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為所求
文／星雲大師

尊貴富饒諸欲樂，是法速朽不可信；

智者應當悉了知，希求最上大菩提。

──《大乘菩薩藏正法經》

世間的人，無不希望得到功名富貴，

但是再多的功名富貴，很快就會衰敗、

壞朽；即使擁有了，一樣要經歷老病死

亡，不能長久擁有。因此，世間的有為

法就如夢幻泡影，不能將它視為生命究

竟的依靠。

我從小成長於戰亂的時代，日子貧苦

，經常吃不飽，那時候心裡就有個願望

，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要給大家好好

的吃飽；如果有一天因緣具足，我要幫

助很多的人。

甚至出了家以後，那時還只是個年輕

的小和尚，講話沒有人聽，也想到我哪

一天學會講說，要讓許多人來聽經聞法

。所以，日後我成立佛光山，在普門寺

、台北道場等寺院道場，都有平安粥免

費供眾，隨時給人飽餐一頓。

到了現在年老了，要吃什麼就有得吃

，但是胃口已經不如當年；錢也有得用

，只是沒有用錢的習慣，不會用，也不

知道怎麼用；至於講說，到處都有人找

我講經說法，有很多發表言論的機會，

但也應付不了那麼多。因此想到，人生

在世，一個人得到的一切都只是暫時擁

有；所謂的榮華富貴，也不過是幻夢一

場，究竟人的一生能得到什麼呢？

許多政商名流、各界的大股東們，無

不希望求得功名地位；等到他得到了，

反而高處不勝寒。

一心只想賺錢，想要洋房、汽車等等

，等賺到很多錢，擁有物質豐裕的生活

，卻又好像失去了一切，感覺這個世間

上，什麼都不是自己的。能這樣觀照回

想，就會覺察到人只有物質的滿足，會

活得很空虛。

因此，我們的生命，不能只求功名富

貴，應該要懂得「希求最上大菩提」，

求得一個不生不死的涅槃正法，心靈能

得到永恆富足，那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大

事！

文／筑芸

幫失智媽買單

台灣中部有位孝子，為了讓失智老媽有機

會和外面互動，避免病情加重，鼓勵她和外

傭走出家門購買喜歡的東西，或上美容院做

頭髮、修剪指甲，他則先在左鄰右舍的商家

放錢或採每月結帳方式，用心良苦，不但贏

得美譽，主治醫師還把他的例子當教材。

有趣的是，這位失智媽不知兒子的孝心，

有次門診還護理師誇商店老闆對她很好，買

東西都不收錢。護理師則回說：「妳做人真

成功，人緣好。」阿媽笑到合不攏嘴，眼睛

瞇成一條線，好心情全寫在臉上。

失智症人口愈來愈多，家中有一老罹患，

將影響全家人生活品質，日久恐生厭煩而疏

於照顧。一項研究指出，常保好心情，可以

減少死亡率，坊間相傳有人練笑功治好病的

，即是最好的證明，所以照顧老人家，若要

讓他早點恢復健康，想辦法讓他心情好。

記得國小課本中老萊子的故事，至今印象

深刻，如果能效法老萊子的孝心，定能讓父

母親天天開心。

想想母親從懷胎生子，一直到撫養兒女長

大，非常辛苦，兒女盡孝是應該的，何況生

病時最需要孩子幫助，若能多費心照顧，母

親也會覺得窩心。

預防勝於治療，如果平常都能讓爸媽快快

樂樂、少煩少惱，加上注重飲食均衡、多動

，生活作息正常，有空帶他們出外散心，如

此當能減少生病次數，也讓自己少憂心，不

增加負擔，何樂而不為。

圖／妙顯

【另類財富】

【人間社記者金蜀卿北京報導】星雲大師

日前訪問中國人民大學，接受邀請擔任名譽

教授，並對近千名師生發表「找回你自己」

主題演講。中國人民大學陳雨露校長、台灣

佛光大學楊朝祥校長、人民大學著名宗教學

家方立天教授等，出席聘任儀式。

儀式上，星雲大師向人民大學贈送了《佛

光大藏經》、《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等圖書

一千餘冊。星雲大師演講時勉勵青年人要「

愛國、愛社會」，做一個對國家、對社會有

用的人；並提醒青年人不要光做大人物，要

能大能小、能動能靜、能有能無。

人大佛大加強合作

「去年，人民大學有九名同學赴台參加佛

光大學青年營活動，星雲大師鼓勵他們對國

家、對社會、對家庭要有使命感，凡事要有

責任心，讓青年學子們受益良多。」陳雨露

校長致詞時表示，中國人民大學與星雲大師

，多年來在佛學與哲學研究、學術交流等多

方面密切聯繫，今後將進一步加強與佛光大

