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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如光明，人不能缺少光明；宗教如水
，人不能離開水而生活；宗教如藝術，人
在生活中離不開美感。

生活的佛教
文／星雲大師 

文／加減

另類財富

圖／心皓

默默甜點路

女性成長

 結婚後的改變

文化不同

洋女婿過羊新年
文／劉洪貞

佛法真義

文／星雲大師     圖／游智光

人生禮儀
佛教發源於印度，光大於中國，對於佛教

的「因緣果報」觀念，「阿彌陀佛」、「四

大皆空」等佛教名詞，大家都耳熟能詳，就

是不懂其義，也會隨口道來。無形中，這些

教理早已融入人們的生活中，這都要感謝歷

代的祖師大德，用種種方法讓佛教普及。所

謂的「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

，可說是匯聚了幾千年的時間，百萬人的發

心，才有今日的成果。

我認為佛教除了佛陀開示的教理外，對於

人生的生活指導，尤其人間的禮儀規範，應

該要建立完整的系統。像西方國家，國王、

總統即位親政時，都需要宗教替他加冕；一

般民眾在星期天也會到教堂做禮拜。

又如回教徒除了一日五禱之外，想吃雞、

鴨，不能隨便宰殺，必須經過宗教師的誦經

，才可以烹食，這就是他們宗教的禮儀。可

以說，生活中的大小事，都離不開宗教信仰

，都有宗教禮儀來規範。

我初到台灣時，佛教徒總是家裡有喪事，

才會想到採用佛教的儀式，家裡有喜事卻很

少想到以佛教的儀式進行。因為一般人的觀

念，都認為人死了才需要佛教來誦經超度。

其實，人的一生都離不開佛教。好比南傳

佛教，信徒家裡生了一個小孩，他的滿月、

周歲、入學、結婚等喜慶，都希望得到法師

的祝福；家裡有人往生了，也要為亡者做功

一教二眾行三好，四給五和六度寶，

七誡八道要趁早，人人都能成佛道。

� ──星雲

這首四句偈是佛陀紀念館成立之初，

我為成佛大道兩旁八座中國樓閣式的寶

塔所作。這八座寶塔，代表佛教的「八

正道」，不僅是出世解脫道的實踐法門

，也是通往成佛的八條正確道路。

為了讓人方便記憶，進而認識生活中

的佛法，我將這八座寶塔分別命名為：

一教塔、二眾塔、三好塔、四給塔、五

和塔、六度塔、七誡塔、八道塔。

一教，指一切的佛法都在人間，也是

我畢生所提倡的「人間佛教」。二眾，

意味著出家眾和在家眾同道修行，說明

佛教為僧信所共有，兼具僧信平等之意

。三好，希望這個社會人人都能「做好

事、說好話、存好心」。四給，即「給

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

便」，也是所有佛光人的工作信條。五

和，希望人人從「自心和悅」開始做起

，接著做到「家庭和順」、「人我和敬

」、「社會和諧」，最後能夠「世界和

