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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貧僧有話要說 十七說

擁有財物而不用，和「沒有」有什麼差
別呢？擁有財物而不會用，和「無用」
有什麼不同呢？一心想要「擁有」，不
如提倡「用有」。

文／星雲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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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句譬喻經》裡，記載著商人波

利與海神之間，一段很有智慧的對話：

有一次，大商人波利與五百個商人一

同入海尋寶，船行駛到海中央，忽然間

海神從海底冒了出來，手捧著一掬水問

波利說：「你看是海水多呢？還是我手

上的一掬水多呢？」

波利從容地回答：「當然是一掬水多

啊！為什麼呢？海水雖然多，不一定能

挽救得到那些飢渴的人；一掬水雖然少

，遇上了飢渴的人，卻可以救護他一命

。」

海神聽了波利的答話，不禁歡喜讚歎

，立刻解下身上所配戴的瓔珞裝飾，以

及各種奇珍異寶送給他，並且護送商人

們安全地返回國中。

從這一則故事，我們可以知道，世間

事物的價值，不一定從表相上的大小、

多寡去衡量，有時候也要看它的作用為

何。有些東西看起來雖然不起眼，卻有

很大的功用。例如，小小的沙石可以建

築房舍，供人居住；小小的種子，可以

生長蔬果，供人食用；短短的一句話，

可以影響人的一生，讓人由迷轉悟；少

少的施捨，可以助人燃眉之急，讓人脫

離困境。

甚至一個人的智慧開啟了，所謂「一

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從一朵花中

，就可以看見三千大千世界；從一片葉

子中，也能看到如來清淨法身。

佛教裡有一種修行法門，叫做「回向

」。像是給人一個麵包的同時，如果你

能在心中發願，希望天下的人都能解除

飢餓，那麼，雖然這只是一個小小的布

施，但是普天下之人也都可以獲得這個

功德了。

所以，世間的功德，就看你發心的大

小，發心有多大，就可以產生多大的力

量。

一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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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財富

當作自己的家人
文／曾言

桃園市八德區服飾業者劉世富繼承母志，

在臉書創立「德聚匯」社團，每月協助弱勢

一千五百個便當，弱勢兒童的營養午餐也包

辦，並與殯葬業者合作，協助貧苦鄉親，慈

悲之心，傳為美談。 

劉世富的父親辭世時，家裡窮得喪葬費都

沒著落，母親用父親戰士授田證換來六萬元

，簡單辦喪事後全數捐出。母親熱心助人卻

靠蒐集餿水養豬，將三姐弟拉拔長大。 

受到母親影響，劉世富提醒自己，把弱勢

族群「當作自己的家人」，去年五月母親過

世，他把愛心化為行動，與好友成立「德聚

匯」，幫助無力籌措喪葬費的弱勢鄉親，當

他每次將喪葬需求發出時，總能集資二、

三十萬元，他謙虛說「老天爺很幫忙！」 

因緣際會，劉世富多年前開始資助愛心便

當，親自送達，打響名號，有些里長主動替

里民爭取，愛心便當擴及八德區二十三個里

，得靠里長和義工幫忙。 

「德聚匯」日漸壯大，也協助繳不出營養

午餐費的學童，讓清苦學生免為午餐煩惱，

連學生社團也資助，也讓弱勢學童學習烏克

麗麗等一技之長。 

助人是美德，劉世富因受母親影響，念念

不忘以助人為志業，大愛之心感動了許多人

加入，愈做愈大，受助的人愈來愈多，善的

循環化成正能量，讓社會加溫，讓人間美好

，大家應給他按個讚！

佛法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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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門常說：「叢林以無事為興隆」，人和

