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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t Times
Australia有很多父母到寺院禮佛時，都會把小孩帶

來，雖然孩子在佛殿裡亂跑、吵鬧，但我
們仍很歡喜，因為這是一種家庭信仰的傳
承。

文／星雲大師

難民收容所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蘆溝橋事件引燃

了中日戰爭。

同年，大雪飄飄的臘月，烽火彌漫到

了南京，不幸演變成「南京大屠殺」的

歷史悲劇，造成生靈塗炭。在南京棲霞

山寺，流離失所的百姓，就像過江之鯽

般蜂擁而來。當時，家師志開上人正在

棲霞山擔任當家，他義不容辭地成立了

難民收容所。據聞，那時候，每天都有

十萬人以上要吃飯。於是在天寒地凍的

日子裡，志開上人動員了全寺住眾和信

徒幾百個人，一同煮粥供應。但是受難

的人太多，儘管一鍋接著一鍋煮，有時

候仍然來不及供應。

忙了一段時期，時局終於慢慢穩定，

寺方便全力協助難民往大後方去。

等到八年抗戰一結束，我們的國家勝

利了，卻有一些想要發「勝利財」的人

也出現了。即便棲霞山只是一座寺院，

竟也有人覬覦它廣大的林地。只是，佛

教道場沒有什麼力量，眼看著即將被人

瓜分侵占了，寺方也束手無策。

正當大家愁容以對的時候，很意外的

，新六軍的軍長廖耀湘派人帶來了一塊

牌匾，說要送給棲霞山。原來八年前，

抗戰期中，他也是難民之一，接受過棲

霞山的援助，當時他還只是個營長，現

在已經是軍長，為了報答棲霞山救助的

恩惠，便以牌匾表示感謝。當那塊牌匾

一掛上，地方上的流氓惡霸，因為畏懼

軍方的威權，再也不敢壓迫棲霞山了。

其實，棲霞山於戰爭中施粥救急，懷

抱的是「不忍眾生苦」的悲心，並沒有

想到要他人回饋。不意卻因為這麼一個

善行，保住了棲霞山的寺產，也讓道場

香火得以延續。

從這件事情來看，一個人做好事，雖

不一定想求什麼功德、回報，但是因緣

到了，很自然就會有。就像一顆種子播

撒到地上，有一天因緣具足了，自然就

會發芽、生長。所以，在這個社會裡，

大家要多多做好事，多多積功德，將來

必定是會開花結果的。

文╱星雲大師

多年前，香港佛光協會會長陳漢斌夫婦

，把他們在上海買的兩間房子送給佛光山

。貧僧到了上海以後，一些政治界的朋友

都不敢進我們的大門，他們怕與宗教來往

，會對他們增加麻煩。可是大家相處日久

，時隔一、二十年，包括宗教局長、台辦

主任等，都曾在我這小房子裡聚餐、談話

，彼此消除了許多誤解隔閡。

現在，這許多小型的房舍經過徒眾和當

地信徒的發心，把它擴大，已經成為一棟

大樓，定位為佛光山的文教中心，也作為

我公益基金會在上海的辦事處所，由滿蓮

法師在那裡住持。貧僧雖然很少前去，有

聞那裡的信徒大眾，在佛法裡享受人間佛

教的法樂，經常聽到一片讚美之聲，這也

讓貧僧感到欣然告慰了。

與上海同時的，最近在北京通州也設立

了「光中文教館」，對於親子教育、藝文

展覽、發揚中華文化等，也獲得很多因緣

的肯定。現在由慧寬法師、慧得法師在那

裡主管負責。

    
復興祖庭  政府協助建設

十多年前，當時的江蘇省宗教局翁振進

局長，曾經和前任國家宗教局葉小文局長

，跟我們共同舉辦「恭迎佛指舍利到台灣

」，有數百萬人參與禮拜的行列；後來也

一起組成「中華佛教音樂展演團」到世界

各地表演。甚至邀請貧僧到廈門出席「海

峽兩岸暨港澳佛教界——降伏『非典』（

SARS疫情）國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法會

」。由於這許多次相處的友誼，有一回，

翁局長忽然提到說：「星雲大師，以後你

可以回到大陸來建一間寺廟嘛！」

貧僧一聽，問道：「你們認為台灣境外

人士可以在大陸建寺院嗎？」他說：「你

當初在大陸出家不是有祖庭嗎？你可以復

溫室花朵

人間植物禪

嬌嬌女的打工條件

誤割

文／珍珍

文與圖／白石莊主人

貧僧兩岸往來記

探討維摩經 開拓東亞多元視野

貧僧有話要說 十七說

【記者陳瑋全、知文宜蘭報導】佛光大學

佛教研究中心、佛教學院主辦，人間佛教研

究院協辦之第二屆「維摩經與東亞文化」國

際學術研討會日前在佛光大學舉行，邀請海

內外專家學者，提出「維摩經梵漢對譯研究

」等六大維摩經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為東

亞文化開拓多元視野。

研討會由佛大校長楊朝祥主持開幕，佛大

董事長慈惠法師、南華大學副校長慧開法師

、佛教學院院長萬金川、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謝大寧等先後代表致詞為此次研討會揭開序

