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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坐禪成佛心中病，磨磚作鏡眼裡華；

一破牢關金鎖斷，等閒信步便歸家。

� ──宋．佛燈守珣	

「坐禪成佛心中病」，現在有一些參

禪修行的人，你問他：「怎麼參禪？」

他回答：「打坐！」「為什麼要打坐呢

？」「要成佛！」這些認為打坐可以成

佛的人，是犯了大錯啊！因為心有執著

，心有沾滯，就成了束縛，而不是禪的

解脫，更何況禪非坐臥。

「磨磚作鏡眼裡華」，馬祖道一禪師

年輕時，在懷讓禪師的般若寺參學，經

常在佛殿上打坐。懷讓禪師問他：「年

輕人！你在這裡做什麼呀？」「坐禪！

」「為什麼要坐禪？」「想成佛！」「

坐禪怎麼能成佛呢？」道一禪師一時答

不出話來。後來，懷讓禪師就坐在道一

禪師身旁磨磚頭，就一直磨啊磨的，道

一禪師忍不住問：「你在做什麼？」「

磨磚呀！」「磨磚做什麼用呢？」「做

鏡子！」「磚怎麼能磨成鏡子？」「哦

！磨磚不能作鏡，打坐又怎麼能成佛呢

？」懷讓禪師的話，就像一聲霹靂，驚

醒了馬祖道一。

參禪的目的，主要在明心見性，光只

用身體打坐，而不用心去悟是不夠的，

所以才說「磨磚作鏡眼裡華」。

「一破牢關金鎖斷」，學道的人要破

除種種關卡，把束縛我們的金鎖一一打

斷，才能解脫自在！但是要破什麼關呢

？比方說，被感情束縛的情愛關、為金

錢得失計較的金錢關、對權勢名位放不

下的權位關、受名利左右的名利關……

，只要能將這些束縛我們的金鎖打斷，

就可以清心自在，「等閒信步便歸家」

了。

金碧峰禪師因為打坐時記掛著一個心

愛的玉缽，幾乎被閻羅小鬼拘捕，直到

去除對玉缽的貪念，重新進入禪定，閻

羅小鬼才拿他沒辦法。我們如果也能這

樣破了關，斷了鎖，才能安閒自在地認

識自己，回到本家，尋見未出娘胎前的

本來面目。

文／悠蓮

路是走出來的

　另類財富   少年天地

負丈夫之氣，抱小兒之心；
就寢如蓋棺，離床如脫屣；
待人常恭敬，處事有氣量。

又是驪歌四起時。許多大學畢業生正渴望

踏上人生未來前程，但不管你的理想有多大

，請記住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

勉勵學子的話：「學校所學對一輩子影響可

能只有百分之十，其餘的就從現在開始學習

；年輕人要勇於接受挑戰；品格是一個人面

對成功或失敗的關鍵。」

也許你將遇到事與願違的情景，請謹記古

人曾說過「遇橫逆而不怒，遭變故而不驚，

當非常之謗而不辯，則可以任大事。」而成

功的契機往往出現在你失敗、遇挫折、被批

評時，因為這個時候，潛能才會發揮出來。

危機也是轉機，但需靠平時努力與學習累積

的經驗才能化解。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也

說過「有充分準備的人，才有最佳機會。」

台灣第一位「米其林三星主廚」江振誠在

接受台科大名譽碩士學位時提到，「台灣年

輕人通常缺乏耐心，想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

。」他以自身經驗鼓勵社會新鮮人一定要找

到自己的興趣，「人一生只要做一件事，堅

持把這件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路是人走出來的，須用眼看、用心去體會

，不要錯過眼前風景（機會），也不要只欣

賞眼前風景（工作）忽略更長遠的路。每個

人都有屬於自己的路，只要具備耐心、熱情

