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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培和尚

佛光山每一年春節的時候，全山各處

都懸掛了一盞一盞的平安燈，以及各式

各樣的電動花燈。一到夜晚，燈火通明

，照如白晝。

過去，這些平安燈、電動花燈都是由

一位嘉義東元機械公司的代理商，也是

嘉義佛光會的督導游次郎居士負責製作

。他總是在春節前，帶著朋友劉火旺等

佛光會會員，日以繼夜地在山上製作平

安燈。實在說，年關將近，正是馬達生

意最好的時候，而他卻寧願到佛光山來

義務裝燈，也不拿錢。

游次郎居士在佛光山製作春節平安燈

，少說也有一、二十年的時間。常有人

問他：「你為什麼不在家裡做生意賺錢

，反而日日夜夜在佛光山為花燈裝馬達

，又不收一分錢？」

他總是說：「現在家家戶戶為了打水

、發電，必須安裝機械馬達，雖然對人

的生活確實稍有一點幫助，但是對人心

卻沒有幫助。到佛光山來裝置花燈，做

的是人心馬達的事業，能夠點亮人的心

燈，讓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佛的光明，

都能夠獲得心靈的清淨。」並且他還說

：「心靈的馬達一啟動，這個社會都是

慈悲、光明、利人的機能。所以，我寧

可少賺一些錢，也要為社會大眾多裝一

些人心馬達。」

一直到現在，游次郎居士仍然樂觀進

取、見義勇為，聽到哪個地方有好事，

他都抱持著「行善唯恐落於人後」的信

念前往，積極參與。

每個人的心裡都擁有一具馬達，希望

大家都能把自己心中的馬達安裝好，以

信仰、奉獻、利人來為這一具馬達加油

，讓它順利運轉。

圖／道璞

文／星雲大師

人心馬達

另類財富

僧侶修持的回憶 

貧僧有話要說

文╱星雲大師

十五說

在貧僧的生命中，一般人都以為我只會寫

文章，只會辦活動，只會建寺廟，只會講經

說法，只會寫一筆字，只會接待高官顯赫人

士，只會出國旅行；但這些辦活動、建寺、

講經說法，不算修行嗎？就是沒有修行，殊

不知貧僧在佛門裡也有修持的過程。

    零碎修行    一生受用無窮 

要說修行，這本來是個人自我的密行，也

不值得對人公開；只是當今的社會，悠悠之

口，對別人不了解，就妄自批評，不得已，

徒弟建議貧僧把自我的密行修行，在此一說

，也就藉此因緣向大眾略作報告了。

貧僧回憶七十七年的出家生活，對於怎麼

樣修行的，整體說來，並沒有數十年如一日

，都是一些零碎的修行點滴。儘管如此，貧

僧的一生已經感到受用無窮無盡了。

論說修行，我從三、四歲的時候，就跟著

外婆在佛堂行走，跟著大人們念佛、繞佛、

上供、禮拜；不過，那個時候只把修行當作

遊戲而已，小孩子在佛堂裡奔跑跳躍、胡亂

說話，當然談不上修行。真正要講修行，就

從十五歲開始說起吧！

   才僅15歲    完成三壇大戒   

十五歲那一年，我奉師父之命求受三壇大

戒。記得我還和師父說，受比丘三壇大戒要

年滿二十歲，我才十五歲，有資格受戒嗎？

他聽了之後說：「你總可以去受沙彌戒吧！

」後來，承蒙開堂卓塵老和尚、陪堂明度法

師，以及得戒老和尚若舜長老、羯磨教授和

尚仁山法師等，都同意我受三壇大戒。在這

許多長老的見證下，我十五歲就完成了身為

出家人必須具足的比丘三壇大戒了。

回憶五十三天受戒期中，每天不准說話，

不准開眼，所謂「眼觀鼻，鼻觀心」。聽講

開示，必須跪在地上，經常一跪就是三、五

個小時。我記得跪在砂石地上，石子透過衣

服，都嵌到肉裡面；等到解散以後，把嵌在

肉裡的石子拿出來時，鮮血就隨著褲管流出

。那五十三天，感覺好像是五十三年一樣，

這是我青少年時期修持最值得回憶的一頁。

當時，每天早晨三點起床上早課，睡眠實

在不夠。在佛殿裡拜願，隨著梵唄的節拍，

都有個幾十秒鐘的時間匍匐禮拜，我經常在

拜下去伏在地上的那幾十秒中就睡著了，糾

察老師還用腳來踢踢我的頭，叫我起來。

   曾殺生嗎    答有答無都打

這時候，有老師問我：「你有殺生過嗎？

」還是小孩子，又正在受戒，哪裡敢說自己

有殺生，當然說：「沒有殺生。」老師的藤

條隨手立刻滿頭、滿身抽打，喝斥說：「你

螞蟻沒有踏死過一隻？蚊蟲沒有打死過一個