，才能無事。僧團裡，平時依「六和敬」來

維繫人事的和諧，所以出家人又稱「和尚」

，即「以和為尚」；儒家則主張「以和為貴

」，自古聖賢也都提倡「和」。

佛教以「六和合」來建設僧團在相處上、

見解上、生活上等各方面的共識與實踐。所

謂「和合」，指的就是「理和」與「事和」

，即僧眾在真理與行事方面都能和諧相處的

意思。「六和」即：

第一、見和同解：即思想的統一。就是大

家的思想、見解要有共識，意見不同，相處

、共事會障礙重重，所以見解要和，要建立

共識。

第二、戒和同修：即法制的平等。對於戒

律、規矩，大家都是一樣平等、共同持守，

沒有特權，也就是在法制上人人平等。

第三、利和同均：即經濟的均衡、共享。

寺院僧團的生活所需都是平均分配，不分職

務高低，人人享有均等的權利。

第四、意和同悅：即心意的和諧。大家共

同住在一起，要有禮貌、有威儀、相互尊重

，和諧、和平共處。

第五、口和無諍：即語言的喜悅。大家沒

有爭論、吵架，人我之間說的都是叢林的語

言，比方，「請問法師上下」、「請長老開

示」、「學人不敢當」、「學人慚愧、苦惱

，請多賜教」，彼此有佛法就不會有爭論。

第六、身和同住：即居住的安樂。在寺院

裡，大家都是共同生活，都為歡喜來修行，

為歡喜而共處。

六和敬中，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

均，是和合的本質；身和同住、口和無諍、

意和同悅是和合的表現。我覺得「和」很好

，每個人穿的衣服，顏色雖然各有不同，但

和諧就漂亮；五官外貌雖然不一，和諧就美

麗；五臟六腑的功能不同，但只要各司其職

，和諧就健康。

僧團因為奉行「六和敬」，因此能和樂清

淨。

廣義而言，一個家庭若能共同行持「六和

敬」，就能和合無諍、美滿快樂；一個團體

若能共同行持「六和敬」，就能發揮團體的

力量；一個社會若能共同行持「六和敬」，

就能成為一個安和樂利的社會；一個國家若

能行持「六和敬」，就能成為一個富強康樂

之邦。

六和敬也是世間的「和諧六法」，人人能

奉行，社會自然和諧無諍，國家必然安定與

富足。

六和敬

文╱星雲大師

  
 