、專注力，選定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勇往直前

，定能開創美好人生。

文／趙曉寧

寧聽人間

私房話畫

育幼扶老30年  蕭碧涼服務全方位
轉念看世間

生命探索課

圖／妙顯

【記者林洛瀅專題報導】在佛光山服務逾

三十餘年，從一個都市的時髦小姐到奉獻畢

生青春；也從幼童照顧到老人，足跡從都市

至偏鄉，這位人人口中尊敬的「蕭老師」—

蕭碧涼師姑（右圖），為現任佛光山慈悲基

金會南區執行長暨大慈育幼院長；也曾任高

雄市老人公寓崧鶴樓主任，其傑出的全方位

表現，深受各界肯定。

面對慈善領域，蕭師姑從零開始學習，自

兒童青少年福利、老人福利、義診，到監獄

輔導教化、貧困醫療及龕位補助、承辦政府

委託業務等，讓她更深刻體悟「法不孤起，

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遇緣則應。」

回想三十幾年前，無意間透過友人的介紹

，搭佛光山交通車從台北到高雄參加法會，

沒想到一念之間，從此改變往後的人生路。

當時在佛光山上巧遇大慈育幼院服務的依

樹法師，並問她：「小姐，妳來和我一起照

顧育幼院的孩子好不好？」蕭碧涼雖不懂得

幼教，還是答應暫時留下來幫忙。後來幾次

遇到挫折想離開，一想到大師溫暖的問候，

朱老師原本是位傑出的數學老師，最近再

見到他，卻發現他不僅早已退休，還與幾位

好友成立了一個生命探索協會。

生命要怎麼探索？詢問下才知道，他的協

會其實是以青少年為對象，帶領他們在懵懵

懂懂的階段，用自己的雙手做一些平時不曾

做過的事，從而有所體悟。

這類不曾做過的事，通常是大人帶領孩子

做，但未必會放手讓他們完全自己做的事。

像是露營，一般家長第一次帶孩子露營，

都是自己親力親為，很少把什麼都放給孩子

動手。

朱老師卻不一樣；他會讓幾個孩子自己負

責搭一個營帳，晚餐更只發給孩子一堆麵粉

、一些調味料，要他們自行升火，自己把麵

粉設法烤來吃。

不主動教，讓你有問題再詢問；不告訴你

每個人該做什麼，讓你學會如何合作、如何

分工。朱老師說，這個探索過程往往很有趣

，也會讓孩子很快成長。

其中，把生麵粉做成麵糰，再設法在火上

將它烤熟，尤其是個困難的過程。

多半的孩子在家根本沒碰過麵粉，更別說

把生麵粉做成麵糰、進而調味，再烤成可以

入口的食物了。

然而，平時在家飯來張口、茶來伸手的孩

子，從原本彼此埋怨與互相推託，到學會團

隊合作與分工，進而把事情一一完成，朱老

師不諱言，那實在非常有成就感。

過程中，當然也會遇到不順遂；像是好不

容易搭好的營帳沒多久就垮了；要不就是第

一次辛辛苦苦做出的烤麵糰不夠熟，有的又

味道太鹹或太淡，讓人入口就扮鬼臉……

就像這樣，用帶童軍的方式帶青少年，不

管是帶他們去登山、攀岩、溯溪或露營，每

參加一次，家長都明顯地感覺到孩子回來後

長大了不少，也成熟了不少。

這麼艱苦的體驗，孩子們會不會參加一次

後就再也不想參加了？我問朱老師。他卻大

笑著回答：「不會，很多人都是參加了一次

又一次，有人到進了大學以後，還告訴我他

好懷念這些活動呢！」

為什麼會懷念？朱老師認為，現在的孩子

都過得太舒服了，什麼事都有長輩幫忙，弄

得既不會動手，也不懂得團隊合作，踏入社

會問題自然很多。可是，一旦他們學會了這

些，生存的本事就增加了許多，遇到困難也

會自己設法解決。

「這就是生命探索的意義啊！」朱老師的

解說，讓我也豁然開朗。

思念是一種麻煩的

東西，總是在陰晴不

定的季節占據心頭，

有種水果也趁著初暖

乍寒的梅雨季開始上

市，它穿著豔紅摻雜

鮮綠的外袍，鮮嫩又