嗎？你說謊啊！」老師這樣一說，我說沒有

殺生，確實也是說謊，覺得老師打得也對。

另外一位老師又問：「你有殺生過嗎？」

我這時不敢說謊，只有說真話承認：「有殺

過。」他又用楊柳枝一面打、一面罵著：「

你真罪過哦，你真罪過哦！」確實也不錯，

我真是罪過。總之一句，在受戒期中，這樣

說也被打，那樣回答也是被打。所以後來老

師經常有一些問話，我也就無奈的說：「老

師，你要打，就打吧！」 

 （待續）

社區健康廚房

玉米絲瓜麵線
文與圖／張翡珊

有一天，老媽打電話來：「有很多菜吃不

完，妳要不要。」我說：「ＯＫ。」拿到菜

後，開始傷腦筋。哇！好多喔，有紅蘿蔔、

玉米、絲瓜、荷蘭豆、長豆……份量還不少

，這下可傷腦筋了，該如何是好呢？有些先

燙起來做冷凍蔬菜好了。

想一想，這玉米那麼多……是要煮湯、炒

飯或炒菜好呢？每次用量都很有限，若是打

汁後煮湯，那就消的快多了。

對了，有絲瓜，配起來顏色與口味應該不

錯，那就來煮個玉米絲瓜好了，再加上麵線

，一餐就解決啦！

材料：（約3人份）

絲瓜300g，玉米200g（燙熟），紅蘿蔔40g

，薑10g，麵條150g，水1000g

調味料：
油1大匙、鹽1/2小匙

做法：
1. 食材洗淨，絲瓜去皮、切條，紅蘿蔔去

皮、切絲，薑切絲備用。

2. 備一鍋沸水將麵條燙熟、撈起、瀝乾備

用，熟玉米粒加水1000g打成汁備用。

3. 冷鍋入1大匙油，開小火慢慢爆至薑微

黃，再放入紅蘿蔔微炒，加絲瓜炒至

出水後，倒入玉米汁煮滾，調味後放

入麵線拌勻，即可起鍋。

貼心小叮嚀：
1. 煮熟的麵條，放入湯汁後即會散開，就

不會成糰。

2. 絲瓜煮至出水，才有絲瓜香。

3. 玉米條，切段取玉米粒後燙熟，放冷凍

當冷凍蔬菜，需要時退冰即可。

4. 新鮮的玉米粒打成汁，還有很多做法。

例：玉米1：水1打勻，可以或麵粉做成

麵條、加糯米粉做粿的外皮等……自

然的甜味，天然的顏色。若希望是黃

色的，玉米是不錯的選擇。

人所以會有紛爭、不平，就是因為「你、我」的

關係不協調。因此，想要獲得和諧融洽的人際關

係，唯有把「你」當作「我」，你我一體，你我

不二，能夠將心比心，立場互換，才是群我的和

諧相處之道。

人生悟理

生氣 是懲罰自己
文／丁錫鏞

人生在世，有福，有氣，正是所謂的福

氣。

「福」很好，但「氣」難當……

許多人遇到不順心之事，常以生氣、發

火、憤怒、抱怨來回應。

但徒自生氣、發火、憤怒、抱怨，有用

嗎？

殘酷的事實是：

徒「氣」無功，徒「火」無效，

徒「怒」無成，徒「怨」無果！

「氣」，會傷身；「火」，會傷體；

「怒」，會傷心；「怨」，會傷神！

如果你能調順自己的「氣」……

如果你能壓抑自己的「火」……

如果你能控制自己的「怒」……

如果你能消彌自己的「怨」……

你便有機會冷靜思考如何打敗自己的對

手！

生氣、發火、憤怒、抱怨，只不過是在

懲罰自己而已！

對手，毫髮未傷！

在路口紅綠燈下等著過馬路的時候，看到

一位年輕媽媽帶了個可愛的小女孩，約莫三

、四歲大，正是頑皮好動的年齡，只見小女

孩一直要往前走，媽媽一再地把她往回拉，

十足有耐性。

「不要超越紅線。」媽媽重複叮囑。

我腦海裡忽然浮現好多畫面，原來許多紛

亂最根本原因就是「踩了紅線」。

不要超越紅線，任何抗議陳情就不會有脫

序演出，而能理性平和的溝通並接納不同意

見、容許不是自己想要的唯一結果。

不要超越紅線，就不會忘了自己身分，在

不恰當場合說出不該說的話，造成自己和社

會國家不必要的紛爭和困擾。

不要超越紅線，就不會行賄收賄走後門，

於是所有的建設、生產就能按部就班經得起

檢驗，沒有人做虧心事，就沒有人必須承受

無妄之災，大家都能睡得安穩。

不要超越紅線，就算你對這個世界再不滿

，覺得全地球的人類都對不起你，你也只會

自己生悶氣，不會像瘋子一樣隨便亂砍人。

不要超越紅線，每個人都憑自己的本事規

規矩矩賺錢，不貪不義之財，沒有非分之想

，「謀閉不興，盜竊亂賊不作，外戶不閉」

的大同世界就近在咫尺。

不要超越紅線，不但保護你自己的安全，

也保障了別人的權益，保證社會的和諧。這

位媽媽真有智慧。

不要超越紅線
文／自在

佛光大學一○四學年度教師共識營，

