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蓮華不染 
文／星雲大師

雖行於世間，如蓮華不染，

亦不壞世間，通達法性故。

� ──《思益梵天所問經》

世間萬物，各有各的巧妙，都值得我

們學習效法。如山的雄偉、海的遼闊、

松的挺拔、花的芬芳。那麼，人生要像

什麼才好呢？這首偈語告訴我們，人生

要學習蓮花出污泥而不染的精神。

蓮花吐露芬芳、清淨莊嚴，可以說人

見人愛。但是蓮花出生於池塘的污泥中

，就如同人在世間上，有很多事物會染

污我們的身心，如錢財、美色、功名富

貴，別人的一句好話壞話，都會污染我

們的人生；甚至求知識，有時知識也會

為我們帶來苦惱。如果我們能像一朵清

淨的蓮花，身處於骯髒濁穢的污泥中，

仍可以保有清淨，那也是修行了。

對於生活，人總會懷著憧憬嚮往，希

望自己所在之地是淨土，卻常常事與願

違。例如，有些人總是怨怪他人，周遭

的人事都不如他意，其實不必有這樣的

心態，這是一半一半的世間，儘管四周

都是污泥，我自己做一朵淨蓮就好！因

此佛陀說，娑婆世間是「堪忍」的世間

，世間一切都是苦樂參半，能夠容忍濁

惡污穢的另一半，自心清淨，人生就能

安然自在。

所以，只要我們能通達法性，知道諸

法平等、本自具足、本來如是，也不必

厭離、捨棄這個世間法，再去另立一個

出世間法。就像一個偉大的人物，不會

捨棄對任何人的教化救助；泰山之所以

成其高，因它不排除細小的土壤；大海

之所以成其深廣，因它從不嫌棄微小的

一滴水。我們為人處事，也要像他們一

樣，明白世間、包容世間，懂得自我肯

定，蓮花出污泥而不染，就是我們最好

的學習榜樣！

文／加伯

苔 寺

「苔寺」是日本一座知名寺廟，又名西芳

寺，聖德太子時期開山，距今已有一千三百

年，苔寺最有名的就是苔，布滿池泉庭園，

盈綠絨毯，景致獨特。

這兒的苔有一百二十種，石縫水邊、樹木

根處，無一不是苔，隨著光線角度不同，展

現層層微變的綠色，相當奇妙。 

日本庭園中，苔的角色頗為吃重，但苔寺

的苔，並不是刻意造景，而是明治維新的離

佛廢寺運動，造成寺廟經費短絀無力整理，

青苔蔓延，苔毯面積達五千坪。 

西芳寺的枯山水庭園也是無價之寶，出自

名師夢窗疏石之手，距今一千三百多年，石

景渾然天成，與自然融合為一，是日本庭園

精髓所在，也成旅遊景點。

由於青苔是嬌弱的生物，寺方擔心遊客太

多影響青苔生長，採訪客總量管制，必須預

約安排。苔寺在入口處設有道場，訪客必需

在此停留，抄完《心經》才能進入參觀，用

意在讓遊客體會人間禪意。

青苔亦稱「墨絲」，是苔蘚植物微小柔軟

的植物，群聚生長於濕暗的樹叢或地面上，

沒有花朵或種子，有覆蓋住細韌莖部的葉子

。即使生長在陰暗濕冷角落，沒有枝繁葉茂

，依然綻放生命光彩，默默成長，這是青苔

的生命哲學和毅力。

許多人常叫苦，理由五花八門，看看青苔

，想想自己，還有什麼理由推託呢？

圖／妙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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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禪者，能忙能閒，甚至在閒中能忙，忙
中能閒。真正的禪者，禪堂裡一坐數小時，
下座以後，田裡的春耕秋收，一樣的晨昏作
息。

【另類財富】

莫言 獲佛光大學榮譽文學博士

【記者羅智華宜蘭報導】獲得諾貝爾文學桂冠殊榮的作

家莫言，日前到台灣宜蘭佛光大學接受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受到師生熱烈歡迎。他在致詞時表示，自從得到諾貝爾