學的學術合作，為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作

出更大貢獻。

星雲大師以「找回你自己」的主題演講，

內容分為「心住在哪裡」、「我在哪裡漂泊

」、「如何回家」三個部分。大師回憶了自

己的人生經歷，和尋找佛陀的心路歷程，將

豐富高深的佛學，通過經典譬喻娓娓道來，

引起在場師生共鳴。

好喜歡住家附近的一座大公園，步行約半小時。因為加拿大是

一個移民國家，因此，這個公園就猶如地球村的縮影，各種語

言、膚色、種族、國籍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此，同享公園裡的

一切設施。

有的人來自極冷之域，有的人來自一年難得下幾天雨的苦旱地

區，有些人的母國早已高度開發，是所謂的進步國家，有些人

的母國同胞迄今仍衣不蔽體，三餐不飽……

不問出身與背景，在這兒歡聚便是奇妙因緣。

奇妙因緣
【生活快門】

文與圖／邱傑

近日新聞頻傳食品安全的疑慮，食品添加

物如此多，我們只好靠自己了。

有一天，我正在田裡揮汗如雨時，忽然聽

見了一段極小聲的對話……

雜草：「我不是被拔掉，就是被除去，人

們這麼痛恨我，唉，是因為人們不知我有多

好，我不只能豐富土壤，還能遮蔭，保持溼

度……我真的沒有人們想像中的壞啊！」

葛鬱金充滿感嘆：「是啊，草兒，我也和

你一樣鬱卒！」

雜草滿臉驚疑：「咦，你被種、被呵護、

被吃，怎麼會鬱卒？」

葛鬱金：「明明我有很多好聽的名字，像

是粉薯啦、金筍啦，偏偏大家都要叫我鬱金

鬱金的，被叫到都鬱卒了。」

雜草一臉受傷：「我被人們不斷傷害，只

能自求生路，你竟然只是為了名字不開心，

太過分了。」

正開著小花的葛鬱金帶著歉意的說：「草

兒，我開玩笑的啦，哪是為了名字不開心，

而是因為不被理解而傷心，人們拋棄我已經

葛鬱金豆花
作法：

1. 將200克的黃豆泡水一夜。

2. 第二天用料理機將1800CC的水將黃豆打成泥。

3. 將鹽滷2至3克、葛鬱金粉60克加少許水調勻。

4. 將打好的黃豆泥濾渣，煮沸，放涼降溫到86度左右。

5. 再放入鹽滷加葛鬱金粉的液體中，靜置15分鐘就變成豆花了。

6. 煮一鍋薑糖水，想熱食或冰涼吃都很棒喔！

●自製太白粉

首先，將葛鬱金塊莖洗乾淨，再用果汁機加水打細打碎，接著，

用紗布過濾纖維雜質，留下的就是澱粉液；讓這些澱粉液靜置一些

時間，到完全沉澱後，倒掉上部水分，再裝入棉布袋中，讓剩餘水

分滴乾；最後取出拍鬆，讓陽光曝曬到完全乾燥，這就是純天然的

太白粉了，可以加入各種麵食或做為勾芡的材料。

古早味傳說
文與圖／莫琉心

最重要是行佛

在交流互動環節，星雲大師回答了如何運

用佛法來獲取內心寧靜，以及佛教現代化與

世俗化的關係等問題。星雲大師說，佛教不

是宗教，也不是學說，而是一種生活，提供

一些規則、戒律教你如何去做。「成佛不容

易，但開悟是能夠的。現在很多人拜佛、念

佛、求佛、信佛，但其實最重要是行佛。」

「一個人不能獨存於世，凡事都是眾人因

緣和合、化育而成，要有慚愧之心，發心立

志，登高望遠。希望大家找到全方位的人生

、不對立的人生、頂天立地的人生。」星雲

大師對台下許多「九○後」的青年學子，提

出如此期許。

人民大學法律所研究生胡文姬表示，聽完

星雲大師的演講受益良多。她認為，先要認

識自我，才能找回自己，星雲大師讓她明白

：佛教不是求佛拜佛，而是找回你自己。今

年四月，胡文姬在北京的中國國家博物館，

參觀了大師的一筆字書法展後，隨即閱讀了

大師多部作品，內心感到十分相應；能在學

校親身聆聽星雲大師開示，令她歡喜不已。

星雲大師 獲頒人民大學名譽教授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日前訪問中國人

民大學，除了接受名譽教授聘書之外，

也贈送佛光出版社出版的中華文化著作

給人民大學。� 圖／人間社記者金蜀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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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的事事物物都離不開因緣法，一個
懂得感謝因緣、珍惜因緣的人，必定是
一個成功的人。