平」。

六度，就是佛教的六度波羅蜜，是菩

薩修行的基本德目，即「布施、持戒、

忍辱、精進、禪定、般若」。七誡，除

了殺盜淫妄酒五戒，還要誡賭博、誡暴

力。

八道，指佛陀的「八正道」教法，即

「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

正精進、正念、正定」。比方說，對因

果義理有正確的認識，就是「正見」；

平日所思所想與佛法相契合，就是「正

思惟」；與人交談說話都是慈顏愛語，

讓人有信心，就是「正語」等等。

所以，佛陀紀念館的這八座寶塔，不

僅涵蓋了人間佛教的本懷，也包含了信

仰與道德的要目，是人生最平實而生活

化的實踐法門。

少年天地‧俚語好好玩 

文／張馨文    圖／泱汀

日時毋通講人 暗時毋通講鬼

先天聽障的永平工商餐飲科學生陳家祥，

四歲就依靠助聽器學習，熱愛烘焙的他專注

於無聲的甜點世界，勇奪全國身障技能競賽

蛋糕裝飾組金牌，取得明年法國國際展能節

職業技能競賽國手資格。

樂觀的陳家祥說，無聲的世界讓他更專注

於手邊的事，一筆一筆的上色、沾黏，都須

細心與耐心，為了練習擺設蛋糕上的裝飾，

每天九十度的彎腰，回家後只想躺平：「雖

然累，卻很充實，希望有一天能開設自己的

烘焙坊。」

指導老師陳國秋說，陳家祥是有毅力的孩

子，在無聲的學習路上，光是「聽懂」就要

比別人花更多時間，為了準備身心障礙全國

技能競賽，不但提前三個月練習，每天都待

到天黑才回家。

陳家祥在全國身障技能競賽中，以耶誕節

為主題，用翻糖、杏仁糕、巧克力等食材妝

點蛋糕，細心的設計和手藝，擄獲評審的心

抱回金牌。陳家祥說，未來會堅持甜點之路

，永不放棄。

每個人際遇不同，必須努力、堅持到底才

能成功。身障的人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心力

，才能與人爭長短。陳家祥年齡不大卻能體

會其中道理，相信只要努力不輟，他的甜點

之路一定甜蜜蜜，讓我們一起為他祝福！

豐子愷．護生畫集

 恩人
文／林少雯

文／蔡愛慈

鹽官縣慶善寺明義大師，退居邑人鄒氏庵

，一日春晨起行徑中，見鳩雛墮地，攜以歸

，躬自哺飼。兩月乃能飛，日縱所適，夜則

投宿屏几間。是歲十月，其徒慧月復主慶善

寺，迎其師歸。逮暮鳩返，則闃無人矣，旋

室百匝，悲鳴不已。守舍者憐之，謂曰：「

吾送汝歸老師處。」明日籠以授師，自是不

復出，馴狎左右，以手摩拊皆不動，他人近

之，輒驚起。嗚呼，孰謂畜生無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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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護生畫，看了叫人心中升起一股熱流

