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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另類財富

小城故事

不能動的房間
文／李碧華

佛法真義

文／星雲大師     圖／游智光

少年天地‧健康兒童 

文／陳曉蒨     圖／李雅惠

烤吐司 如何健康吃

觀自在

幸福從現在開始
文／須彌光

所謂「本土化」，是奉獻的、是友好的、是融

合的、是增加的，不是排斥的，不是否決的。

因為佛教不是用來做為侵略他國文化的工具，

而是要同體共生，共同發展，共存共榮。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

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

� ──唐．寒山大士

唐朝寒山大士的這首詩偈，道出了一

個已證悟般若的悟道者心境，就像秋天

空中朗朗的明月，映照在碧綠的潭水之

上，清涼皎潔，無所染汙，沒有東西可

以比擬，更不是任何言語所能形容的。

有謂「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大

自然的花草樹木，其實都蘊藏著無邊法

界及般若風光，只要我們擁有一顆禪心

就能體悟，因此「青青翠竹無非般若，

鬱鬱黃花皆是妙諦」。

古德有云：「若人識得般若性，春花

秋月大地春」，宇宙世間的森羅萬象，

都是從我們自性的般若所顯現的。那麼

，究竟什麼是般若呢？「吾心似秋月，

碧潭清皎潔」，般若，就如同皎潔的明

月，沒有罣礙，沒有煩惱，能夠洞然一

切，這就是般若的智慧。

般若是內在的智慧，不但沒有東西可

比擬，也沒有辦法用語言來敘述，所以

寒山大士才會說：「無物堪比倫，教我

如何說」，它是一種抽象的境界和悟境

，是不可說的。二六時中，我們如果能

有禪定力和智慧力，許多紛擾的人情冷

暖就不再是困擾，很多的難關也就能迎

刃而解。

每個人都具有清淨的自性，可是如果

光是在外相上追求，只會離道愈來愈遠

。我們的般若自性，本自具足，是不假

外求的，如同明朝呆菴普莊禪師說的：

「人人自己天真佛，晝夜六時常放光；

剔起眉毛觀自得，何勞特地禮西方？」

人人都有佛性，我們要相信自己，人人

都能成佛。

美國東岸費城有一家頗有人情味的披薩店

，貼滿滿牆的愛心便利貼，這些便利貼都是

多花一些錢買披薩，分享給街友的顧客「借

據」。

這家披薩店老闆回憶，剛開始是有一位顧

客詢問：是否方便多買一塊披薩，請店家看

到街友時幫忙發送。老闆一時也找不到方式

記錄，只好拿一張便利貼先記下。之後，有

愈來愈多的顧客共同參與這樣愛心的活動，

一年來已累積了八千四百片披薩，是由愛心

顧客買來捐贈給街友們。

這面牆除了愛心便利貼，記錄著送街友的

披薩外，也變成顧客與街友之間的「溫情留

言板」。有一位街友這樣寫著：「我要感謝

所有在此買披薩的顧客，是你們讓我有地方

溫飽，也讓我有力量繼續生活，我明天就要

開始一分新的工作了……」。

目前全美這樣的店家愈來愈多，甚至連大

型連鎖店如「星巴克」等也參與其中。

我們是宇宙中的一小分子，當自己擁有幸

福時，也懂得將幸福分享給人，如同黑暗中

的一小盞燭火，當你將燭火分享給其他人時

，慢慢地會發現周圍愈來愈亮、愈來愈溫暖

，你即是一個光明幸福的磁場。

俄國藝術大師屠格涅夫曾說：「幸福沒有

明天，也沒有昨天，它不懷念過去，也不嚮

往未來；它只有現在。」新年新希望，就從

現在開始，一步步落實行善，點點滴滴，逐

漸形成歡喜圓滿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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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講「無我」，一般人聽了會害怕，以