【蔬食園地】

很久了。」

雜草：「拋棄？怎麼說呢？」

葛鬱金：「話說很久以前，那時的人們充

滿智慧、善良又勤勞，種了很多我的族群，

挖掘根莖、絞碎、磨粉，因為我的黏稠性及

飽足感，可發揮很多潛能，特別是製作太白

粉的原料。

可惜，後來人們很少自己種植又貪便宜，

改用一般太白粉及樹薯粉，更誇張的是，便

宜還不夠，竟然還用化學原料充數，不要說

我生氣，我都要替太白粉及樹薯粉抱屈了，

我們的口感哪裡會輸給化學？」

雜草：「我懂了，是因為化學便宜又方便

！」

葛鬱金：「是啊，唉！人們這麼不懂事，

傷害了自己的身體，又辜負了我的存在。」

就這樣，在夏天的太陽已經下山的黃昏裡

，葛鬱金和雜草肩並肩，頭靠頭，無奈的互

相安慰疼惜，並暗暗期待，人們終有一天會

再回過頭來，發現我們的價值。

聽完這段對話，我默默站起身，心中真是

有好些年，我的住處鄰近小溪，步行只要

十來分鐘。

偶爾有朋友來，我們便去溪邊閒坐，那兒

的環境清幽，適合聊天。朋友們都很喜歡那

條溪流，更大的原因是他們都來自都會，車

水馬龍，一片喧鬧，遇到了這麼清靜的地方

，有綠蔭處處，還有小溪輕唱，簡直要誤以

為是個小小桃花源了。

嘉南平原多的是綠野平疇，我租屋而居，

雅潔舒適，鄉間的歲月也如詩。

讀吳嘉紀的〈自題陋軒〉，相較之下，我

幸運許多，然而，某些況味卻也約略相似：

風雨不能蔽，誰能愛此廬？

荒涼人罕到，俯仰我為居。

遣病一籬菊，驅愁數卷書。

款扉誰問訊？禽鳥識樵漁。

大意是，連風雨來襲都遮蔽不了的小屋，

有誰會愛呢？這麼荒涼的地方，人跡罕至，

狹窄的小屋就是我的居處。

有籬邊的菊花，讓我打發病中的時光，身

旁的幾卷書，替我排遣了愁懷。柴門敲響了

，是誰前來呢？原來是禽鳥來探看我這個樵

夫。

書和花，生活中隨處可得；而前來問候的

，也不只是禽鳥，還有鄰人和朋友們。

然而，鄉下地方沒有大飯店可以招待吃飯

，朋友來訪，只好在家吃我煮的青蔬和野菜

，好一派悠閒溫馨。

也許是新鮮吧，他們也覺得很好。沒有五

光十色的百貨公司可以血拚，只好看看天然

的山水，另一種清新的美，讓山水洗滌塵俗

憂慮，頓時也感到清心自在。好朋友就是這

樣，只要見面說話，把臂言歡，就是好。

然而，朋友們都忙，也不能時時相見。想

念朋友時，就給朋友們打打電話、寫信，邀

約他們再來玩，但他們卻一直沒有再來，後

來，連我也搬到都市叢林去了。

有一次，和朋友見面，他開車帶我出遊，

停在一條小溪旁，讓我看天光雲影，也聽小

溪歡唱。他說：「這是我的私房小景點，也

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謝謝他的慷慨分享，雖然地方小，可是，

倒也清幽，讓疲憊的心可以停靠，也是美事

一樁。如果在鄉下，這樣的景點輕易可尋，

哪裡需要開車東繞西繞呢？

我突然懷念起我曾經有過的鄉居生活，寧

靜而美好，沒有車馬喧鬧，別人問我：「難

道不寂寞嗎？」我從來不覺得寂寞。安靜的

環境，更容易保有心情的平和。

可是當我居住在都會中，我跟自己說：「

大隱隱於市，只要心安，處處都能見到美好

。」於是，我住在城市，依然早睡早起，閱

讀，閒逛，探望朋友，做自己喜歡的事。不

過是居處的改變，我依然是我。

【琹心涵語】

處處都能見到美好

萬分同情，葛鬱金的確愈來愈少了，幸好目

前花蓮的春日部落還保留著種植葛鬱金的傳

統。

現代人很少吃到古早味的食物，味蕾不能

分辨食物的本質，才會以為超Q超口感的才

叫做好吃，其實「好吃」，指的是食物的本

質才對，而不是口感的追逐。

現在天從草願，毒澱粉等事件陸續爆發，

應該有助於讓大家張開心靈的眼睛，重新看

見老天爺賜予的天然食物。想要吃得安心，

還是天然的最好；想要天然，當然要先認識

食物，所以，朋友們，識「食物」者為俊傑

啊！

文／琹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