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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t Times
Australia人生最大的修養是寬容，別人或許有得罪、冒

犯、對不起我們的地方，我們都能以寬容謙讓
之心待他，能以體諒、慈悲之心包容他、原諒
他，如此，自然不會生起瞋恨、怨尤之心。 

文／星雲大師

圖／道璞

師父的腿子

有一位老和尚患了風濕病，兩條腿痠

痛不已，他的兩個徒弟為了表達孝心，

每天輪流來替師父按摩，大徒弟按摩右

腿，小徒弟按摩左腿。

每次大徒弟來按摩右腿的時候，老和

尚總會在他面前讚美小徒弟按摩有方，

讓他的左腿減少很多疼痛，大徒弟聽了

就不大開心；等到小徒弟來按摩左腿的

時候，老和尚也在他面前誇讚大徒弟按

摩很用心，讓他的右腿日漸康復，小徒

弟聽了也不大高興。

老和尚原本是一番美意，希望師兄弟

彼此勉勵，相互學習。可是兩個徒弟卻

誤以為師父讚歎對方，就是不歡喜自己

，因此妒火中燒。有一天，大徒弟來按

摩的時候，趁著小師弟出門辦事，心想

：師弟，每次師父都說你按摩得怎麼好

、怎麼好，哼！今天趁你不在，我就把

你按摩的左腿打斷，讓你明天沒有腿可

以按摩。

第二天，師弟回來了，看見自己按摩

的左腿被打斷了，不禁怒火攻心，就想

：一定是師兄故意跟我搗蛋，把我按摩

的左腿打斷了。好！我也要把你按摩的

右腿打斷，讓你從今以後沒有腿子可以

按摩。

就因為師兄弟兩人之間互相嫉妒，師

父的損失可大了，因為他沒有腿了。

世間上很多的人事，就是因為大家互

不相容、互不尊重，你不希望我好、我

不希望你好，為了爭一口閒氣，以致兄

弟鬩牆、親人反目、朋友仇視。中華民

族的民族性有很多優點，但是不希望人

家好，則是一個醜陋的惡習。要知道，

我們想要今天的社會更好、家庭更好、

人我之間更好，一定要歡喜你好、歡喜

他好、歡喜大家好啊！

母親的期望

令人擔心的優秀
文／賓仔

她為長年在外積欠卡債的先生善後了幾回

，還為他作保擔了不少債務。去年，夫妻達

成共識，決定離婚。

她賣掉房子還了債務，身兼兩分微薄薪水

的工作，帶著國一的女兒和小五的兒子住進

附近社區。

她兒子一臉清秀，孝順又懂事，很會畫畫

，也是兒子班上的學藝股長。或許是單親的

壓力或教育理念的不同，她總把眼光放在兩

個小孩的課業上，考試沒有達到她的高標，

就得挨鞭子，學校或社區有免費的才藝課程

，也一定逼著孩子去參加。

那一陣子，兒子班上幾位同學參加四格漫

畫比賽，他們幾個在社區聯誼廳構思完後，

各自繪圖，她兒子畫中的人、物栩栩如生，

讓幾位家長們都讚不絕口。

那晚，正巧遇到他們母子倆，我不禁誇讚

她兒子的繪畫天分，哪知她卻氣沖沖地說：

「好？這樣哪叫好？這麼大了，連線條或邊

框該注意的地方都不注意，每次都還要我再

提醒他；還有數學老是考不好，我們這個就

像隻呆頭鵝，頭腦都不會變巧，國文的生字

和造詞也不會運用，評量寫了幾份還是不會

，都不知道在讀什麼書，做這個也怕做那個

也怕，一點信心也沒有，他姐姐就不會這樣

，看國中以後怎麼辦啦！」

一連串的憂慮與抱怨像連環炮似地對著小

五的他，說得我沒法中斷她的數落，只見孩

子像做錯事般地站得遠遠的等著。

我能了解單親的辛苦與對孩子的期望，但

我也由衷稱讚她的孩子：「妳兒子真的很優

耶！他畫得很好，也非常有禮貌懂事，妳千

萬要多看他的優點，多鼓勵他和肯定他，才

能增加他的信心，國小五年級的科目本來就

比較難一點，小孩需要更多的時間學習和適

應……」

話都還沒說完，她又急了：「哎呀！要不

是我逼著他念書、寫評量，還教他怎麼畫，

他早就不知掉到班上第幾名了；妳都不知道

，姐姐五年級時的課業都沒像他這麼差，連

寫篇作文還要問我怎麼寫才好，畫得好有什

麼用？」她又劈哩啪啦念了一大串。

頓時，我心裡生起一陣無力感，可以想像

那孩子所背負的壓力和沒自信的原因。

還好細心的導師發現母親的狀況，除了平

時多鼓勵孩子，也私下和母親溝通；一年多

下來，她不再那麼注重課業成績，也不再逼

著孩子一定要參加那些免費的社團；重要的

是很少再聽到她對孩子的數落。

她扛起經濟的擔子，身心俱疲；他帶著母