為「無我」就是沒有「我」了，因為人最關

心的就是我，但我們所關心的這個「我」，

是真的嗎？佛經有一個譬喻：

有一個富翁娶了四位夫人，富翁最喜歡的

就是最年輕、美麗的四夫人。但是到了富翁

年老將死，驚覺一旦死去，黃泉路上很寂寞

，就希望平時最愛的四夫人陪著一起死。「

妳陪我一起走吧。」四夫人一聽，花容失色

，「我年紀這麼輕，這麼漂亮，怎麼能陪你

一起死呢？」

大富翁不得辦法，想到平時自己也很寵愛

、喜歡和她在一起的三夫人。三夫人一聽，

說：「我不能陪你死。」「為什麼？」「承

蒙你愛我、關心我，但是你死了以後，我還

年輕，可以改嫁，我不能陪你去死。」

大富翁又失望了，只好轉而找二夫人。「

雖然平時沒有和你多來往，但你總是我的夫

人，我現在要死了，希望你能陪伴我。」二

夫人想一想，「不行，這個家平時是我在打

理，你死了以後，還要料理後事，甚至送葬

都要靠我，我怎麼能陪你死？不過念在夫妻

一場，你死以後，我會送你到墓地。」

大富翁很無奈，只有找大夫人。「你敢跟

我一起死嗎？」大夫人很了不起，她說：「

我們女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陪你一同死

，這是應該的。」到這時候富翁才看出，大

夫人才是最愛他的人。所謂患難見真情，路

遙知馬力，人心的真假要經過時間的考驗。

這四個夫人代表的是什麼呢？

四夫人是我們的身體，我們平時對自己的

身體百般照顧，還要化妝、保養，但是死的

時候，身體也不是我們的。三夫人年紀輕，

能改嫁他人，追求她的歸宿和未來，三夫人

象徵的是金銀財寶，縱然家財萬貫，到了人

要死去，什麼都帶不走。二夫人是什麼？就

是我們的親友、家人。和我們的感情再好，

一旦面臨死別，他們頂多來幫忙後事、來祭

拜，送我們到墓地，之後就各自生活了。大

夫人就是我們這顆心，萬般帶不去，唯有業

隨身，一旦無常到來，平時造的善業、惡業

；好的、壞的，也只有心跟隨我們去流轉。

其實，佛教講的「無我」，不是說現在的

這個「我」是沒有的、空無的；佛教講「無

我」的「我」是變化的，就是六尺之軀的人

，在他一生的歲月裡，也是時時刻刻都在變

化裡。

例如一個女人的成長，經過歲月的流轉，

不斷地變化，從女嬰、女童、女學生、小姐

，到媽媽、老太婆，究竟哪一個是「我」呢

？既然如此，還有什麼是真實不變的東西？

一個人的健康、疾病，歡樂、煩惱都是「我

」的變化，因此，「我」不是不變的實有，

是由許多因緣和合，緣生緣滅。在生滅之間

，昨日的我、今日的我、明日的我，哪裡是

固定不變的呢？

「無我」也不是說什麼都沒有，而是指能

苦能樂、能多能少、能大能小、能早能晚，

無所不能、無所不是的我，這就叫做「無我

」。

其實「我」，還有一個涅槃的世界，就是

常、樂、我、淨的真我。這個世界裡，生命

是恆常的、不死的、安樂的、寂靜的。實在

說，人的生命是不死的，你要死都死不了，

死的只是形體；生命就像是一江春水向東流

，不論流到哪裡去，還會再流轉回來，這叫

輪迴。

就像季節有春、夏、秋、冬的輪替，冬天

你不用怕，春天馬上就來了；物質也有成、

住、壞、空的循環，這棟大樓壞了、倒了，

沒關係，倒了還有空間、有空地，可以再重

建高樓；又如時鐘，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走完「

十二」，它又會再從「一」循環回來。

因為「無我」，所以「我」不是受神明所

