作品之后，有可能也会慢慢

做到“舍身成道”。如果每一个读者都能够像司马攻这样做到“舍身成道”，那么

社会将会变得非常美好。 

司马攻还有一篇名为《兰姐》的散文。这篇散文也是很有意义的。在这篇文

章中他指出“凡事都有一个例外”他认为一些事情要严格对待，但一些事情是可

以例外的，不必那么严格。对待事情要掌握一个度，既不能太严格也不能太轻松。

太严格了到时候很难做到，太轻松了不容易做好。司马攻告诉我们做事情要讲究

“中庸之道”。佛教也说，太严格或太轻松都不会成佛的。每个人只有做善事，

生活才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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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姐的事情让司马攻学会了应如何做人，这篇散文旨在告诉我们要培养“舍

身成道”的高尚品质。司马攻没有写什么大道理，而是通过表达自己的心情来写

他的看法的。司马攻觉得很后悔，兰姐过世了，很多事情没办法做了。司马攻为

没有帮兰姐做到那些事情感到非常遗憾。司马攻道德高尚，能够做到“舍身成道”。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都会有弱点，守身以无玷为难。 

虽然人不能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可以尽量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归何桥啊，

长长的碑》这篇散文写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座桥是日本抓来的俘虏建的，是

牺牲了很多人才建成功的。这里是一个很残酷的地方，人与人之间有着很大的矛

盾。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舍身成道”，互相谦让，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矛盾了。

人与人之间应该讲道理，多沟通。这块纪念地告诉我们不能用武器来解决问题。

它提醒后代不能那么做。用武器解决问题势必会造成很大损失的。人与人之间何

必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呢？大家可以通过商量沟通来解决问题。人是有思维，

可以讲道理的高级动物。如果人们能做到“舍身成道”，那么世界将变得很和平。

人们只有通过“舍身成道”才能消除怨恨，脱离苦海。 

司马攻的散文中也有很多是表现人的生老病死的，比如《岁月，留不住一个

黄昏的残梦》。司马攻说，如果你做了善事，当你离开世界时，大家会怀念你的。

如果你热心帮助大家，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大家会为你的离去而感到非常不舍。

如果每个人都道德高尚，那么社会就会很太平。司马攻写这些散文是为了提醒大

家，对生命不能大意。每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这个过程，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多

做善事，要学会“舍身成道”。当然要做到“舍身成道”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能

恪守道德就一定会成功。 

司马攻还有一个作品就是《微笑在空中击掌》。这篇散文说明了只有做到“舍

身成道”，才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些句子改为：现在马路上塞车很严

重，大家为了赶路互不相让，没有谁愿意让其他人先走。常常有人在马路上吵架，

或者将喇叭鸣得很大声。大家很容易心情不好，然后就会开始发脾气。大家应该

有一颗慈悲的心，为了大家“舍身成道”。司马攻好几年都在恶脸相向，横眉热

对，紧张弄险之中 “过五关斩六将”。终于有一天司马攻萌生出一个感觉：这种

方式不是友好的开车方式，于人于己都没好处。于是他改变了态度，把“恶脸”

收起，采取了笑脸攻势。他首先在心中植起了笑苗，再把真情的笑移上了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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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就把车子开上路，把车窗按下，举起了右手，向横在他眼前的汽车的驾驶