，那熱流暖呼呼的幾乎要融化了，融化在濃

濃的慈悲和關懷裡。

〈恩人〉這幅畫中，那位慈眉善目的老和

尚，表情如此安詳靜定，眼神如此了然且充

滿慈悲，一看就是有修為、身心清淨無染的

出家人。

這位老和尚就是鹽官縣慶善寺的住持明義

大師，他退居在當地的鄒姓人家所設的庵堂

中休養。

當時是春季，有一天的清晨，老和尚起個

大早在庵外的林間漫步，忽然看見一隻小斑

鳩從樹上跌落下來，可能是巢中太擠，母鳥

照顧不及，不幸掉落地面，那嗷嗷待哺的模

樣真叫人憐惜。若把小斑鳩留在地面上，牠

很快會餓死的，慈悲的老和尚將小斑鳩撿起

來，帶回庵中，親自餵養牠。

過了兩個月，小斑鳩漸漸長大，翅膀也長

豐滿了，能飛了。白天小斑鳩自由自在地到

處飛、到處玩，也自己去覓食了；到了晚上

，小斑鳩就睡在老和尚寮房內那座屏風旁的

小几案上。

同年十月，老和尚的弟子慧月法師擔任慶

善寺的住持，就到鄒氏庵中將老和尚迎請回

寺中。老和尚離開庵堂時，小斑鳩不在，沒

能跟隨而去。待小斑鳩傍晚回到庵堂，找不

到老和尚，心急的在老和尚住的寮房內不停

地盤旋飛翔，一次又一次，不肯停下來，還

不斷哀鳴。

守庵堂的人見到小班鳩如此著急地尋找老

和尚，非常同情牠，就對牠說：「你別難過

了，我明天就送你到老和尚那兒。」第二天

，守庵堂的人將小斑鳩裝進籠子，送到慶善

寺去給老和尚。

回到老和尚身邊，小斑鳩安心了，從此牠

再也不敢飛出去，怕回來又會見不到老和尚

，因此整天跟在老和尚左右。

老和尚常以手溫柔的輕撫牠，牠也總是溫

馴不動，很享受老和尚慈祥的愛。但若是別

人接近牠，就驚慌的飛離開。

啊！誰說畜牲沒有靈性呢？

德、供僧，以此善行回向給亡者上生佛國。

供僧不僅是廣植福田，同時是佛門的法會儀

式之一，信徒都深信，三寶功德不可思議，

唯有佛法可以為他們和家人帶來幸福。

為了讓佛教普及於社會，深入大眾的家庭

，使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我做了許多

的創新。例如我為信徒主持佛化婚禮，雖引

起社會許多人的非議，但我認為，這是少見

多怪的問題，因為宗教師本來就是要主持人

間的禮儀，為人們的婚喪喜慶提供服務，這

也是宗教師的職責與使命。

我深刻感覺到，佛教有一些禮儀，應該要

融入到信徒的生活中。每一間寺院對自己的

基本信徒也都要有資料紀錄。打從信徒出生

起，寺院就應該關心他，滿周歲時，讓他和

佛菩薩照一張相片；入學，為他舉行啟蒙典

禮；弱冠、成年，為他舉行弱冠禮、成年禮

；結婚，為他舉行佛化婚禮；就業、開店、

新居落成、喬遷，都要給予祝賀及舉行灑淨

的佛事。當他百年離開世間，寺廟都有他這

個人與寺院往來的紀錄。

佛教的儀禮，除了這些人生的過程之外，

平時的過堂吃飯也涵蓋禮儀，如龍吞珠、鳳

點頭，行止的威儀也表現出一個人的氣質與

教養。禮儀不僅是形式上的，更要融入生活

每個階段與時間，佛教如果對這許多人生的

禮儀多加推動，使之普及於社會，普遍各個

階層，對於淨化人心、增長道德必定有莫大

的助益。

琪琪從門外尖叫地衝進來，「砰砰」的門

聲，把在房裡睡午覺的阿嬷給吵醒了，阿嬷

趕緊到客廳來看看發生什麼事。「阿嬷，好

可怕，好可怕，我快被嚇死了！」琪琪一把

抱住阿嬷，嘴裡還念念有詞。阿嬷問：「大

白天的，妳是見鬼了嗎？」 

想不到阿嬷才說完，琪琪又大叫了起來：

「阿嬷，不要再講了啦！剛剛隔壁的阿豪哥

哥就是在講鬼故事，嚇死人了！比妳講的虎

姑婆還要可怕一百倍，一千倍呢！」原來琪

琪是聽到鬼故事，嚇到了呢！阿嬷說：「阿

豪哥哥亂講的啦！他嚇你們的。」琪琪說：

「真的嗎？可是我現在腦子裡都忘不掉，怎

麼辦？如果到了晚上還一直想著，那……鬼

會不會真的來啊？阿嬷，我今天晚上可以跟

妳一起睡覺嗎？」 

阿嬷聽完哈哈大笑說：「妳的小腦袋瓜想