在佛陀紀念館佛光大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舉行。  圖／人間社記者陳珮榮

▲

【人間社記者文桂梅高雄報導】佛光大學

一○四學年度教師共識營，日前在佛陀紀念

館佛光大樓九樓國際會議廳舉行。開幕式由

佛光大學校長楊朝祥主持，佛光山教育院院

長永光法師擔任主講人，邀請佛光山慈善院

院長依來法師、叢林學院院長妙凡法師、佛

光山慈悲基金會會長妙僧法師、佛光山南屏

別院住持妙樂法師和佛光山電子大藏經主任

永本法師與談，闡述佛光山四大宗旨。

永光法師說明佛光山的四大宗旨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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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雲大師非常重視教育，佛光山在全球共辦了

五所大學、十六所佛學院，以三好及四給的

精神，成功翻轉教育。並以印度佛學院大樹

下的客堂，幫助街頭上的孩童學習，以及菲

律賓光明大學提供獎助學金，協助家境困難

的學生求學的故事，說明翻轉教育的精神與

意義。

　慈悲與愛　成就善美

妙凡法師從「以教育培養人才」說明教育

的重要性。同時聘請教界一流老師，期許佛

學院成為一所優良學府。

依來法師則闡述「以慈善福利社會」，從

民國四十三年培訓監獄輔導教化師、承接

宜蘭仁愛之家、成立佛光山大慈育幼院、創

辦壽山寺的雲水醫療、援助八八風災到二○

一四年尼泊爾的四合一賑災，佛光山做了很

多慈善，但是不標榜，因為行善是生活的一

部分。 

妙僧法師從醫療與預防醫學談慈善。將大

師創辦佛光診所、成立雲水醫院、開辦全民

健保，甚至成立護智中心的過程道出。可見

慈悲就是愛。

妙樂法師以「共修淨化人心」點出道場、

共修與人心之間的相互關係。如同大師所說

：「只要有助於提昇人們真、善、美，達到

心靈淨化的都是共修。」

永本法師說：「以文化弘揚佛法，文化就

是在化心，感化你的心，使你有所自覺，

這就是文化真正的價值。」一九五七年大師

創辦文化服務處；二○一四年完成《佛光大

辭典增訂版》，依續完成大藏經網頁和手機

App，將古刻經典予以現代化。

校長楊朝祥表示，大師對社會、教育非常

的關心，希望結合佛光山及全球道場，為佛

光大學未來的發展與佛光山資源做結合與運

用。

2015教師共識營 以佛光山為傲2015教師共識營 以佛光山為傲

媽媽生日在八月，與老家村子內一年一度

的土地公戲差不多時間，所以，我們兄弟一

定會回去「看戲」，並幫媽媽過生日。只是

，這幾年來，土地公戲仍繼續上演著，媽媽

卻無法過生日了。

猶然記得，媽媽年輕時，時常駕駛「牛車

」載運農產品到集散場，牽牛犁田更是難不

倒她。一輩子在田裡辛勤耕種的她，總是自

豪身體硬朗地跟牛沒啥兩樣，我們也「不疑

有她」，認為開朗樂觀的媽媽必定可以長命

百歲。

只是，媽媽有著傳統農家婦女的保守個性

，就是凡事盡量不麻煩別人，縱使自己的子

女，也有所顧慮，深怕我們擔心或影響我們

的正常生活。所以，遇有病痛，習慣能拖就

拖，直到「忍無可忍」，才會「不好意思」

驚動我們。

無可原諒的是，我們竟一直以拚命賺錢、

保住工作和照顧孩子等藉口，長期忽略媽媽

的健康，誤以為年紀漸老的媽媽，依舊擁有

「百病不侵」的強健體魄。

由於相互「自我感覺良好」，大大降低罹

病診療的危機意識，以致一場突如其來的疾

病，媽媽照例強顏歡笑、隱忍疼痛，我們也

矇騙自己眼耳，安慰應可「逢凶化吉」來掩

飾內心不安，甚且失去及早帶媽媽徹底體檢

及醫治的時機。

苟且敷衍的結果，終於奪走媽媽寶貴的生

命和平凡知足的快樂，徒留無法彌補的哀嘆

和愧疚。

奉勸天下為人父母者，絕不要因為怕麻煩

子女，而強忍病痛，隱匿病情，反而造成更

大的遺憾。為人子女者，也不能找任何藉口

搪塞對父母親健康的關懷。

多一分關心，就多一分安心；有疾病及早

治療，才能延續家庭的天倫之樂，而不致發

生太多的人生憾事。

悔不當初 

文／巴武奇杉

多一分關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