獎後，歐、美、韓等國際學府都希望頒發他榮譽博士學位

，但都被他一一婉拒，唯獨只接受佛光大學邀約。因為他

特別喜歡「佛光」兩字，讓人感受到「佛光普照」的溫暖

及發自內心的感動，也感謝佛大頒給他這樣的榮耀。

全程觀禮的星雲大師致詞時談到，校方能頒發榮譽博士

學位給莫言，讓身為佛大創辦人的他與有榮焉，儘管自己

已高齡八十七歲，無論如何也要從高雄趕來宜蘭，親自見

證這場殊盛的頒贈儀式。

大師說，在他看來，莫言能獲得文學獎有兩大原因，第

一是他出生於貧苦但奮發上進；第二則是自學有成，靠著

大量閱讀，不斷累積創作能量與養分。

「苦是一種力量，會激發人們更上層樓！」大師說，自

己跟莫言都來自貧苦之家，但也因貧苦賦予自己更努力向

上的動力。大師並稱讚與孔子同樣是山東人的莫言，在文

學上的成就如同一位「現代孔子」般，藉著書立說來教化

人心、發揚文化，影響力既深且遠。

從佛大校長楊朝祥手中接過榮譽文學博士學位證書的莫

言說，博士學位要具備專業知識，儘管自己在文學領域有

作出成績，但距離博士水平仍有一大截，讓他獲頒博士學

位有些慚愧，但也打從心底感謝佛光大學頒給自己這樣的

榮耀。

莫言認為，身為作家要有一顆悲天憫人之心，不只是要

懂得培養，更要實踐於生活。自己的文學作品之所以能打

動人心，就是因為裡頭描述普遍的「愛與人性」，就像我

們讀西方小說會熱淚盈眶，也是因為當中有許多和人性相

關的動人情節，而這正是古今中外文學家最關注的部分。

他鼓勵年輕人應多做有益於社會的事，如同星雲大師一

樣，雖然早已到了頤養天年的年紀，卻依舊不辭辛勞、四

處雲水弘法，這種「利他精神」令他十分感動佩服，認為

這就是「人間佛教」所說的成佛在人間。

楊朝祥表示，頒發榮譽博士給莫言，不只是為表彰他在

文學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彰顯他自學苦讀精神，這樣的

求知態度正是年輕人最需要的，足以作為大學生楷模。

佛光大學榮譽文學博士莫言，在佛光大學演講。� 圖／記者邱麗玥

文與圖／李賢文

文山春秋 驪歌響起
【副刊】

驪歌響起，這是四季中莘莘學子離開校園的夏日。

猶記年少時，每當鳳凰花開，耳邊總會聽見斷續不絕

的別離歌聲。綠樹濃蔭中，離別的愁緒，往往不及迎

向前程的興奮。孩子們彼此在畢業紀念冊上簽名題話

，在通訊本上留下住址電話。一夜之間，解脫的喜悅

，飛揚奔放。

這一天，我來到六月的政大校園，時間的流動，此

刻異常清晰明確，因為，我看到學生們穿著畢業學士

袍，頭戴方帽，走在校園四處留下紀念的影像。就在

不遠之處，政大藝文中心的水岸電梯邊，五位青春學

子，或站或躍，彼此以iPad相互留取臨別畫面。

縱橫悠游於政大學園，內心不禁湧起種種思緒；的

確，面對時間的流動，每一個人都必須迎向生命不同

階段；而面對空間的異動，每一個人更必須調整自我

認知的挑戰。

畢業，只是學校生活的結束，卻不代表學習成長的

句點。嚴格說來，學校外的學習，幾乎遠比校園裡的

學習，來得全面而深刻。

於是，毫無例外的，所有的學校都在畢業典禮上，

想方設法地邀請到社會菁英、傑出校友，來為畢業生

作臨別贈言。「成功」在此時，變得某種程度的規格

化、制度化，甚至數量化。我們看到，成功被塑造為

經濟力、生產力與消費力。很少人會為社會上多數的

中庸平等生，做一點想像與鼓舞。例如，如何平實又

真實地做好一件能

力所及之事？如何

在有限的22K與生

活夾縫中，仍然保

持對生活的美好理

想？用滑動一整天

臉書與手機的時間

，改去閱讀一本經

典著作。

我們缺乏的不是

金錢、壯志，我們

需要的是創造想像

與實踐，而這正是

「美」的力量與「

心」的能量啊！

驪歌響起，在季

節與離情交會的時

節，願學習的海洋

，永遠浩瀚，盼青

春的生命，永懷純

真。

文與圖／林耀堂

掛在藝術路口的那盞燈
【福相心造】

王昌淳是我

四舅的女兒，

也是與我同年

的表妹。如今

在台灣南投埔

里小鎮提起「

王昌淳老師」

，很少人不知

道。