控制，不是上帝創造，我可以自我改變、自

我修正，自己可以做自己的醫師，做自己的

雕刻師，做自己的畫家；要想把自己變成一

個什麼樣子的人，可以自己做主。

也正因為人生不一定隨著「我」而改變，

而是可以透過現在的「我」改變未來的「我

」，所以「無我」的真義蘊含無限價值，因

為懂得「無我」，才能去除自私自利；也因

為明白「無我」的意義，當我們面對人生各

種困難，也才能生起超越的心態。

無 我

生活快門

鳥語花香迎新春
文與圖／潘憲榮

豐子愷．護生畫集

文／林少雯

鸛雀之家

仇悆為東州一邑宰，晨起視事，方受牒訴

，有鸛雀翔舞庭下，驅逐久之，方去。明日

復來，仇心異之，遣一吏跡所止，而觀其為

何。既出城數里，見一大樹，鸛雀徑止其上

，視其顛，則有巢焉，數子啁啾其中，其下

方有數人，持鋸斧繩索，將伐之者，吏遽止

之，且引其人與俱見。

仇問：「伐樹何為？」曰：「為薪耳。」

又問：「鬻之得幾何？」曰：「可得五千。

」仇即以己錢五千與之，且告之曰：「是鸛

連日來，意若求教者，異類而有知如此。爾

不可伐。」其人遂去，因不伐樹。

� �——朱弁．《曲洧舊聞》

〈鸛雀之家〉取材自《曲洧舊聞》一書。

此書是中國宋朝史料筆記書；為朱弁所撰，

收錄在《四庫全書薈要》。

故事中的鸛雀，非常有靈性，為了護其幼

鳥，竟向官府投訴，而當地官員竟也靈犀相

通，去探究原因，發現原來是為了救牠的一

窩幼鳥。

這個故事發生在東州，此地的縣官叫仇悆

，一天，他正上堂審視訴訟的牒文，忽然一

隻鸛雀飛入大堂，在庭前盤旋飛舞，他令手

下將鸛雀趕出去，驅趕了半天，好不容易鸛

雀才飛走；但是，第二天，那隻鸛雀又再度

飛入盤旋，哀哀鳴叫，不肯離去。

仇悆感到詫異，心想鸛雀不會無故飛來，

莫非有什麼冤屈，特意來向他求告。於是立

即派遣差役跟隨鸛雀，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

麼事？

這位差役，跟著鸛雀來到城外數里的地方

，那兒有一棵大樹，鸛雀飛上樹頂，停了下

來。差役爬上樹，見到樹頂築有一個鳥巢，

巢內有幾隻不停啁啾且嗷嗷待哺的幼鳥；而

那棵大樹底下，有幾個人持著刀鋸、斧頭和

繩索等，正準備砍樹。

差役一見這情況，心中立刻明白了，原來

鸛雀希望官府能夠阻止人們砍樹，因為樹倒

了，牠的家就毀了，孩子也會摔死。為了救

孩子，鸛雀竟向官府求助，這太神奇了！

差役下了樹後，便阻止那幾個人砍伐樹木

，並將他們帶回縣衙。仇悆問：「你們為什

麼要砍那棵樹？」他們回答說：「砍下樹來

當柴燒。」仇悆又問：「這些柴能賣多少錢

？」伐木人回答：「能賣五千文錢。」仇悆

一聽，就自掏腰包拿出五千文錢交給砍樹人

，並告訴他們：「連著兩天，樹頂上的鸛雀

都飛到衙門裡來求救，禽鳥這般有靈性，如

此愛惜自己的雛鳥，真不可思議！你們不要

再砍這棵樹了，以免危害到樹上的鳥雀。」

砍樹人聽了，也很感動。

如此有愛心的地方官，讀儒家書，視民為

同胞，視物為同類，仇悆將「民胞物與」的

愛民與愛萬物的思想，發揮到了極致。

春天到了，植物園處處洋溢著鳥語花香，

徜徉其間，讓人腳步格外輕鬆。

「你好，祝大家新春愉快喔！」火紅的莿

桐花上，有幾隻綠繡眼正表演著「迎春秀」

，時而跳舞、時而吊單槓，時而倒立……可

愛的畫面洋溢著熱情與喜樂氛圍。

「好可愛喔！」圍觀的遊客讚嘆連連，一

向羞澀的綠繡眼，今天彷彿特別大方，大家

紛紛拿出相機、手機捕捉難得一見的畫面。

春天，真是美麗的季節！

