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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我在宜蘭成立念佛會，

開啟在宜蘭的弘法之路。那時候，有一

些青年人跑來跟我說，想要跟隨我出家

，剃度為僧。但是我當時連一個寺院都

沒有，自忖無法盡到教育的責任，就婉

言拒絕了。這其中，有二個青年，一個

叫做林秀蘭，一個叫做黃世樑，因為要

出家沒能出成，後來就結為連理了。

一、二十年後，當他們得知我在高雄

佛光山開山，就跑來找我。見了面，他

們說：「當初您沒有讓我們出家，現在

可否讓我們到佛光山來做個小工？」我

一聽，就說：「你們不是在台北開店嗎

？為什麼放著大老闆不做，要跑到這裡

來做小工呢？」

他們說：「做老闆，天天只想著要賺

大錢，那不快樂；假如能到佛光山做義

工，賺歡喜、賺快樂，才是重要。」聽

了兩人的一席話，倒也讓我為他們能有

這樣的觀念，感到相當的讚佩。

當然，我也告訴他們：「佛光山是寺

院團體，在這裡修道，要早起、要素食

，每天還要為大家服務，甚至掃地、倒

茶……。」夫妻倆聽了更是歡喜，都表

示相當願意。就這樣，兩個人上了佛光

山，一做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間，他們從來沒有惹過是非，

也沒有說過別人的閒話，甚至於還把家

裡留給他們的財產，不時地用來布施結

緣。有一次，我就問：「你們在這裡做

義工，不拿薪水，而我也沒有特別給你

們什麼錢財花用，為什麼你們還要拿錢

來給我們呢？」他們都說：「給我們錢

，我們也用不上；給您錢，您可以運用

這些錢，到世界各地弘揚佛法、普度眾

生，不是更有意義嗎？」

所謂「人各有志」，各人有各人的想

法，像黃世樑夫婦，他們寧可以不做老

闆，也要到佛光山來做義工，而且一做

就是二十年。為什麼？就如同他們說的

，做義工裡有歡喜，可以賺到歡喜財。

所以，歡喜與快樂不一定是從金錢上

獲得，從其他方面也可以得到更高的生

命價值。

人間佛教的國際觀，
就是要打破人我的界限。

人不做老闆做小工
佛光祖庭供僧 星雲大師開示

【人間社記者妙海江蘇報導】中國大陸佛

光祖庭宜興大覺寺日前首次舉行供僧法會，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大覺寺住持隆相和尚

