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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宗教聯誼盛會的貴賓及各界人士

合影（下圖）。一貫道成員（上左圖

）。星雲大師頒發感謝狀予王金平（

上中圖）。天主教聖功醫院代表（上

右圖）。�

� 圖／記者楊祖宏、人間社記者陳碧雲�

陪伴話家常

宗教聯誼 行三好世界一家

文／梁純 

文╱星雲大師

當然，因為糖尿病的關係，起居之間，也

影響到一些日常作息。醫師交代徒眾要照顧

我的身體，並且告誡我要注意飲食，什麼能

吃，什麼不能吃，這讓我感到非常的困擾。

因為一般都說，患有糖尿病的人不能吃過多

的米麵，避免澱粉醣類食物增加血糖的指數

；但不吃米麵，食不飽腹，日子實在難過。

後來，我也沒有太去忌口，每天照常生活，

有飯吃飯，有麵吃麵，隨緣過日子。一直到

現在，貧僧血糖的指數，大約都在一、二百

之間。

後來的大夫看到這些數據說：「現在你年

齡大了，這還不至於有什麼關係。」我在想

，過去年輕的時候，也大都是在這一、兩百

之間的數值，你怎麼不早點告訴我呢？貧僧

覺得糖尿病不是問題，但是要勞動、工作、

運動，因為每天運動，消化了醣份，不會造

成血糖過高的現象，那就應該不是什麼嚴重

的事了。

當然，到了老年，因為糖尿病的關係，又

附帶眼耳鼻舌身心都受它的影響，等於朋友

交往久了，難免有彼此的意見，忍耐一些，

也能相安過去。不過，這又是後話了。除了

糖尿病以外，記得好像在五十歲左右，佛光

山的朝山會、大雄寶殿，經過十年建設，粗

胚已經完成。有一次颱風來襲，把樹木吹倒

，我爬上屋頂，希望把它扶正，不小心從屋

頂跌落到地上。當時不覺得怎麼樣，只是背

部疼痛了幾天，也不以為意。後來，政府倡

導進入中年的公教人員和民眾，都要做健康

檢查。在徒眾們一直催促下，貧僧也去台北

榮民總醫院做個體檢。檢查完之後，已接近

人間植物禪

叔叔的芋頭
文與圖／白石莊主人

闖紅燈

利益的前面，要能想到別人，不為利益
而出賣別人。

現任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榮譽總會長

的吳伯雄先生，在好多年前，有一回乘

坐朋友的車子到某地去。明明路口的交

通號誌顯示著紅燈，但是朋友卻踩油門

急駛向前。他趕忙勸說：「闖紅燈太危

險了！」朋友則回答：「現在車輛不多

，可以爭取時間！」 

行駛不久，又經過了一個路口，仍然

是紅燈亮起，朋友依舊照闖不誤。他繼

續勸說：「看到紅燈要停啊！」朋友就

安慰他：「紅燈很安全的，你看！左右

都沒有來車呀！」 

車子繼續前行，再度來到一個路口，

這次換成綠燈亮了，朋友卻忽然停車。

吳先生相當不解，就對朋友說：「綠燈

亮了，你不走很危險啊！」朋友說：「

這你有所不知，綠燈亮時，恐怕對方來

車闖紅燈，所以車子要停一下，才不會

危險。」 

綠燈危險，紅燈安全？其實，在這個

世間上，許多問題的起因，都是由於違

反了規則所造成。紅燈就是紅燈的意思

，綠燈就是綠燈的意思，不應該任意變

換它的意義。就像人都需要尊嚴，無論

老年、中年、青年、小孩，各有各的尊

嚴，所以，我們對人的態度就要有所規

範。規矩也是如此，一個國家的法律，

必定是維護社會治安的準則，維護人民

權益公平的法則，因此刑法、民法都有

它各自的內容，民眾不應該向法律挑戰

。如果我們連法律都不相信，讓它失去

了權威，你說這個社會、這個世界什麼

才是權威呢？ 

佛教重視戒律，釋迦牟尼佛曾說「戒

住則僧住」，有了戒律，才有出家人，

沒有戒律就不會有僧團。同樣的，有法

律制約才有良善的社會，如果沒有法律

制約，社會脫序就不可愛了。因此，守

法的思想觀念對每個人都很重要，在一

個公平、合理、法治的社會裡，人人才

能生活得安心自在。

【記者羅智華高雄報導】世界一家！一年

一度的「二○一五宗教聯誼會」日前在台灣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登場，今年參與的宗教團