太多了！有一句話說『日時毋通講人，暗時

毋通講鬼』，現在還是大白天，等一下妳把

這些怪力亂神的故事從腦子裡清掉，就沒事

了。」琪琪又問：「阿嬷，妳剛剛說的『日

時毋通講人，暗時毋通講鬼』，意思是白天

講鬼故事就不會有事嗎？」阿嬷笑笑說：「

不是的，這句話的意思是，白天時千萬不要

對人說三道四，背後講別人的壞話；晚上也

不要講鬼故事嚇人，就不用害怕鬼來找你啦

！」 

人為什麼會害怕呢？往往是因為自信心不

夠，才會出現害怕的情緒。那人為什麼會不

夠自信呢？是因為心虛，知道自己的不足，

或清楚自己做了哪些事是不對的事情，比如

說，昨天晚上沒背好課文，今天早上老師要

抽背，你就會很害怕老師點到你啦！ 

「日時毋通講人，暗時毋通講鬼」這句話

，說明平時不要背後說人家的壞話，就不會

心虛地擔心被別人知道，也就不會害怕了；

而晚上只要不講鬼故事，不聽人家說鬼故事

，就能安眠到天亮囉！

鄰居高家大女兒珊珊去年底在美國結婚，

嫁了個藍眼、金髮、身高一百八的帥男孩。

農曆年小夫妻一起回台灣過新年。或許是

因為國情文化的不同，這位洋女婿從除夕拜

拜開始，就不斷鬧出笑話，讓親友們笑聲不

斷，無形中，增添了不少過年的歡樂氣氛。

像是他看到春聯上，三陽開泰的「陽」字

，不是中國字而是用一隻羊代表時，就問：

「動物這麼多，為什麼選用羊，鯨魚或袋鼠

不是更有趣嗎？」新娘子只好慢慢介紹農曆

的十二生肖，並把中國文化宣揚一下。

另外，對拜拜的牲禮及過程中的燒香、燒

紙錢和放鞭炮，他也有諸多疑問。他覺得人

走了懷念就好，獻上一束鮮花，都要比拜大

魚大肉來得好。因為拜什麼東西，死掉的人

都吃不到，更不會使用錢，所以，做這些動

作於事無補，更何況還會製造空氣汙染。

他愈說愈激動，新娘子則忙著安撫，告訴

他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一種慎終追遠的儀式。

他聽了還是無法理解，直呼不可思議，珊珊

只好搖頭笑著說：還好他說的是美國話，大

家聽不懂。

這位洋女婿第一次聽到劈哩啪啦的鞭炮聲

時，還以為發生了什麼爆炸案，急得不知所

措，臉色發青，拉著新娘子四處逃竄，讓在

場的人都忍不住笑出聲來。聽說當晚，他被

零星的鞭炮聲吵醒後，就不敢睡了，因為一

時之間他無法判別是鞭炮聲還是爆炸聲。

年初二回娘家的家庭大聚會，因為鄰居家

族龐大，各行各業都有。當他看到有人吐檳

榔汁時，急得大喊快叫救護車，但又看到大

家無動於衷，便很生氣地用英文說：「太冷

血了。」這下子，又要麻煩新娘子對他說明

國情文化了。

洋女婿來到台灣過了一個羊新年，因為中

西文化的不同而延伸出各種趣事，相信這些

對洋女婿來說，也會是一個難忘又有趣的新

年。

小菱說，她妹妹結婚後，簡直變成了另外

一個人，以前對媽媽說話總是大吼大叫，動

不動就發大小姐脾氣，媽媽經常被她氣到哭

，傷心難過地說：「怎麼會生出這麼不孝的

女兒？」

妹妹婚後和婆婆同住，嚴厲的婆婆對她百

般挑剔，不是嫌她起床太晚、煮的菜不夠美

味、碗盤洗得不乾淨，就是地上還有髮絲，

沒掃乾淨……甚至連懷孕都要她跪著擦地。

這時，妹妹終於能體會娘家媽媽的偉大，

婚前她不就像婆婆那般對待自己的媽媽？要

不到錢就大哭大鬧、沒吃到想吃的零嘴就鬧

脾氣、嫌棄媽媽凡事都做不好，但媽媽一直

包容她，只是私下一個人默默掉眼淚。

如今，妹妹的火爆脾氣消失殆盡，說話輕

聲細語，每天都打電話回家問候，不時寄保

養品、化妝品給媽媽，逢年過節更不忘孝敬

金，彌補以前的不孝，讓媽媽感到很安慰，

手足們也很高興妹妹的改變。

結婚讓女人成長，經歷婆媳相處的困難、

養兒育女的不易，進而感念原生家庭父母無

私地付出，學習愛與被愛，重拾一家人的情

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