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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金道蕭金道 寧靜致遠寧靜致遠 清心和氣來杯茶清心和氣來杯茶

2014-04-04   曾意倫 

　　一撇一捺，蕭金道專心地書寫眼前的字，毛筆緩緩地揮舞，將墨水延伸成一個漂亮的書法字

，蕭金道渾身散發出沉靜的氣質，令人不忍打破這寧靜的景象。完成一帖字的蕭金道，露出靦腆

的笑容，將書法用具收拾乾淨，拿起茶壺開始泡茶，熟練地拿熱水仔細沖遍茶壺內外，將一匙茶

葉放入壺中，再把滾水注入，等待茶葉慢慢舒展，綻放清冽的茶香，蕭金道說：「客家人就是喜

歡喝茶啦！」

蕭金道(右)與妻子(左)感情和睦。(攝影/曾意倫)

殷為舊姓殷為舊姓　源流上溯商湯源流上溯商湯

　　端起茶杯，蕭金道慢慢地說起蕭家祖先的事情。在很久以前，原本蕭家並非姓蕭，而是姓殷

，《左傳》裡也提到：「殷民六族，一為蕭氏。」殷民六族除了蕭姓，還有條氏、徐氏、索氏、

長杓氏和尾杓氏；《姓氏考略》上也說：「蕭氏 ，殷舊姓也，望出蘭陵、廣陵。」文中的蘭陵是

現在的山東嶧縣，而南蘭陵則是現在的江蘇武進，廣陵則為現在江蘇省江都。直到春秋戰國時期

，因為幫助宋國平定判亂有功，而被賜地於河南的蕭縣，從而改姓蕭。

 　　有許多古書都提到類似的紀錄，《通志‧氏族略》便指出：「蕭氏，古之簫國也，其地即徐

州蕭縣，後為宋所井。微子裔孫大心平南官長萬有功，封於蕭，以為附庸。」《姓纂》 也寫到…

「宋微子之後，支孫封於蕭，蕭叔大心子孫有功，因邑命氏焉，代居豐沛，至不疑為楚春申君客

」。《風俗通} 則記載: 「宋樂叔以討南官長萬有功，受封於蕭，列附庸之圈。 漢相國蕭何即其

後。」而當時的宋國，是由殷商的後裔微子所建以事湯祀的，蕭國卻由微子之孫大心所建，如此

一來，蕭氏源流可以直溯到上古聖君商湯。以上三個文獻皆說明了蕭氏的源流，而蕭金道現在則

是蕭家八十幾代的子孫。蕭家祖譜除了手抄本外，尚有到大陸翻印的祖譜，蕭金道小心讀翼地翻

出印有蕭何、蕭衍與蕭道成記載的祖譜部分，語帶驕傲地說：「這可都是我的祖先呢！」

勤儉勤儉致富致富   用賺的太用賺的太慢慢了了

　　雖然有令蕭金道驕傲的祖先，但蕭氏後代也遇到新的問題。蕭金道嘆了一口氣，緩緩地解釋

道，雖然祖先是說饒平腔，但因年代久遠，子孫們大都不會講，反而因為居住環境的關係，現在

都講四縣腔，蕭金道忽然看看妻子，說明就連妻子也是講四縣腔的三義客家人呢！蕭金道怕客語

會逐漸消逝，堅持在家一定要說客語，但孫子卻不願意學習客語，即使用客語與他們對話，孫子

還是只願意用國語回應，這點讓蕭金道感到十分無奈。他認為孫子會不願意學習客語，可能是因

為現在的環境使其他語言的優勢大大提升，孫子認為學客語沒有用處，而感到對客語興趣缺缺，

因此蕭金道覺得如果要將客家文化推廣出去，客語的推廣佔首要地位，他再三強調著語言的重要

性，家中甚至還有一本《客話辭典》以供查閱。

　　蕭金道所知道有關客家的事物，大都是由長輩傳承下來的，祖訓有言: 「刻苦耐勞、忠孝節

義、勤儉持家」，蕭金道念念不忘，認為尤其是「儉」這一字，更是重要，他笑著說:「用勤能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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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有錢，用賺的太慢了！」更何況有時資源並不容易獲得，無法開源，就只能好好節流。蕭金道

抬頭看看正在播客家電視台的電視，指了指電視，開心地說著對客家電視台的想法，他覺得客家

電視台對於推廣客家文化也很有幫助，像他們自己就每天準時收看客家電視台，尤其是其中一個

有關山歌的節目，更是勾起蕭金道對長輩的回憶，他不好意思地解釋，小時候常聽長輩唱山歌，

後來自己也會唱一點點，這個節目讓他重新溫習了那段聽長輩唱山歌的日子。

此圖為蕭金道所拿出的五本祖譜(左一為手抄本)。(攝影/曾意倫)