王昌淳自藝

專畢業之後，

隨即返鄉擔任

國中美術老師

。自一九七二

年到二○○二

年退休，三十

年來，在小鎮

指導過許多喜

愛畫畫的孩子

，可說桃李滿山城。她也是「眉之溪」畫會的原始會員

，持續創作不輟，聯展個展頻繁，保持著旺盛的創作能

力。

退休之後，領著月退俸而生活無虞的她，並沒像一般

同業那樣，開始過著喝下午茶、泡溫泉、出國旅遊及進

修「充實自我」課程的退休生涯，而是在自家旁邊用鐵

皮建造的空間內，義務指導愛畫畫的學生。即使是只來

一個學生，王昌淳也是備茶水、放音樂，默默地在旁陪

著他（她）作畫。

我印象中的王昌淳，是個內向退縮的女孩。從小，當

眾家親友都在讚美我的畫畫天分、父親也熱中於替我尋

訪名師指點的時期，我從來都不知道，有一位表妹也那

麼熱愛畫畫。

後來王昌淳歷經曲折的求學過程，終於進到夢想中的

美術學府，我才知道外在沉靜溫婉的她，內在埋藏著對

藝術熱切的執著。

王昌淳的美術才華，是在讀初中時，在美術課堂上，

被當時埔里最被推崇的蕭木桂老師發掘、鼓勵出來的。

正因為曾領受過老師的恩典，成為老師後的王昌淳，

對於具有天分但不自知或缺乏自信的孩子，總是特別留

意。

王昌淳告訴我，她有一位讀國中的女弟子，長得十分

瘦弱，看她的外表，總讓人以為擔當不起大事；可是有

一天，在大風大雨的午後，王昌淳正想打電話叫這個學

畫的女同學不必到家裡來時，卻見到她已經撐著快翻飛

的傘，很辛苦走到畫室門口了。她立刻從三樓衝下來把

她迎進門，對這位同學堅毅的學習態度和剛強的意志，

既不捨又感佩。

正因為一直有這樣肯學的孩子，支持著王昌淳無怨悔

地付出。

王昌淳說，蕭木桂老師是台北師範學校的特師科畢業

，通過考試獲得正式文官階級的畫家前輩。

在鄉人眼中，蕭木桂老師就像是一座藝術巨塔，這座

巨搭，在王昌淳求學的時代，曾指引著她走上逐夢的道

路。

蕭木桂老師的話就像「一盞不滅的燈」，至今在她心

中發著光。

正因為自己有這樣好的機運碰到好老師，所以王昌淳

每每迴身望向這些愛畫畫的孩子，就想著把蕭老師遞給

她的「那盞不滅的燈」，高高掛在藝術入門的路口。

看著來到畫室裡專注畫畫的孩子，王昌淳常想著：「

我多麼希望讓蕭老師知道，他默默撒下的種子，今天正

朝著晨曦，漸漸在萌芽。」

文／林啟祥

我的好朋友
【少年天地】

我的好朋友是張淑敏老師，她長得瘦瘦小小的，個頭不

高，有一頭短而俏麗的黑色捲髮，還有一雙大大的眼睛，

細長的眉毛，小小的嘴巴，非常好看。

她是一位上課認真、很愛說笑話的老師，常常主動和我

聊天，督促我寫功課，還會找班上第一名的同學教我數學

，可是她常常被我氣到七竅生煙、怒髮衝冠。

我聽不太懂國語，因為爸媽不在身邊，從小是說客家話

的阿公阿媽照顧我長大，我也沒有什麼朋友，只有淑敏老

師，永遠不放棄我，一直鼓勵我，聽我說心裡的話，還幫

我找到學習的方法，讓我的功課慢慢的迎頭趕上同學的進

度。

老師上課時常會說她去旅行學到的事，還會分享她出糗

的樣子，她也很愛閱讀，教室裡就有老師特別規畫的圖書

角，我有時候也會和其他同學一起窩在圖書角啃書。老師

常鼓勵我要有自信、多閱讀、多和同學分享心得，自然而

然同學就會接納我，願意和我做朋友，有了朋友，我就會

變開朗，生活就會變得多采多姿了。我希望能像老師說的

一樣，所以我會試著多看一點書。

很感謝老師做我的好朋友，在大家笑我的時候，老師鼓

勵我，在大家討厭我的時候，她幫我仗義執言，不讓我受

委屈，還肯定我的人格，謝謝老師，希望老師笑口常開。

文／林素芬

地毯上有家具印子，怎麼辦？
【阿芬家事愛地球】

東西在地毯上擺久了，地毯就會被壓出一個一個印子，

真是不好看！該怎麼處理，才能讓地毯恢復原狀呢？

方法很簡單，只要用蒸汽熨斗，在被壓出印子的地方熨

一熨，另一手拿著刷子，逆著地毯織毛的方向，將被壓得

扁扁的地毯織毛梳直，這樣左右開弓、來回重複個幾遍，

原本被壓得醜醜的地毯，就可以恢復原本美麗的面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