親的期許，肩上早已是重重的壓力；祝福她

，可以看到兒子的優點並給予支持，祝福他

，能在繪畫的領域上有所發揮。

社區健康廚房

文與圖／張翡珊

長豆炒麵腸

從小到大家人對長豆的烹調都是煮稀飯。

長豆稀飯有著讓人難忘的味道，但除了稀飯

，還能有其他的料理方式嗎？

有一天，同學拿了約二斤的長豆給我，說

是自己家種的，沒有噴農藥。這讓我想了一

下，這麼多豆子……要如何吃完呢？想了三

個方式：一、與別人分享；二、上課煮稀飯

；三、炒，要炒什麼呢？把一般可以料理的

方式想了一遍，都不是很滿意。換個方向想

，我希望做一道可以放在冰箱，沒食物時，

熱一熱就可以吃的料理，所以想到用素燥的

方式去拌炒。

長豆適合加醬油久煮，顏色不美也沒關係

，所以我選擇麵腸。

於是我開菜單，請同學準備食材，上課多

了一道菜，同學直呼：「美味又好吃，真的

賺到了！」

材料：長豆

300克，麵腸

300克，薑20克

調味料：
油1大匙、醬

油1大匙、鹽1/2小

匙、糖1/4小匙

麵腸醃料：醬油1大匙、糖1/4小匙、白胡

椒粉少許

做法：
1. 食材洗淨後，將長豆切小段，麵腸切小

丁狀，加入醃料入味（約30分鐘），薑

切末。

2. 冷鍋入1大匙油，開小火慢慢爆至薑微

黃，再倒入醃好的麵腸煎至微焦，再放

入長豆炒至入味，加水炒至軟後調味即

可。

貼心小叮嚀：
麵腸可用豆干替代，或是耐煮的食材，如

：香菇、杏鮑菇等。

從現在開始

減擔的問候
文／戴曉楓

簡單的問候，是關心；減擔的問候，是貼

心。人與人之間的問候語，最常掛在嘴邊的

，碰面就問：「你最近好嗎？」殊不知，簡

單五個字，卻是被問者肩上最沉重的包袱。

老同學嚷嚷幾年要寫書，最怕人問：「你

好嗎？什麼時候出書啊？」

陷在苦悶婚姻中的朋友，總有不識相的傢

伙追問：「你好嗎？要離婚嗎？」

創業的朋友也不想聽見：「你生意到底好

不好？有沒有賺錢啊？」「小本生意，還過

得去。」雖是這麼說，但看得見朋友不經意

、淡淡的愁容。

那麼生病的人呢？雖然知道大家都是出於

善意，卻也難以一分為二用好或不好來說明

自己健康狀況，偶爾多分享幾句，恰巧遇上

白目的健康人，一不小心還會對病人流露出

：「你會不會太大驚小怪啊？想太多啊？」

於是，「沒消息就是好消息。」問與答覆

之間，都隱藏著「簡單」的智慧。

自己以為是關心的，也許是對方的負擔，

下回，見到朋友，給個擁抱，還是拍拍肩，

不是緊迫盯人的「減擔」問候吧！

花開禪心

以心會道
文／心培和尚

別讓生命歲月，無聲息的流逝

所以要把握光陰

別讓心靈晦暗，帶走您的喜悅

所以要往光明想

別讓心中無明，覆蓋您的佛性

所以要尋求證悟

以信願行精進不退

成就佛道指日可待

佛法不離世間覺 星雲智慧有解

文╱星雲大師

我的恩怨情仇 

像我有一個侄子，一九八九年我回鄉探

親後，一再表示想要到美國去，我都想要

滿青年的願望。好不容易讓他去了，又要

求我幫他付學費。完成學業了，又要我幫

他買房、找職業，但是他生性懶惰，幾次

實在無法滿其所求。後來他跟我說，你創

建的西來寺二十年，我可以二天就讓它毀

壞。

外人好或不好，或者基於嫉妒，或基於

思想不同，這倒也罷了，對於家人親友這

種無理的索求，我一介貧僧，所有的一切

都是佛教的、十方的，叫我對家族做什麼

，個人哪有什麼能力？我不能拿三寶佛門

的錢來幫助他們啊。這種對我的仇恨、謾

罵，我也只有覺得，愈親的人都是冤家債

主吧！

所以，多少年來也有人對我批評，甚至

辱罵，種種的吹毛求疵，我仍然是感念於

心。我真實的沒有一點恨意，只想到，我

不知如何能補報他的不足，讓我們之間沒

有對立只有情誼，沒有怨恨只有尊重。現

在，像這許多的怨憎會苦，我也不會太把

它放在心上，要造謠生事、要批評毀謗的

，只要能消除你的怨恨，也算貧僧對他們

的一點貢獻吧！

以上這些恩怨都還容易述，對於人間的

情愛實在就不是能講得清楚了。

   拒絕情愛  天下男女為父母

貧僧也是人，雖然出家，對於愛恨也還

是非常的有體會。記得我在做國民小學校

長的時候，就有一位老太太，千方百計的

要我做她的乾兒子（義子），但是我絕對

不能。我能可以割愛辭親，遠離我的俗家

父母，我怎麼能在為僧之後，又認別人做