推廣文化推廣文化　擔憂過擔憂過度包裝度包裝

　　　　蕭金道也提到，以前的閩南人會歧視客家人，因此客家人通常都不敢在公共場合表明自己是

客家人，但也因為如此，客家人會比較團結，而自己雖然在家堅持講客語，但出門在外的時候，

會因為環境的關條，只講閩南語和國語。在軍中的時候，也常發生閩南與客家的衝突，閩南的士

兵因為聽不懂客語，常常會以為客家的士兵在罵他們，往往講個兩三句話就開始打架，蕭金道這

時就會充當和事佬，把雙方的意思翻譯給對方知道，將一場衝突平息下束。

　　回憶許多過往事蹟後，蕭金道喝口茶，想了想，默默地說起現今的客家運動。客家運動的興

起，算是替以前備受歧視與不敢承認身分的客家人出一口氣，有了客家連動，政府才會重視客家

人，也才有經費去推廣客家文化，但他卻擔憂現今的客家文化有過度包裝與商業化的傾向。像是

擂茶，其實只是一種生活習慣，但過程又過於麻煩，蕭金道指指茶杯，開心地說：「喝茶？喝茶

葉就好了啊！」

　　從建台中學畢業，當完兵後，蕭金道就進入農會工作，他覺得在農會中就要任勞任怨地為民

服務，但後來因為感到農會中派系爭鬥過於複雜，讓他萌發離開的念頭。在偶然的機會下，他進

入較單純的學校環境工作，後來擔任致民國中事務組組長，每天操忙許多事，包含學校工程、採

購、公共安全等，有時對外要與商人交涉，對內還要與組員溝通。蕭金道笑稱：「有時忙到我連

上廁所都要用跑的呢！」後來在許多的事情上，與上司發生摩擦，面對上下公文傳遞處理的複雜

與緩慢，蕭金道心生無奈，最後乾脆退休，至今已有十幾年。

長青伴侶長青伴侶   終生終生學習樂趣多學習樂趣多

　　蕭金道認為人生就是要終生學習，每天開車，載著妻子前往農會的長青班，並立學習了三四

年，覺得收穫良多。學習書法，除了書法能修身養性外，更因為書法是國粹，因此蕭金道覺得要

好好將國粹保存下去，他十分認真地學習，並且參加書法比賽，獲得長青組佳作等榮譽；學習日

文與腳底按摩，前者為興趣，後者則因為腳底按摩有助健康，因而勤奮地學習。

　　易經也是蕭金道十分感興趣的部份，他在長青班中學習易經，對於易經廣大的內容與內涵深

深著迷，略懂一些風水地理、算命、看八字、看手相等，蕭金道認為雖然目前只是粗淺地接觸到

易經，但是能將易經運用到生活，真是樂趣無窮，更感覺易經與生活貼近很多，不只是單純的理

論而已。

　　蕭金道與妻子的感情十分融洽，到長青班學習時常帶著妻子一起前往，是因為怕妻子在家中

沒人照顧，帶到長青班中雖然有些不便，但妻子就在自己身邊，隨時都能照顧到，令蕭金道放心

不少。在家中時，妻子腳上踩著電動腳踏機，看著客家電視台，而蕭金道則忙著自己的事，如果

妻子渴了，蕭金道會幫她倒茶， 如果電動腳踏機的時間到了，他會溫柔地把腳踏機的繩索解開，

讓妻子的腳休息，蕭金道雖然偶爾會嘆口氣，笑罵著說：「真是麻煩 !」 但依然微笑著為妻子服

務，形成許多溫馨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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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是蕭金道所寫的書法，上方則為蕭金道的退休紀念匾額。(攝影/曾意倫)

退休生活退休生活   唱山歌種種花唱山歌種種花

　　退休後，蕭金道唯一的遺憾就是覺得書讀得不夠，但他堅信「活到老，學到老」，因此加入

農會的長青班。除此之外，他認為活到這個歲數，首要注重的就是修身養性與養生，就算有什麼

夢想也早已難行，只有將身體保持好，未來才會更加美好，偶爾寫寫書法陶冶性情，喝喝茶葉清

心靜氣，再與妻子散散步、種種花，上長青班充實涵養，閒暇時就看看客家電視台，唱唱山歌，

蕭金道描繪著輕鬆休開的生活，端起茶杯，笑著說: 「再喝杯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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