烤過的吐司不但香噴噴，口感也酥酥脆脆

的，很多人都喜歡，有的人還喜歡吃焦一點

、硬一點的！但前陣子有則報導吵得沸沸揚

揚，說吃一片烤吐司可能就會致癌，讓人擔

心受怕——已經吃了很久的烤吐司，不就會

得癌了嗎？

到底吐司烤了會發生什麼問題呢？報導說

，近年研究發現，吐司烘烤時間愈久，產生

的致癌物質「單氯丙二醇」愈多，過量食用

，恐怕對人體的健康有不良的影響。可見問

題出在單氯丙二醇。

我們先來認識一下，什麼是單氯丙二醇？

根據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的報告指出，單氯

丙二醇是一種食品在加工過程中形成的汙染

物質，比如原料中的油脂與鹽酸進行化學反

應，或富含碳水化合物的穀物在高溫下（如

烘焙時）伴隨梅納反應所產生的。換句話說

，東方調味料如醬油、蠔油、豆醬，或是需

要高溫烘焙的麵包或餅乾，都會產生單氯丙

二醇。

目前動物研究證實，單氯丙二醇會對實驗

鼠造成致癌性，但並沒有明確數據指出對人

體會有致癌性，所以我們不要太膽戰心驚，

且世界衛生組織、歐盟、美國食品藥物管理

局及台灣衛生署，都訂有可容忍的每日攝取

量標準，政府是有幫大家把關的。

看完上面的說明，相信大家已經知道，單

氯丙二醇不光是烤吐司會有，很多我們常吃

的食品也會存在，所以，曉蒨姐姐在這兒建

議大家，攝取食物要多樣性，除了麵包類，

許多健康的澱粉類主食如饅頭、米飯、麥片

、地瓜、南瓜等等都是不錯的選擇。而如果

要烤吐司，不要烤焦了，萬一烤焦就不要吃

囉！

假日總去景美找勤芬串串門子，投入房子

不大、家族人口卻眾多的喧騰，刻意與平日

的冷寂形成反差。

在冒著熱氣的咖啡中，我望向一間沒見燈

光亮起的安靜小室問：「妳那長髮女兒怎麼

好一陣子沒見到了？出嫁了嗎？」勤芬笑笑

說：「她已經出國兩年囉！」我再問：「這

間房空下來也正好，讓老二也有獨立空間，

免得跟哥哥擠一塊，連電腦桌都要共用！」

「先不急！」勤芬搖搖頭說：「這房間不

能動，要保留原樣等女兒回國再說。」咦…

…為什麼呢？空間都不夠使用了，為何還非

空著浪費呢？

「她，其實不是我親生女兒，是我好朋友

託養的孤兒，一養就二十幾年，我等於是她

媽媽，要謹慎的不能讓她感到偏心。」就因

為沒有骨肉血緣，要更加倍善待，除非真的

嫁出去，擁有自己的家，否則就一直保留到

女兒回來。」

兩個哥哥住得再擠，也沒想打算去打開那

扇門，他們心裡明白，要為妹妹回家做著準

備。

真是不自私也不自利的積善人家啊！總是

為他人細心著想一切，犧牲自己來成就他人

，把付出當成一種甘之如飴的奉獻。

另外，還有一個感人的房間，是留給九十

歲的瑪麗亞。

幫傭半世紀的台灣瑪麗亞已年老力衰，因

瘸了一條腿，上下樓都極吃力，所以，朋友

媽媽就挪出一樓的主臥室讓老人家方便進出

，自己搬到二樓小客房擠著。

劉德華在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桃姐》中

，以其年輕力壯之年回報老保母半世的反哺

之恩，晚輩在這個階段能力所及就盡力，等

到無法承擔，桃姐最終還是被送到養老院。

相對來看，照顧這位白髮瑪麗亞的朋友媽

媽自己卻都八十歲了，卻堅持主僕情分而視

她如至親，「我常看媽媽送飯去給瑪麗亞，

一口一口的餵。」朋友說。

不能更動的兩個房間，埋藏著無限的感人

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