者，连连行著举手礼，这种手势和微笑，收效非常显著，大多数的驾车者，见到

他的手势和微笑，便停车让路。这种小小的事情却让大家很愉快。“良心”二字

很重要。如果大家没有了道德的约束，社会将会变得很乱。社会的和谐美好需要

大家的共同努力。 

《明月水中来》也是司马攻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表现出作者极强的责任心。

作者想保留传统文化，他担心传统文化不能传承下去。传统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

去是他很欣慰的事。这说明传统文化没有被后人忘记。《明月水中来》体现了司

马攻“舍身成道”的高尚品质。《鸽子的悲哀》告诉读者要做要一个有道德的人。

他养了鸽子，当他不想养的时候就把他们拿去卖，但是卖出去的鸽子有的还会飞

回来。他又再拿鸽子去卖了好几次。他的鸽子又飞回来了。他觉得把养过的鸽子

卖掉是不妥当的事，喜欢鸽子就应该养它们。司马攻觉得到你不喜欢鸽子的时候

就不理它们，这样它们会很可怜的。猫和狗小的时候很可爱，长大了就不可爱了，

养的人就把他们放掉，不理它们。这些主人太黑心了，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做？动

物也是有生命有感情的。被卖掉的鸽子 后就变成一盘红烧鸽子了。这些动物很

可悲，被人利用了之后就被抛弃了。 

司马攻的作品暗含着“舍身成道”的思想。司马攻诚心诚意地舍身成道。一

个人可以骗别人，但却不能骗自己。《东北人》也是司马攻的一篇散文。东北人

第一次来曼谷，他在家里没有工作，来曼谷是为了找工作。他来曼谷当了司机。

司马攻叫东北人开车送他回家。东北人是第一天开车，这件事如果是其他人知道

了，东北人就会被骂。但是司马攻是个好人，心地善良，他不仅不会骂他，而且

还会鼓励他。 

每个人都会经历许多第一次的，因此一定要给他人表现的机会。《你就是梦

莉》是司马攻写给他朋友的。司马攻写了鼓励及欣赏梦莉的作品。司马攻他诚心

诚意地欣赏的别人，他会鼓励他们把作品写好。司马攻看到别人成功会替他们感

到高兴的，而不会嫉妒他们。司马攻为人谦逊，从不高高在上地认为自己的作品

是第一的。他会帮忙他人把作品写好，正因为如此，司马攻受到了其他作家的爱

戴。司马攻是一个“舍身成道”的人。为什么我们要舍身成道？因为“舍身成道”

也是做善事。舍身成道到一定程度也可以成佛。司马攻是其他作者的榜样。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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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作者都能够像司马攻一样，那么社会就会变得很和谐。司马攻的作品暗含着

“舍身成道”的思想，对读者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知不觉

地就会吸收其中的思想。读者如果能够做到“舍身成道”，那么也就不会有那么

多矛盾，社会也就会变得更加美好。这些句子改为：但是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有

一颗自私的心，不能做到慈悲为怀，因此社会上矛盾重重。希望大家为了社会的

美好和平，都能够有一颗慈悲的心，为社会多做善事。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

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做，那么社会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因为集体的力量是

强大的。 

 

第三节  遁空喜舍 

 

苦的三个方面有“通常意义上的苦（苦苦）”、“变化产生的苦（变导苦）”、

“特定状态下的苦（行苦）”。（苦有三个方面：“通常意义上的苦（苦苦）”、“变

化产生的苦（变导苦）”、“特定状态下的苦（行苦）”。 

    通常意义上的苦（苦苦）是人的生、老、病、死种种痛苦都同不愉快的人和

状态相关，其它诸如与相爱的人分离、无法享受愉快的状态、无法得到想要的东

西，以及悲伤。哀悼、绝望等所有肉体和精神的痛苦都包含在苦（苦苦）这个意

义里。变化产生的苦（变导苦）是生活中快乐的感觉以及快乐的条件都是转瞬即

逝的，是不长久的。这种状态早晚会发生变化。当这种变化发生的时候、就会产

生痛苦、难过、不高兴等情绪。这种变迁兴哀即生产变导苦。特定状态下的苦（行

苦）是苦的第三种形式是特定状态下的苦（行苦），也是第一圣谛中 重要的哲

学思想，需要对“人”、“个体”或 “我”做一个分析性的解释。根据佛教哲学

的理论，我们所谓的“人”，“个体”或者“我”都只不过是永恒变化的肉体、精

神或能量、可以具体划分为五蕴。 

人的解脫在于自我的修炼， 终达到涅磐，由此逃脫轮回，解脫痛苦。佛教

则通常主张“人法两空”，既否定人的主观精神主题，也否定客观事物的存在，

佛教大乘认为关于客观事物“空”的认识并不是通过“分析”方法得到的，而是

“缘起性“空”，即一切“法”都是由因缘和合而成，不存在本质实体，因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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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事物现象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假象而已。“性空幻有”，这是大