因為貧僧是境外人士，於是邀請我的法

子棲霞山住持隆相和尚前來兼任住持，實際

負責建設工作的是都監妙士法師。他是湖南

衡陽人，出生於台灣，留學美國，獲得宗教

學碩士。幾年前，江澤民主席和他見面時，

見他年輕莊嚴，就問他：「你這麼年輕，怎

麼會出家做比丘尼呢？」他回答說：「主席

，您選擇改變中國，我選擇改變自己啊！」

這句話，特別獲得江主席的賞識。

    大覺雲湖  伸向國際名片

妙士法師雖是比丘尼，和工商各界、信徒

，甚至黨政機關領導都交往得宜。有一次，

一位領導因為他的幹練，想說應該要給他個

什麼職務名義，當時負責的領導就開玩笑說

：「最好請他做我們的統戰部長吧！」現在

，寺裡有來自大陸各省市約五十名的四眾弟

子，在他的帶領下，已經分擔了文化、教育

、社教等弘化工作，大家都能勝任，偶爾也

會到台灣本山進修，做短期的訓練。

大覺寺每天和雲湖左右為鄰，湖光山色，

也覺得美不勝收。當地政府要貧僧做一首〈

雲湖之歌〉，我開頭就說：「向東是百里洋

場的上海，向西是六朝繁華的金陵，南有杭

城、北有揚州……」描寫這裡的交通便利，

四通八達，和這許多城市相互往來，車程都

在一、兩小時之間。看起來，將來度眾功能

會更增加方便了。

感謝海內外信徒們的擁護，大覺寺辦過兒

童夏令營、青年生命禪學營，也舉行佛化婚

禮、菩提眷屬祝福禮，召開過幾次的國際學

術研討會，以及各種藝術活動等。這裡不收

門票，不收停車費，每天歡迎千名、萬名以

上的人士來訪、喝茶、欣賞美術展覽，甚至

在周末、周日，和這裡的貧僧們一起過堂用

齋。特別是三年來舉辦的「宜興素食博覽會

」，五天之中，每年二、三十萬的人潮，良

好的秩序、零公安事故，提升了人民的生活

品質，不但和當地的公安成為好朋友，也獲

得媒體多次的好評，市政府已經把白塔山大

覺寺，列為是他們伸向國際的一張名片了。

儘管如此，貧僧也感到很慚愧，十年來在

那裡開山建寺，可以說破壞山林水土，當地

政府自己花了數千萬人民幣，幫助我們擋土

護坡、栽花植木，修復那些山林水土，貧僧

怎麼能對他們不感謝呢？

   
 發心貢獻  生命過程富足

話說回來，以往大陸稱出家人都叫「貧僧

」，現在人家也不認為我是「貧僧」了。因

為他們說，我擁有比佛光山土地更廣闊的祖

庭大覺寺建設；在上海、北京擁有一整棟的

文教會館；最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會也在南

京成立了，甚至網路刊登貧僧因為出版多部

著作，列名十大版稅收入排行榜。

一本簡體字版《獻給旅行者365日——中

華文化與佛教寶典》，北京人民出版社印刷

發行上千萬冊，要分送給全國各大飯店、旅

館等等。如此一算，現在要叫「貧僧」幾乎

是不可能了。

不過在我的心裡，仔細想來，生命的過程

，貧、富不只是在金錢、物質上的計算，應

該在發心對國家社會的貢獻。像我這種人究

竟是貧僧呢？不是貧僧呢？也就不太去計算

了。

最後，貧僧還有一段意見要說。現在，對

於兩岸關係各說紛紜，彼此僵持不下，在我

認為，只要去除法執、我執，沒有解決不了

的問題。其實，我是認同「九二共識、一中

各表」的，因為這是何等美好的兩岸政策，

是一種公平、平等的依據。台灣人不能否認

自己是中國人，如大陸習近平主席講的「兩

岸一家親」，這樣的和平、平等、和諧，對

海峽兩岸的人民百姓有什麼不好嗎？

 （待續）

貧僧兩岸往來記

人生加油讚

藝術天地

面對挑戰 努力＋信仰＋貴人＝成功

你價值多少？

文／陳明分

文／邱鈺喬    作品／尤尉州

茶敘時，黃登漢大哥分享一則社會新聞。

一位有錢人，只要是出門應酬喝酒都叫計

程車，這樣就不會發生酒駕危險。 

這一次應酬依然叫了計程車接送，後來卻

被發現死在家門口。警方調閱監視器來看，

竟然發現兇手是計程車司機，就這樣逮捕到

犯人…… 

問犯人殺人動機，結果竟然只是為了五十

元。原因是有錢人認為他長期叫他的車子，

應該要算便宜點，就這樣子彼此沒達成共識

而起了口角，進而動起手來，結果一個人往

生，另一個人失去自由。 

如果有錢人感念坐他的車安全又方便，而

多點小費，說不定計程車司機會攙扶他按門

鈴，直到家人開門；或是說計程車司機這回

少收了錢，下次可以選擇不載他。 

黃大哥分享後問：「你價值多少？只有

五十元嗎？」 

我聽完後回答黃大哥：「許多人會說我絕

不是差那點錢，或是說我絕對不是捨不得那

些錢，只是氣不過並且嚥不下這口氣，諸如

此類的話。現在想想都因自身心量太小所致

，而我自己也曾如此，真是慚愧。」 

漸漸明白布施能洗滌內心的慳貪與貧窮，

進而擴展心量，讓知足常樂隨身相伴，歡喜

自然來。 

我笑說別人聽黃大哥演講要花錢，而我長

期有如此福報能跟黃大哥一對一請益，更重

要還有高姐姐疼愛（校長夫人），真的很感

恩！ 

後記：黃登漢，退休國小校長、作家、親

職教育專家。

去年，當我家那兩個小孩離家上大學之後

，我的時間頓時多了起來，靈機一動，想利

用自己的專長，從事翻譯工作。果然皇天不

負苦心人，透過網路求職網，我開始承接翻

譯社的翻譯稿件。最初幾個月，工作壓力大

到讓我喘不過氣來，我好想放棄，不過，我

不斷堅定地告訴自己：「不要輕易放棄，必

須堅持到底，因為神與我同在。」 

每每花一天時間才譯好某領域僅僅一頁的

碩博士論文摘要，下一篇（頁）又是另一個

領域，新知識又要馬上學習理解，連續好幾

個月都在上網蒐集相關知識。當盯著電腦螢

幕的眼睛開始模糊酸澀、頭暈腦脹，甚至噁

心想吐時，我只好閉上眼睛，往沙發上一躺

，休息片刻後再開始。晚上睡覺，輾轉難眠

，腦子裡盡想著翻譯事宜。 

經歷一年多來的磨練、學習、禱告，讓我

更有效率達成任務。上網搜尋及理解相關知

識的速度也變快了，無形中，翻譯的速度與

品質都在神速進步中。在我不斷努力，不斷

禱告，加上翻譯社的業務小姐也很有耐心和

專業地指點我，讓我不斷學習進步。 

之前翻譯一頁碩博士論文摘要需要不眠不

休十個鐘頭才能完成，現在只需要三個鐘頭

便可完成。從翻譯碩博士論文摘要，我也吸

收到各種領域的知識。

現在的我，很喜歡翻譯的工作。每天只要

手機鈴一響，便期待另一端是翻譯社打來的

電話。這讓我體會到「天下無難事，只怕有

心人」。只要找對方向、不要放棄、倚靠信

仰，運氣好還有貴人相助，任何挑戰都能逢

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