幕。

    
十年建構  佛研平台

佛大校長楊朝祥於開幕式提出，佛光山重

視文化與教育，而人才的培育需要大量的學

術研究來支撐，這是成立佛教研究中心的本

意。

佛大董事長慈惠法師致詞時表示：「佛教

研究中心，可以為全世界研究漢傳佛教的學

者，提供最專業與豐沛的服務。」

佛教研究中心主任謝大寧教授希望「能夠

於十年之內，會聚各路英雄好漢，建構國際

性漢傳佛教的研究平台。」而在漢傳佛教的

範疇內，慧開法師也進一步指出「中國歷代

祖師大德判教，無不判《維摩詰經》為殊勝

。」於今推動學界對《維摩經》的重視，聚

焦探討《維摩經》與東亞文化種種交涉，顯

示了重要的現代意義。

萬金川院長期許透過研究計畫，達到學界

「群聚效應」，讓漢傳佛教研究「從邊陲到

中央」，帶動質與量的提升。對與會學者在

颱風重創校園，風雨不止之際仍歡喜參與研

討盛會，他以清代學者孫星衍「莫放春秋佳

日過，最難風雨故人來」來表達謝忱。

    
大師期盼  佛教重鎮  

佛教研究中心副主任陳一標主持綜合座談

，其表示要逐步帶領佛教研究中心與佛教學

院緊密結合。學者稱佛教學院是修行與學術

研究理想的環境，研討會二十餘篇論文觀點

耳目一新、言之鑿鑿，用一部經總涉多元的

專業，達到國際一流學術水準，「唯一不足

的地方，就是我們感受不到有何不足」。開

幕時慈惠法師遠來傳達大師的祝福，大師更

致電表示關切，「希望中心發展成漢傳佛教

的重鎮」。

佛教傳入中國已逾二千年，對文化、信仰

和生活影響深遠，從而發展出具有特色的漢

傳佛教，並傳播到整個東亞文化圈。

本次會議以此為探討主題，探討漢傳佛教

與維摩詰經在東亞的傳播與影響，特別是此

部經中闡述維摩詰以在家居士身分修持、弘

揚佛法，接引學佛人，讓佛法落實於生活各

個層面，正是人間佛教在世間的最佳經證。

    
逾200學者  熱烈響應

研討會共有日本創價大學辛嶋靜志教授、

佛光山電子大藏經主任永本法師、華梵大學

校長高柏園、嘉豐出版社負責人林光明、德

國萊比錫大學柯若樸教授、漢譯西藏大藏經

協會理事長智懿法師、四川大學張弘教授、

韓國東國大學金天鶴教授、南華大學鄭阿財

教授、日本大正大學西野翠研究員、廣州中

山大學龔雋教授、高雄中山大學越建東教授

等二百多名學者、觀察員與會。

研討會特邀日本梵漢對譯研究專家辛嶋靜

志發表主題演講「誰創造了大乘經典」。辛
嶋靜志稱讚中心在建構及發展漢傳佛教研究

方向的高瞻，「透過研究漢語佛典，讓我們

了解從二世紀到十一世紀大乘佛教的變遷」

，他也盼日後能夠常跟佛光大學交流，「一

起推動佛教二十一世紀文獻學的發展」。

⬅第二屆維摩經與東亞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全球學者雲集一堂。前排左起德國萊比錫