乘思想，特别是早期大乘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佛教重点是三法印有无常，苦，

无我。苦谛是指人的生、老、病、死，都是人生的寻常事，同时也指我们的身体

和精神所经历的悲伤、难过、痛苦、哀伤和绝望。与快乐分离、失望或者同不愉

快接触也是病苦的。简单来说，我们的身体和精神会经历痛苦；换言之，我们注

定要经历痛苦。空喜舍，如果每个人可以透明理解事情逃脫轮迴，解脫痛苦。每

个人解脱了轮迴痛苦可以找到真正的自由。如果有人能够修炼成这样，那么他就

会成佛。 

司马攻写了很多篇散文来怀念朋友。他对朋友的离开感到非常不舍。他觉得

很悲伤很痛苦。司马攻尽量提醒自己世事无常，生死轮回在苦海，劝告人们不要

沉迷在五蕴。司马攻尽量遁空生死轮回。但是要遁空生死轮回非常难。释迦牟尼

时代的印度，社会分成婆罗门、贵族、平民、奴隶等四大阶级，而贵为太子的释

迦牟尼眼见社会阶级的不合理，毅然树起平等的旗帜，主张废除阶级对立，倡言

众生平等。释迦牟尼领悟是“真理”是生活的真实及自然的规律。由此逃脫轮回，

解脫痛苦 总达到涅磐。释迦牟尼要领悟“真理”也非常困难。司马攻的作品表

现出“遁空喜舍”的思想。如果可以遁空苦难。，司马攻就可以得到喜舍。喜是

欢喜。看到别人幸福，真心的为之高兴，真心的为之祝福。舍，是平等。是舍弃

一切的贪爱和憎恨，冤亲平等，同样爱护。司马攻有好多作品表现的是“遁空喜

舍”的思想。 

司马攻的作品非常出色。他的作品会描写了自然风光。《故乡的石狮子》表

达了他的思乡之情。他在作品中描写了自己宁静的故乡，他说自己的故乡会给人

很安定的感觉。司马攻在作品中说他喜欢宁静的乡村，不喜欢很喧嚣发达的城市。

因为大城市人多，生活也很复杂。司马攻不喜欢很复杂的事，他喜欢简单，想把

烦恼的事情放下。只有生活简单，心情平静，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因此，他要求

自己做到静心静气。石狮子是司马攻少年时故乡的代表，他少年时没有玩具，就

跟石狮玩。每个人在烦恼的时候就会想到故乡，故乡再怎么变化，也是很温馨的

地方。家里再怎么样也是 温暖的地方。司马攻有两重身份，一是生意人，二是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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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作家喜欢逃遁喜舍。他们在安静的环境中创造出作品。作家在创作时会

运用到已有的经验。故乡没有大城市那么大的压力，是司马攻心灵的港湾。很多

人经历过重大压力之后，就会想回到故乡。在《祖母的芒果树》中司马攻抒发了

对自己母亲的思念之情。司马攻的妈妈是泰国人，她移居到中国。她妈妈把芒果

树带到了中国去种。司马攻非常喜欢芒果树。他小时候喜欢还喜欢爬芒果树。他

喜静，又爱云，他经常趴在树上看那飘在天空中的彩云。这是表现他喜欢安静的。

天空中的彩云富于变幻，这些云朵在碧空中展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云的形象与

他的心中所想的是相契合的。司马攻描写了他故乡简简单单的生活。只有遁空，

才能消除烦恼，生活中才没有那么多压力。 

司马攻在《明月水中来》中写到了喝茶的风俗习惯。他在文章中说，不管怎

样不要忘了故乡，不要丢了传统文化。 “明月”是司马攻故乡的象征。 “水中

来”表示司马攻来到了泰国。司马攻在文章中写到了小茶壶，他舍不得自己的小

茶壶文化消失。这个小茶壶是司马攻爸爸传给他的。在司马攻的故乡喝茶是普遍

的习惯。他离开了故乡到新的地方去，他希望能够在他乡也可以保留着自己家乡

的风俗习惯。司马攻在泰国保留着喝茶的习惯，他担心自己的小孩不会保留喝茶

的习惯，直到有一天他看到自己的小孩用小茶壶喝茶，他才消除了之前的担心。

他很高兴自己的孩子们还保留着喝茶的习惯。司马攻非常热爱家乡，他希望自己

家乡的传统文化能够一直保留。 

司马攻不仅是一位散文家、杂文家，还是一位微型小说的创作者和推广者，

一位文学理论的爱好者。他自觉进行艺术探索，尝试各种文体的写作，同时认真

总结艺术创作的规律，思考泰华文学的发展和命运，这样，日积月累，不经意间

有了一些列的序跋和评论文字，这些分别与 1994 和 1996 集合出版为《泰华文学

漫谈》和《司马攻序跋集》，前一本是既有史料价值也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书，全

书分三辑：第一辑为宏观性文章，涉及到泰华文学的处境、中国文化在泰国的传

承、泰华文学的过去和未来发展趋向以及关于撰写泰华文学史的思想等等。这些

我们能看出司马攻先生严肃的治学态度。对现实材料进行搜集整理，得出结论，

在材料事实的基础上，用证据说话，既是文学创作的实践者也是评论者和总结者。

第二辑是一组评论文章和文学随感。第三辑是关于散文和微型小说的漫笔，这些

文章大都结合泰华文学体裁的特征，分析和欣赏了别人的作品，又阐述了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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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观，这些章短小优美，可以当做美文来读。虽然司马攻自谦这本文学评论集

是他文学生涯中的“余中之余”，是一个“苦涩的收获”，但是对于热爱泰华文学

的作家和读者来说，这是一个杰出的思想结晶，将指引着泰华文学前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