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樂，行不行

眼看著為時十分鐘的學期個

人報告就要完成，講台下卻在此刻

舉起一隻意料之外的手，這隻手衝

著小米所報告的主題「延遲享樂」

而來勢洶洶！

「你所報告的書本，鼓吹延

遲享樂，可是我們不也常常聽說要

及時行樂嗎？這樣不是互相矛盾了

嗎？」這突如其來的一問，讓小米

的身體不自覺地向後退一步，視線

垂下，鎖著眉頭注視自己所報告的

那本書。「嗯……書裡要我們延遲

享樂，因為……嗯……也許是告訴

我們好戲還在後頭……如果提早

享樂，也許就錯過了後頭更多的快

樂……」小米盡己所能地為手上這

本暢銷書的主張辯護，但是心裡也

迴盪著猶疑：「怎麼辦？我接受延

遲享樂的觀點，但是及時行樂也有

道理……」

還來不及勾選出答案，緊接

著又是一隻舉起的手，「同學，你

聽過世事難料吧？誰知道眼前快樂

的背後，是否藏著更多的快樂呢？

延遲享樂的風險太大了！」

小米掃向我的眼神中透露著

求救的訊號，交換位置後，我站

上暫別數十分鐘的講台；學生們

能激起討論的興趣是教師所樂見

的，那是鑽木取火時煙絲初升的喜

悅。順勢，問問同學們對「延遲

享樂」與「及時行樂」的看法，

大夥提出的意見約為三類：一類

自然是贊成延遲享樂，因為俗話

說：「先苦後樂」，延遲之後而

享之樂，更樂！另一類則覺得由

於天有不測風雲，所以「花開堪

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必須「今朝有酒今朝醉」而及時

行樂，否則「錯過不再有」！

第一類主張所面臨的挑戰

是，誰敢保證「先苦」真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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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呢？新聞媒體曾經報導一位樂

透頭彩得主，在領取獎金之後，竟

然於極短時間內，就將獎金散盡，

他並非遭遇橫禍，也未在奢侈品上

揮霍，他只是遵從自己以為的「先

苦後樂」，忍住手上有大筆鈔票而

不消費之苦，滿心期待享受後頭更

高獎金的大樂！於是，他將獎金全

數下注，這回卻連一個小獎都與之

絕緣，若以值遇機率低者為幸運來

衡定，他豈不幸運至極？

第二類想法則必須回應「折

了花，然後呢？醉了酒，然後

呢？」折了花，立即擁抱的是姿

態妍麗的花之嬌美，但未幾，卻

只擁有枯槁凋零的憔悴花容；醉

了酒，暫離了此刻佔領心頭的煩

憂，卻也忘了酒醒之後，失落的

纏縛將更顯沈重。年輕的生命，

急於找到自己存在的證明，然

而，第一名沒有兩位，模範生只

選一人，在速度中可以自己決定

數字的高低，在迷幻裡可以自己

裝潢夢境的美麗。然後，當引擎

恢復冷靜，口哨、叫囂都被納進

落寞的心跳；當心神陸續歸位，

幻影、幻音不待緩衝便瞬間卸妝

現形。

我們沒有忘記還有第三類的

意見，搖擺於兩端之間，覺得針對

「快樂」應該有時候延遲、有時候

及時，至於何時該延遲？何時應及

時？卻說不出個所以然。這看似最

無建樹的意見，卻意外開出一條思

索的通路：原來，問題不在快樂的

時間，而在快樂的本質。我們該問

的是「什麼樣的快樂可以延遲？什

麼樣的快樂必須及時？」

一七七六年發表的美國獨立

宣言主張：「人人皆有生命、自由

和追求快樂的絕對權利。」倘若我

們認為「追求快樂」是生活的目標

之一，那麼我們便有必要追問「快

樂是什麼？」心理學家馬斯洛早

期提出人類有生理、安全、社會、

尊重、自我實現等五大需求，當需

求被滿足，快樂便由此而生。但

是，「自我實現」果真是最高的快

樂嗎？亞歷山大帝聽取父親的囑

咐：「孩子，征服屬於你的領土，

希臘對你而言太小了！」成為戰功

彪炳的霸主，準備遠征東方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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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己所有的資產贈與眾人，人