東亞研究所長柯若樸教授、日本創價大學國

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長辛嶋靜志教授、佛光

大學董事長慈惠法師、佛光大學校長楊朝祥

、佛光大學佛教學院院長萬金川、南華大學

使命副校長慧開法師。�

� 圖／佛大佛教學系提供

興祖庭啊！」由於他的善意，就讓貧僧在

現任國家宗教局王作安局長的故鄉——宜

興市，重建了過去的祖庭白塔山大覺寺。

十年來，承蒙宜興市政府蔣洪亮、王中

蘇等領導，以及當初的宗教局長許偉英、

所在地西渚鎮委書記蔣德榮等許多人給我

們的關心，劃給我們一塊二千畝的山區土

地，也獲得建設局金新華局長的幫助，為

我們種樹、設立停車場，真是要什麼就有

什麼，甚至，要把旁邊一座有萬頃規模的

水庫改名為「星雲湖」貧僧一再地跟他們

推辭，直說不可。

幾番往來後，不得已只有說：「用半個

名字送你們，就叫做『雲湖』吧。」現在

，「雲湖路」、「雲湖賓館」、「雲湖國

際會議中心」……紛紛都用起了這個名字

來。

在大陸感謝他們的盛情，真是要風有風

，要雨有雨。貧僧說一句真心話，說大陸

共產黨不提倡宗教，在貧僧的感覺裡，大

覺寺的建設受共產黨的恩惠幫助，比起在

台灣和其它的地方建寺廟，又方便了不知

多少倍。

如今，貧僧的祖庭大覺寺，大雄寶殿在

今日的中國大陸，應該也算是數一數二、

莊嚴巍峨的寶殿，和基地千坪以上、十五

層樓高的白塔，兩相呼應。白天登塔，遠

眺雲湖風光，夜晚，在西安劉劍宏居士的

協助下，綻放光明，把白塔妝點得簡直是

一座燈樓、一座燈山了。� （待續）

朋友的女兒大三了，最近吵著要打工，說

是要增長見識，友人在有條件下勉強同意，

其條件如下：餐廳端盤子萬萬不可，加油站

打工空氣太差，便利商店、飲料店時間太長

，總而言之，家教最適合，但只能教一個。�

我隨口問道：「餐飲服務接觸的人群最廣

，最能訓練耐性，磨掉嬌氣，體驗人生，為

何不行？」她回答說：「女兒個子嬌小，只

要想到她端著一大疊盤子走來走去，心裡就

擔憂，可是當家教，也怕學生欺負她，真是

傷腦筋欸。」�

女兒只開了一個頭，老媽的劇本發展已漸

失控，擔心懼怕接踵而至。想想自己的學生

時代，父母為了三餐溫飽忙於工作，小孩暑

假打工從穿鐵梳子（紡織修布工具）、包糖

果紙、折紙盒、做塑膠花、串珠子、縫手套

到搬磚塊，包羅萬象，精采萬分，那些打工

經驗成了日後姐妹間最有滋味的回憶。�

姪女自小父母離異，高中零用錢要靠自己

賺取。國中會考完，便到住家附近的鍋貼店

當晚班工讀生，不到一個月學會煎鍋貼、煮

麵、煮水餃、點單、送餐、收桌、洗碗、結

帳、接電話、洗廁所、掃地、拖地、刷地、

洗煎台……店內工作除了還不會調餡料，其

他都已難不倒她。在家吃完飯，會自動收拾

餐桌洗碗筷，這是打工帶來的改變，阿媽欣

慰地說孫女長大懂事了。

父母保護子女天經地義，但過多的關愛卻

是道無形枷鎖，讓孩子飛不高跑不遠，適時

地鬆手反而是一種成長，他們終究是要離巢

的，外面的世界何其寬廣，讓他們盡情翱翔

吧！�

割草時誤割植栽、作物在所難免。當我路

過見著成群割草工人在割安全島和路邊雜草

，或是去訪友見到友人家雇了工人也在割草

，總都難免想到，當這些工人偶一失手，砍

斷了新植的各種植栽或是主人心愛的玫瑰花

，他們會向給他工資的人鄭重提出道歉嗎？

別想太多，大概頂多吐吐舌頭，就裝做沒這

事般打混過去。�

割草難防誤割，就像吃燒餅一定難免掉幾

顆芝麻，平常事一樁，防不勝防。�

通常我的習慣是一發生失手誤割事件就想

到：累了啦，今天的工作就到此為止吧，於

是放下肩頭割草機，脫下耳罩、眼鏡、手套

，回屋裡去。�

所謂誤割，如果要給它一個定義，便是割

了不應割的。那麼，什麼又是應該割的呢？

當然是去之而後快的雜草啦。�

在種植這個動作上，人們選擇其所愛或是

其所需者來種植；在割草這個動作上，則是

去除他所愛或是他所選擇之外的一切。換句

話說，割草是一種絕對功利性的事，下達割

草指令者及接收指令者也絕對要具有一雙銳

利的勢利眼，留所當留，割所當割！

但是站在植物的眼光來看想必是充滿了不

解吧，一樣從泥地裡辛苦長出來，一樣綠油

油有「頭」有「臉」，為什麼有的難逃刀剪

而遭到粉身碎骨，有的則被百般呵護疼惜有

加？為什麼我砍了玫瑰時心疼又懊惱，砍了

成千上萬株雜草還恨不得碎屍萬段？

地球上有了人類以來，植物朋友們的不解

、不平、不甘之心一定始終存在，持續迄今

。如果人們聽得到植物的心聲，被鍾愛者或

許沾沾自喜，被列為割除對象的一定怨氣沖

天了。�

或許，當我們來到真正的大自然，沒有人

為植栽，沒有人去為植物群刻意選擇或淘汰

，我們才聽不到怨聲、恨聲、不平之聲，而

那也才會是真正眾生平等的祥和之境吧？

花開禪心

身教
文／山茱萸

一名網友在臉書上發文「言教不如身教！

家庭教育真的很重要！」�

此文看起來像是旁觀者寫的，其實是這名

網友與孩子的對話內容，讓許多其他網友大

讚這個爸爸做了最好的身教。�

這篇臉書文寫道，「回家的路上，遇見一

位父親騎車載著兩位小孩，女童國小三年級

，男童幼稚園中班，迎面而過一台垃圾車，

女童大喊好臭！父親問她臭什麼？女童說垃

圾車都臭酸味！味道很臭！」�

此時父親很嚴肅地說：「孩子，妳的觀念

是錯的！看到垃圾車要心存感激！沒有人喜

歡臭酸味，如果沒有垃圾車的叔叔阿姨幫忙

，家裡垃圾沒地方丟，那每個人的家裡都是

臭酸味！」兩個小朋友馬上同聲說「謝謝垃

圾車的叔叔阿姨」。�

我們常說孩子其實就是父母的翻版，除了

遺傳因子產生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孩子的

行為多受父母的影響，家庭是孩子人生路上

的第一所學校，父母是他們的啟蒙師；雙親

的一言一行、對事物的看法，孩子是不會揀

擇而照單全收的，因此為人父母者，更應謹

言慎行。�

希望天下的父母，都能口說好話、身行好

事、意存好心，如此必能教出有品德有教養

的孩子。

圖／道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