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个海的故事 

 

 
 

这是关乎两个海的美丽故事。位于地中海盆地的死海（Dead Sea），其实是一个湖，但是为

何被称为死海呢？因为绝对没有生物能在这海里生存。它全长 67公里，最阔的部分有 18 公里

宽，深度 1237 英尺。死海是地球上最咸的水域之一，咸度是一般海水的九倍，没有任何海洋

生物能生存和繁殖。它为什么那么咸呢？很简单，因为它没有出口，约旦河的水流入死海之后

便滞留在内。死海低于水平线，一部分的水蒸发之后留下盐分，因此造成了死水和不利于生存

的环境。 

 

在死海以北有个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它相较下要小得多了，面积只有 13x8 英哩，但

是你可知道它所蕴藏的的宝藏吗？据说它至少有 20 种不同的鱼类和丰富的海洋生物。两千多

年来，它为周围地区的人民提供丰盛的渔产，让农作物得以丰收。为什么这个比死海小得多的

加利利海能那么的生机蓬勃呢？秘诀在于：它分享它的海水。同样是接纳约旦河水，但是加利

利海却让水流出去，而使它自己健康、充满活力又生机勃勃。 

 

当我们乐于分享，我们就会变得富有！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他们的生命更充实、富足。这类实

例在歷史上不胜枚举。今天，我们的周围也有许多类似加利利海的人。 

 

纳拉亚南基士南（Narayanan Krishnan）是其中一个令人钦佩的例子。他给予那些不幸的人爱

与关怀。基士南曾是印度一间五星级旅店的得奖厨师，后来被挑选到瑞士工作。远赴欧洲之

前，他回去家乡，途中见到了令他心痛的一幕。 



 
 

他回忆说：“我见到一个老人，饿得吃自己的排泄物充飢。我买了一份米糕给他。老实说，我

从没见过一个人吃米糕都能如此狼吞虎咽。吃着食物的时候，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那一刻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以后，基士南每天早上 4点起床，烹煮简单的热餐，然后他的团

队用货车载送食物，行驶 200 多公里在泰米尔纳德邦的马杜赖市(Madurai, Tamil Nadu)一带，

派送给无家可归和智障的人。他学习剪 8种发型，去为那些人剪发、刮须、剪指甲，给那些被

社会视而不见的一群一些尊严。他的善举激励了许多人加入他的队伍，而后在 2003 年成立了

非牟利组织，Akshaya Trust。 

 

放弃了优厚待遇的工作，基士南岂非大受损失？恰好相反，与人分享，带来令人惊异的无限回

报。他说：“我觉得心中非常舒畅和快乐……我有一个梦想，我享受我的工作。我要和我的同

胞一起生活。”他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之一。2010 年，在一万名来自一百个国家的被提

名者中，基士南被选为 CNN 十大年度英雄人物。  

 

有智慧的人知道，生命并不仅是获取，也要施与。如果我们渴望快乐，并要为自己的人生增添

鲜艳的光彩，那么我们必须像加利利海那样。如果我们有幸被赋予财富、学问、爱、尊荣等神

的恩赐，却不学习付出，我们就会像死海一样 ── 所有的爱、尊荣、学问、财富等都会迟早

蒸发消失。相反的，无论我们是多么的渺小，不管所作的贡献有多么的微不足道，真诚的分享

使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值得庆祝，就如加利利海一样。这其中最大的‘加分点’就是，一直牵引

着我们的神，祂向我们绽开如花笑靥，而我们的脸上也反映着祂的爱、光芒和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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