父母呢？若要，就如經中所說，「一切男

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我需要天

下的父母，不需要一個關心我、愛我、做

他兒子的父母。雖承蒙他們對我種種的關

懷厚愛，也只有辜負他們的盛情了。

還有一對姓潘的夫婦，也是千方百計的

希望我還俗，做他們的女婿，這個可以說

更加的辦不到了。我是多少的犧牲奮鬥，

才有機會出家，才有機會在這裡能擔任校

長。雖然只是小學校長，我又怎麼能可以

捨棄佛教的恩情重義？

初到台灣，擔任《人生》雜誌的編輯，

因為台灣那時候還是文化的沙漠，佛教能

有一份雜誌讓人閱讀，很容易引起社會的

注意，因此有一位工廠的女性員工，邀請

我到他們的地方去說法。我那個時候也覺

得弘法重要，因此就承認她前往。

我剛剛才在立信會計學校講過以後，我

以為他們也是有一個講堂，供給我講說。

哪裡知道，我去的時候，他們在一個十公

尺長條型的房間裡，旁邊是通鋪，應該是

女生的宿舍。他們把通鋪整理得非常清潔

，讓我在那裡講說，參與的全部都是二十

多歲的女性。

我當時一看，心想，地藏菩薩為了度眾

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但貧僧不但

是凡夫，也是凡身，在這樣女性的場合裡

傳教說道實在不相宜。所以我簡單的講說

後，連姓名也沒有再問，從此沒有再來往

。是我無情呢？還是我應該對人間留有一

些情義呢？ （待續）

貧僧有話要說 十六說

【人間社記者高惠萍台中報導】《星雲智

慧》新書發表會日前於台中惠中寺舉辦，天

下文化特邀星雲大師親蒞現場舉行座談會，

由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發行人王力行擔任

主持人，星雲大師從宗教與人文角度出發，

針對台灣社會的紛爭、選舉的期待、涵養大

眾慈悲心等主題問答，分享入世、出世的慈

悲與智慧。

王力行表示，星雲大師以一支先天優異、

後天努力的文學之筆，展現他的慈悲、智慧

、包容和無私。《星雲智慧》一書集結了星

雲大師多年來對許多問題的評論。

高希均指出，星雲大師的一生，改革了佛

教，改善了人心，改變了世界，他的佛法說

得讓人能懂、受用。九十高齡的星雲大師，

近十多年來持續關心普羅眾生、國家社會、

天下大事，對兩岸和平、台灣未來，更是念

茲在茲，常執筆為文，見諸媒體，以歷史宏

觀的見地，近距微觀的體驗，提出記錄、想

法與建言。

大師已出版370多本書

星雲大師將屆九十歲，已寫了二千五百多

萬字，出版三百七十多本書。王力行問大

師：「小時候是否想當作家？」大師回答

：「沒有，我從小立志要當和尚」，並強調

，當和尚也可以當作家，「因為我可以用出

世的角度來詮釋入世的問題，很幸福。」 

　「前一陣子，一位大我兩歲的同學從中國

大陸來找我，他說『你以前不會寫字的，現

在竟然是書法家！』」從未想過要當書法家

的大師笑說，這幾年因為看不見，不能看書

、看報紙，只能練習寫書法，而且還得一筆

完成，不能中斷，「唯一的好處，字變得漂

亮了」。

星雲大師特別提及現代人幾乎以網路為世

界的習慣，以致忽略了書本的重要性，大師

說因為自幼家窮，沒有上過一天學校，因此

特別把握任何可以讀書的機會。大師不僅公

開個人讀書、寫作的心法，更鼓勵大眾要多

讀書。

現場超過一千五百名會眾，跟著星雲大師

一起關心家事、國事、天下事，誠如高希均

所言「大師思路，就是台灣的出路！」期盼

大眾效法星雲大師開放的態度與精神，把感

情、執著、成見放一邊，展現「選賢與能」

的民主素養，共同打造一個開放、充滿正向

能量的台灣。

　星雲大師親臨開示，信眾蜂擁而至擠爆

會場。 圖／人間社記者莊美昭

　橫跨60年、集結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自

1952年以來百篇重要論述的《星雲智慧》

正式出版。 圖／人間社記者陳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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