們問他：「陛下，您留下什麼給自

己呢？」他自信地回應：「希望！

它將伴我一生，為我帶來無窮財

富！」這位驍勇善戰的強者征服了

歐亞非各地之後，卻因為再也找

不到能夠征服之地，而發出著名的

「亞歷山大的感嘆」。籃球巨星麥

可喬丹從NBA球場上急流勇退，在

此之前他獲選五次最具價值球員、

贏得六枚總冠軍戒指、十度榮登得

分王寶座。據他所言退休的原因是

「再也找不到球場上可以攻頂的顛

峰了」。馬斯洛在他生命的最後一

年，修正了自己所提出的理論，在

「自我實現」之上增加了一項「靈

性追求」，以此作為人生至高快樂

的來源，然而「靈性追求」所指為

何？終究來不及說明，這顯得玄遠

的項目也隨著他的長眠而得不到具

體的詮釋。

理論總是隔著一段距離。我

們不妨從簡單的、親身的經驗來

體驗快樂！快樂的相反詞是痛苦，

生命一旦接觸到痛苦的事，都會生

起想要擺脫、離開的念頭。然而，

在人類的生活中，偏偏處處安插著

誰都不想接觸的痛苦，而生活的忙

碌致使我們沒有時間、缺乏空間去

思考產生痛苦的原因，也因為不明

其因，所以即便我們忙著想得到快

樂，卻往往正在製造新的痛苦。

每個人都想得到真正的的快

樂，只是當我們在追求快樂時，常

忘了痛苦的因，因此所追求的快樂

只能曇花一現。從短暫快樂結束的

那一刻起，便是痛苦現形的時機。

短暫的快樂既是痛苦之因，

那麼能讓喜悅源源不絕的快樂，

便是快樂之因了。要檢視何種快

樂是短暫的其實不難，我們只要

思維，眼前的這種快樂如果一直

持續，真能令人感到愉悅嗎？一

般人都相信美食當前能夠大快朵

頤是人生莫大的快樂，那麼一直

吃一直喝，應該就會一直快樂下

去，不是嗎？但經驗告訴我們，吃

一點的時候是快樂，過了飽足範

圍再繼續吃，胃就痛苦難當了，

而原本以為是快樂之因的「美

食」，此時不正變身為痛苦之因

了嗎？依此類推，便可以發現多

快樂，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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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我們曾經以為的快樂，其實都

是痛苦的前身，是痛苦之因。

當細審這些短暫的快樂時，

可以發現它們都是以自我為中心

的快樂。當我們產生短暫快樂的欲

求，往往是因為認為自己的某些部

分有所缺乏而想要滿足、填補它：

餓了所以想吃，吃飽了再吃就痛苦

了；自己覺得沒有成就感，所以想

證明自己的存在，證明過了頭，盛

名便成負累。馬斯洛的需求理論終

究沒有為人們終極的悅樂找到答

案，因為那種種需求正是由「我」

之本位而發。

如果，我們能夠為他人的

快樂而努力，並以此為樂，這種

快樂是不是就能更接近真正的、

純粹的快樂？當我們聞見受苦

之人，誠心誠意地去幫助他解除

痛苦，當他的痛苦減緩，我們的

喜悅便油然而生，是真心地為他

歡喜，如此的喜樂即使持續不斷

地產生，不僅不會造成過度的負

擔，反而更能讓人樂此不疲。為

他人解除痛苦甚至是痛苦之因，

也巧妙地製造了自己的快樂以及

快樂之因。從為己到為他，所得

之差別便是從痛苦轉為快樂了！

經過這番思維、體驗，該

「延遲享樂」或「及時行樂」也就

不成問題了。短暫的快樂終究要成

為生命中的負擔，因此，當此般欲

求襲上心頭時，我們不妨冷靜地觀

察它，讓心靈經過沉澱，這個令人

煩躁的欲求終將獲得清涼的釋放，

由此便是「延遲享樂」。而為了幫

助眾生離苦，我們付出努力，這樣

的努力不必排班，隨時可以上工，

眾生因離苦獲得歡欣的同時，我們

的喜樂也得以滋長，順此即為「及

時行樂」。當我們確定「得到快樂

的前提是先離開痛苦」時，便能開

始針對眼前的享樂欲求予以正確

的分類，我們也可洞然明瞭何者延

遲、何者及時了！

當小米的眉頭舒展，視線向

上提升了二十度，身體向前挺進一

步；當全班同學眼中煥發著極欲追

尋究竟喜樂的明光，我知道此刻你

們都是快樂的。

就像我快樂地寫下這樣的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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