多汁，就是楊貴妃最愛的荔枝。

每到荔枝產季，我總會特別想起外公、外

婆。我對外公的記憶最深刻的一幕是，皮膚

黝黑的外公頂著灰色膠帽，腳上穿著一雙仍

沾著黃土的黑色農用布鞋，肩上披著一條灰

灰的毛巾，毛巾上壓著一付結實泛著咖啡色

亮光的扁擔，扁擔米籃中層層交疊著早晨採

收新嫩的荔枝，悶熱的天氣特地為我送來，

滿頭大汗的外公喝了杯水，摸摸我的頭，挑

起扁擔，默默地又轉頭回山上去。

外婆皮膚白嫩、嬌小，繡工一級棒，她沒

上過學也不識字，有趣的是山上整片果園的

產品買賣、工資發放、計價全靠她，她計算

、記帳精確快速，無人可及。

外婆非常疼我，小學五年級騎腳踏車受了

傷，在那個電話還不普及的年代，不知住在

荔枝的思念

捷運上的凶殺事件

台中山上的外公、外婆怎麼得知消息，不識

字也沒單獨出過遠門的外婆一個人拎著一籃

現採的荔枝，只憑著媽媽口中的簡單訊息，

轉搭好幾班不同公路局的班車來看我，舟車

勞頓只是想讓受傷的外孫女能吃到自家新鮮

的水果。

外婆為了外孫女翻山越嶺的壯舉，在我心

上注入一股股受人疼愛的溫馨與甜蜜。

外公、外婆總是默默地、淡淡地給予關懷

，堆滿桌面的粽子、荔枝不再只是過節的時

令食物，而是我對外公、外婆的思念與甜蜜

回憶的線索。

文／綿籽　圖／吳馥伶

文／王金選　圖／陳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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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能讓她拋開這

個念頭。而這一

「安住」，也讓

她毅然加入「大

慈」家庭，不知

不覺已過三十幾

個年頭。「因自

覺而立定人生目

標，自許

為孩子帶

來幸福與

希望。」

進入佛光山第十年（一九九二年），在佛光

山首度舉辦師姑入道儀式中，蕭碧涼和其他

二十幾位師姑宣示入道，並對常住許下「要

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的承諾。

蕭碧涼師姑經常一襲中國式寬鬆旗袍，還

有親切笑容，帶給需要幫助的人無限溫暖。

問她會如何選擇來世，蕭老師以堅定的口吻

說：「我一定選擇，一樣是個佛教徒、是個

社會福利工作者！」

「什麼！捷運上發生兇殺事件？」警察局

的山羊局長剛剛接到一通電話，說開往「港

仔翠」的捷運上，好像發生「兇殺事件」，

有一節車廂到處都是一點一點紅紅的血跡，

非常可怕，請他趕快過來幫忙。

這可不得了，捷運開通以來，從來沒發生

過這種事，山羊局長很快的趕到現場。「有

沒有目擊者？造成多少人傷亡？」他問一位

站務人員。

「目擊者和傷亡的人目前還沒看到，都在

調查中；但是從監視系統裡，有拍到一個鬼

鬼祟祟的嫌疑犯，尤其是他的衣服，噴到不

少紅紅的血跡，現在已經將他扣押住了。」

嫌疑犯是紅狐狸，山羊局長一看到他，發

現他神情緊張，一副「做賊心虛」的樣子，

就說：「我這裡有一把『測謊電光槍』，如

果你說謊，只要光線一照，尾巴就會變長露

出來，說，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是的

……」紅狐狸小聲的說。

「你知道這是不對的行為嗎？」「知道…

…」「你最好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清楚，這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前幾天端午節，朋友送給我一大堆粽子