體從亞洲擴及國際，有來自佛教、道教、儒

家、天主教等海內外團體與五百多家宮廟共

襄盛舉，參與規模創下歷年宗教聯誼會之最

，展現出跨宗教、跨信仰、跨國際的多元融

合特色，為宗教傳播歷程寫下歷史新扉頁。 

今年宗教聯誼會具有「本土化、國際化、

信仰化」三大特色，除邀請歌仔戲團「明華

園」等知名藝文團體前來展現藝術之美外，

宗教規模亦比往年擴大，有來自大陸、馬來

西亞、菲律賓、巴西等不同宗教團體及代表

蒞臨，其中大陸宮廟參與數量歷年最多，體

現儒、釋、道本一家，不分彼此的宗教融合

盛景，堪稱可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指標的宗

教盛會。 

「人民的幸福安樂與世界和平需靠宗教相

互尊重與和諧來攜手達成。」佛光山開山星

雲大師表示，佛陀、耶穌、觀音、媽祖、城

隍爺這些神明信仰各有不同，有些信眾會去

爭誰是第一、誰是第二，但如果有分別心，

宗教就易分裂，但若能相互包容，彼此的信

仰就都是第一。 

    星雲大師期許  世界宗教和平大會 

大師說，人與人之間會相互來往，各神明

信仰之間亦需如此才能彼此尊重，達成宗教

融合願景，而這正是成立中華傳統宗教總會

與舉行宗教聯誼會的用意所在，星雲大師並

期許未來能將宗教聯誼會進一步擴大成「世

界宗教和平大會」，促成全球更多宗教交流

與融合。 

而各宗教齊聚聯誼會的殊勝場景也讓代表

一貫道天臺聖道院道藝組與會的點傳師蔡武

章不禁讚嘆「世界大同的美好景象就在我們

眼前展現！」，致詞時特別感謝主辦單位用

心舉辦這場宗教聯誼會，讓各宗教攜手體現

「世界大同」的理想。 

    大陸宮廟團體  參與數量創下新高 

協助大陸宮廟團體來台交流的台灣傳統倫

理文化發展協會會長陳孝忠表示，今年參與

宗教聯誼會的大陸宮廟數量多達十二個，創

下歷年參與之最，體現兩岸宗教良好的互動

與交流。 

天主教聖功醫院院長楊儀華修女則談到，

樞機主教單國璽生前與星雲大師原本就是好

友，感謝大師幫助單主教完成打造「真福山

」夢想，展現動人的跨宗教情誼，她表示自

己一直很認同佛光山推行的「做好事、說好

話、存好心」三好運動，相信若每個人都能

實踐三好，將能讓世界更美好。

我一生「與病為友」

貧僧有話要說 二十一說

傍晚下班時間，一位主任醫師認為我的檢查

結果有問題，邀約好多位相關的醫療人員來

為我診斷。他吞吞吐吐，好似難以啟口，最

後問我：「你們出家人畏懼死亡嗎？」

    
健康檢查  醫談生死議題

這個問題問得太突兀，我是來檢查身體，

為什麼講到死亡這個議題呢？這真是很難回

答，但我又不能不回答他。如果我說怕死，

他會笑我是一個沒有用的修行人；如果我說

完全不怕死，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是人？那

我也太過矯情了。我就回答他說：「死亡不

怕，應該疼痛比較可怕。」他聽了以後終於

開口：「你的背部有一塊可疑的陰影，應該

是不好的東西。如果真是惡性的，生命只有

兩、三個月而已。你明天再來重新檢查一下

吧。」

貧僧聽了一點也沒掛懷，反而跟他說：「

不行，我明天在宜蘭要主持一位比丘尼的告

別式。」他說：「那就後天好了！」我說：

「後天也不行，因為我在南部高雄開山，已

經約了工人要會議。」他就怪我：「你的健

康也不是不重要啊！」當然，我謝謝他的好

意，就說：「那等我從高雄回來之後再說吧

。」貧僧確實對自己的色身健康不是那麼樣

的重視。

我回到普門寺，時候已晚了，徒眾們等得

心急，紛紛問我檢查結果如何。我說，今天

做了切片檢查。他們很訝異，問我什麼是切

片檢查？我幽默的跟他們說，就是割一塊肉

下來，用刀切成一片一片檢查。他們緊張的

問我：「割的哪一塊肉？嚴不嚴重？」其實

，我只是嚇唬他們一下，莞爾一笑而已。

我在高雄完全忘記了檢查這件事情。十多

天後，醫師透過台北普門寺打電話追蹤我的

行程，好心要我一定前往醫院複檢。貧僧漫

不經心，不感到有什麼嚴重性的回到台北榮