、無錫祥符禪寺無相長老、常州寶林寺慧聞

法師、徐州寶蓮寺覺耀法師、揚州法海寺演

文法師、南京雞鳴寺蓮華法師等百餘位教界

大德前來應供，蔚為莊嚴祥和氣象；應供後

並為大覺寺的觀音殿暨藏經樓啟建托鉢，來

自上海、蘇州、南京、揚州、常州、無錫、

宜興等地三千多位信徒歡喜種福田。

星雲大師為眾開示「孝道月」和「佛歡喜

日」的由來，說明供僧的功德意義，祝福大

眾吉祥平安。大師表示，農曆七月是僧信二

眾孝親報恩的孝道月，是供僧道糧的功德月

；是祈福修善的吉祥月，也是培植福慧的報

恩月。

「為什麼要供養僧團道糧呢？」星雲大師

表示，佛光山僧團近五十年來積極推展文化

、教育、慈善、弘法工作，樹立起人間佛教

的新形象，皆因優秀僧眾輩出，承擔各項佛

教弘法任務，因此扶持僧團健全存在，成就

僧眾修持辦道，其意義功能至大至深。因此

，供僧是供養全年，不只是供養一天；供僧

是供養十方，不只是供養一人；供僧是供養

未來，不只是供養現在；供僧是供養學道，

不只是供養熱鬧。

    農曆七月    孝親報恩

為革除民間對中元節的錯誤觀念，也為提

升信仰層次，星雲大師在一九七三年首開盂

蘭盆供僧法會，並倡議制定每年七月十五日

為僧寶節、七月為孝道月等觀念，著重孝親

報恩、慎終追遠的精神意涵。在推展多年後

，台灣社會已普遍能接受農曆七月是孝道月

的觀念。

當日出席供僧的貴賓尚有宜興統戰部副部

長、宗教局局長王立明，南京大學教授、佛

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主任程恭讓，星雲文化

教育公益基金會祕書長張靜之與宜興市台商

協會會長關綬卿等。

我是一個垃圾桶 

貧僧有話要說 十四說

鄰居一位長者看到了，就把自己僅有的一

頭牛送給他們，讓他們好分家。這下子，

十七頭牛加上長者的一頭，共十八頭牛，大

兒子應分二分之一，得到了九頭牛；二兒子

三分之一，是六頭牛；小兒子九分之一，是

二頭牛。最後，三兄弟發現，所分到的九頭

牛、六頭牛、二頭牛，加起來剛剛好是父親

給他們的十七頭牛，不多也不少。於是就再

把多出來的一頭牛，還給隔壁的長者。長者

絲毫沒有損失，反而替三兄弟解決了問題。

像這樣對於分家的處理，貧僧也有過多次的

經驗。

人不分地域    都是佛弟子

有一個信徒家裡起了糾紛，兄弟五人要分

家，彼此僵持不下，就要我去為他們主持公

道。這應該是貧僧在五十年前年輕的時候，

遇到最難解的問題了，我哪懂得分家呢？尤

其五個兄弟，各有立場，各有計較，每一個

人爭的都有理，財產怎麼分？

後來，我就跟他們打趣說，你們這樣子相

爭不下，最公平的辦法，就是把你們家裡的

所有桌子，鋸成五份，一個人拿一根；把碗

盤打碎，一個人拿一塊；把房子拆了，一個

人拿一份，我想這樣子最公平了吧！他們聽

了以後，才知道分家不能太計較，吃虧也是

福哦！

我到宜蘭弘法，那裡的人很單純，信徒都

像君子之交，其淡如水，也沒有什麼事故。

後來我到高雄，高雄是一個很熱情的地方，

在高雄佛教堂就發生了地域觀念。

最初，苓雅區的信徒居多，接著，因為我

的關係，隔壁的新興區，就有很多信徒來參

加共修，又再過了幾時日，鹽埕區信徒也過

來共修了。在這一個小小佛堂裡，經常大家

計較。這是這個區，那是那個區，甚至於說

，這是高雄幫的，那是台南幫的，還有說是

澎湖幫的，彼此爭執不下。

我也不得辦法，只有集合大眾說：「你們

如果都這樣子計較的話，我也不是你們這許

多區域的人，明天我也應該走路。」甚至於

我也跟釋迦牟尼佛講，「你是印度人，還是

回到印度去吧！」大家才感覺到他們的地域

紛爭、計較，實在無聊。後來在佛教堂裡，

從各地來的人，雖有區域不同，但信仰相同

，都是佛弟子，也就沒有這許多爭執了。

沒人情包袱    就業更容易

在四、五十年前，台灣的社會經濟還沒有

起飛，一些青年學生，學校畢業之後，想找

個職業非常困難。有一些信徒，就想到來找

師父幫忙，介紹一份職業。可是這個貧僧師

父，雖然工商界的信徒也不少，但夠他信賴

的人士，也不是一經介紹，就獲得他的信任

，照單全收。要找一個適當的時機因緣，為

這一個青年找一份職業，實在也是一個難題

。不得已，經過了一個月、二個月，甚至三

個月，好不容易找到一份適合的職業，叫他

去面試的時候，他回答說，我已經在另外一

個地方上班了。我那幾個月的辛苦，付之於

流水，這個還不打緊，我對於負責人沒有交

代，失信於人，這是我最難堪的感覺了。

� （待續）

文╱星雲大師

▲由佛光人和佛光青年組成的獻供隊伍

，井然有序地走到法師面前，虔誠獻上

供養。  圖／人間社記者周雲 

文／曾言

                                                              參禪參纏                 　                                                                                                                                                                                 文與圖／尤俠陪著你夢遊

有一部日本電影《狐狸的故事》，描述的

是小狐狸剛剛長大，就被狐爸狐媽趕進山野

。離開溫暖的家，淚汪汪的小狐狸顯得既憂

傷又無助，但是狐爸狐媽可毫不留戀地掉頭

就走開了。

狐爸狐媽真的這麼狠心嗎？牠們不過是適

應自然界的生存法則；如果不讓小狐狸學著

自力求生，牠何以面對大自然汰弱存強的無

情挑戰呢？

有些家長盡可能地把孩子的一切都安排好

，卻沒想到「愛之適足以害之」，過度保護

孩子會讓他們自主學習能力降低、欠缺獨立

精神，就像溫室中的花朵，一朝暴露在風雨

中，難免脆弱不堪一擊。相信所有父母都不

希望「三十歲兒童、啃老族」的現象，發生

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教育家陳鶴琴說過：「凡是兒童能自己做

的，應該讓他自己做。」放了手後，父母會

發現孩子的潛能是無窮的；所以切記，當他

蹣跚學步時，需要的其實是你鬆開手的「鼓

勵」，即便他走得歪歪倒倒、即便他跌倒又

爬起，都是他人生的起步。

在孩子成長過程中，任何酸甜苦辣都是對

他的人生產生作用的養分；適度放手，孩子

才會茁壯；磨練，是他們健康成長的沃土。

另類財富

�適度放手
文／山茱萸

深思熟慮

地雷品在我家
文／洪金鳳

生命書寫

生命蛻變
文與圖／陳貴蘭

毛毛蟲經歷結蛹的痛苦

破繭而出的過程

猶如生命的淬鍊

脫胎換骨換上新的衣棠

蛻變為美麗的蝴蝶

只為生命中

精采而短暫的駐足

以前年輕的時候，想法很單純，購物經常

是感情勝過理智，很容易因為一時衝動就把

東西買回家，然而，高價買回的東西並沒有

發揮最高使用價值，而是冷放一邊，久而久

之，幾乎忘了它的存在。

話說十多年前，因為同事們都在學做裁縫

，加上媽媽以前也是裁縫師，所以，那時我

就跟老公吵著要買一台裁縫車。老公說：「

妳真的會用嗎？」我說會。就這樣，我們所

費不貲地買了一台外相精美的裁縫車，家裡

有了這台裁縫車，感覺我好像和居家賢慧畫

上了等號。

裁縫車到我家報到之後，當時，家中陽台

安裝新窗戶，剛好缺少窗簾，於是，就用裁

縫車縫了窗簾，雖然縫工粗糙，但總算感覺

到它的存在價值；不過，自從窗簾完工後，

裁縫車就此束之高閣，不知不覺間被打入了

冷宮。

後來，發現家裡頭的物品愈來愈多，就把

這台「占地」的裁縫車搬到儲物櫃中儲放，

這一放就是三、五年，沒拿出來用就愈不會

用。

有一回，孩子衣服的縫線脫落，我想這點

小小工程，應該可以修補，於是就把裁縫車

搬出來，準備開工修補衣服。沒想到，一拿

出來，所有機能都失去功效，卡卡地踩不動

，懶得拿去修理，棄之又覺得可惜，因此又

擺回櫃子裡。

後來，因為要搬家，才把它拿去回收，「

深思熟慮才購物」是這個地雷品給我的最大

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