，我連續好幾天吃粽子，吃膩了，所以……

」「吃膩了，所以心情不好，就要殺人？」

「不不不，我沒有殺人！」「那為什麼你

身上有那麼多血跡？」「啊，這不是血跡…

…」紅狐狸說：「那是我吃粽子想沾一點醬

料，去買了一瓶辣椒醬；我一邊吃粽子、一

邊打開辣椒醬蓋，因為是擠壓式的包裝，我

太用力，結果不小心就全部噴了出來。」

「原來是這樣。」「是啊，我不是故意的

。」「雖然你沒有殺人，不過，在車廂上吃

粽子，要罰一千五百元。」山羊局長說。

「啊啊啊，一千五百元！可以買多少粽子

和辣椒醬呀？真倒楣！」紅狐狸懊惱的說。

「你不守規定，要為自己的錯誤行為負責

，不能算是倒楣！」「是是是……	」

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  濟南揭幕
【人間社記者金蜀卿濟南報導】佛光山開

山星雲大師日前親臨中國大陸山東博物館，

為「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展」在山東的首展

揭幕。「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

，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一直

是星雲大師的弘法宗旨，也受到山東各界讚

歎響應。繼去年四月星雲大師山東行，及十

月在高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舉辦山東麵食節

並簽定五年合作協議，此次一筆字展更進一

步加強兩岸文化交流。

																	 魯台交流盛事

八日上午，三千多位山東市民在省博物館

門口排隊迎接星雲大師，隨即參加一筆字書

法開幕儀式。山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長顏世

元致詞表示，「星雲大師對山東感情深厚，

多次來魯開展文化交流活動，欣然應聘山東

大學名譽教授，大力支持山東在佛光山舉辦

『永遠的孔子文化展』，這次又專程來山東

舉辦一筆字書法展，充分體現大師推動魯台

文化交流合作的不懈努力。」

山東省為星雲大師此行費盡心思。山東博

物館館長郭思克每天巡館三次，事事關心，

館方解說員重複不斷看著大師作品，天天培

訓。為了契合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精神，山

東博物館將佛教文物之寶「盛世佛光—汶上

寶相寺塔地宮出土佛教文物展」、「空靈之

約—中國沉香文化展」排在同一展期，讓民

眾深入了解佛教文化及思想，在中國歷史上

的波瀾壯闊、潤物無聲。

星雲大師致贈一筆字墨寶「仁風正氣」予山東博物館，由館長郭思克代表接受。�� 圖／人間社記者金蜀卿

				星雲大師致詞時

介紹寫一筆字的因

緣，並說明以一筆

字做公益。大師以

老母雞下蛋比喻寫

一筆字書法，母雞

下了蛋咯咯叫，蛋

被取走了；大師寫

完字，墨還沒乾，

字就被請走了。星

雲大師說，他很歡

喜用書法傳播古聖

先賢的教益，讓中

華文化精神普濟天

下。大師表示，他

信仰的佛陀出生於

印度，他自己的啟

蒙老師是孔子，《

論語》章句至今仍

朗朗上口。大師說

，中華文化思想重

心在山東，孔子的

「仁義禮智信」思

想被後人奉為圭臬

。受上千年儒學教

化耳濡目染，山東

人很有個性，樸質

耿直、腳踏實地。

開幕式上，星雲

大師致贈了一筆字書法「仁風正氣」予山東

博物館，館長郭思克接受捐贈並向大師頒發

典藏贈書。最後，一筆字書法展正式開幕，

民眾爭相目睹星雲大師風采，展場盛況空前

。濟南觀眾說，透過展覽可以充分感受到書

法中透出的人生精神之領悟，感人至深。

出席開幕式的領導尚有山東省政協主席劉

偉、副省長季緗綺、政協祕書長張心驥、副

祕書長李娥、台辦主任張雪燕、文化廳長徐

向紅、文物局長謝治秀、宗教局長馬文藝等

。一筆字書法展一共展出大師百件墨寶，展

期至七月八日。孔子為啟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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