總，十幾位醫療團隊的醫師已經在等候。那

時，貧僧因為寫作、建寺、弘法，已經有了

一點名氣，承蒙他們對我特別照顧，做一個

徹底檢查。

    背後瘀血  癌症疑慮消除

照過片子之後，他們問我：「你有跌跤過

嗎？」我想不起來是否有摔倒的往事。後來

醫生說明，你背後的黑斑瘀血嚴重，我才記

起那一次從屋頂跌到地上的事。他們一聽，

才鬆一口氣說：「啊，那就不要緊了，背上

的黑點應該是跌傷的瘀血。」一場癌症的疑

慮，也就煙消雲散，好像這個朋友還沒有認

識相處，就離開了。

隨著年歲的增長，人生的各種問題，也會

不斷的來訪問。記得是在一九九一年八月，

佛光山在台北舉辦供僧法會，早上貧僧在浴

室沐浴更衣，準備前往參加。忽然房間內的

電話響個不停，我跑著去接聽，還沒拿起話

筒，響聲就停了，於是我又回到浴室繼續盥

洗。這時，電話鈴聲又再響起，貧僧擔心電

話那頭的人等急了，趕緊又跑著去接聽，沒

想到電話還是沒有接到，因為地上有很多肥

皂水，我一不小心整個人滑倒在浴室裡，跌

斷了腿骨。徒眾們緊急把我送到台北榮民總

醫院，承蒙主任陳天雄為我開刀，放進四根

鋼釘固定。

睡在病床上，我疼痛難忍。到了半夜，見

弟子心平法師坐在旁邊的椅子上看顧，我跟

他說：「心平，你來睡在床上，把椅子讓給

我坐，我睡在這裡非常不舒服。」他不敢違

逆我的意思，就睡到床上去，我就坐在椅子

上歇息。過了一會兒，他忽然起身說：「師

父，不行啊！等會兒護士來打針，把我當成

病人，打錯了就不好了。」疼痛，讓我整個

人糊里糊塗的，後來如何解決這一段公案，

我也不復記憶了。 （待續）

有一天，和一位朋友聊到他家柿子熟了的

事情，隨口一問：「種柿子幾年可結果？」

他說：「大約總得五、六年吧。」一聽這樣

久，我當場打消了在小園裡種上一棵柿子樹

的念頭。 

我把這事告訴海外的兒子，兒子大大不以

為然，回我一句：「忘了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這句話啦？」 

在海外努力經營農場的兒子，拒絕了將農

場變更成住宅區的誘惑，說是要為野鹿野鳥

護住一方樂土。他回答我的話，教我好生慚

愧，是呀，幾時我竟變得如此功利了？ 

在台灣的白石莊，園區靠馬路的田溝中有

一排芋頭，長得非常好，年年有好吃的芋頭

可以採收，收完又長，採也採不完。 

這一長排芋頭，是幾年前這兒當里長的叔

叔幫我們種的。記得那天他開著小貨車路過

，見我在菜園中忙著，下了車，俐落的找來

了芋頭的苗，三兩下替我種上了一排，從第

二年起，我們年年有芋頭吃，而這位叔叔卻

已在兩年前仙逝。 

看到芋頭葉長得青青翠翠，總難免想起叔

叔的容顏。「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正是

這樣的寫照吧！

鄰居劉老師五十五歲退休，他不把遊山玩

水當作人生的退休藍圖，而是將陪伴母親列

為首要任務。他說：「母親都八十餘歲了，

我能承歡膝下的日子還有多久呢？」 

我常看到劉老師端一把小椅子，像個小孩

蹲坐在母親旁邊（他說這樣才能回到兒時的

時光），母子兩人一起曬陽光、看街景，偶

爾風吹過來，劉老師還會幫媽媽用髮夾固定

好吹亂的白髮，那幅美好的畫面，總讓我看

得出神。 

陪伴的大部分時間，劉老師會像記者一樣

向媽媽提出各種問題，我好奇哪些話題可以

引起老人家的共鳴？劉老師回答：「長者都

喜歡憶從前，提到往日情懷，他們的話匣子

就打開。 其實，媽媽的童年，少女到成家

生子，每一階段我都很熟悉，因為已經聆聽

過好多回了。」

「不會覺得無趣嗎？」我再度詢問。 

劉老師誠摯地說：「年邁的父母能多開金

口，為人子女要感到歡喜才是，雖然都是一

再重複的內容，但換個角度想，開口說話需

要動腦筋，老人家願意『說』，不是有助於

思路的活絡嗎？這樣也可以減少失智的風險

。」 

一語驚醒夢中人，劉老師的論點和及時行

孝的作為，既讓我茅塞頓開也深深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