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天寺  Nan Tien Temple (IBAA)
Buddhist Centre 180 Berkeley Road Berkeley NSW 2506

Tel: 61(2)4272 0600   Fax: 61(2)4272 0601
E-mail: nantien@fgs.org.au    www.nantien.org.au 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Merit Times
Australia

文／星雲大師

圖
／
道
璞

另類財富

北大五明論壇 智慧連結兩岸

【人間社記者李生鳳高雄報導】燕園企業

家同學會第十二屆年會暨二○一六年度北京

大學五明論壇，日前於佛陀紀念館佛光樓國

際會議廳舉行。

主題「海峽兩岸共參，智慧引領未來」，

由北大高層管理者培訓與發展中心主任張廣

茗、佛光山寺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北京大

學哲學系教授樓宇烈、海峽交流基金會會長

林中森分別以「國學智慧引領未來」、「佛

道與商道」、「國學智慧的力量」、「兩岸

關係發展新局」發表主題演說，探討如何面

對經濟全球化。

論壇與會者有一百五十人，包括星雲文化

教育公益基金會祕書長張靜之等。

    
國學結合佛法  圓滿人生
 
「沒有立足於傳統的現代化，不是真正的

現代化，現在試圖從傳統與現代中，找尋其

相互關聯。」張廣茗表示，若將五明國學比

喻成國學之樹，中國文化歷史即是根系，主

幹為中國的文字、文章，儒釋道和諸子百家

是伸出的枝幹，禮樂射御琴棋書畫是繁葉，

所結成的果實，就是君子之道、聖賢文化。

他希望從國學的智慧中，以哲學角度俯瞰世

界，以智慧圓滿人生。

樓宇烈引用國學和佛法說明，要運用智慧

超越智識帶來的分別，也就是佛法說的「轉

識成智」，它是解除生命困惑的智慧。

    
商道結合佛法  新財富觀 

慧傳法師以星雲大師歷年春聯墨寶〈三陽

和諧〉、〈聰敏靈巧〉、〈生耕致富〉、

〈龍天護佑〉為例，指出人生不如意事十之

八九，要以智慧面對困境，等待機緣來臨，

並在平時好好耕耘，運用聰敏靈巧，為人帶

來歡喜，還要學習星雲大師的「人生三百歲

」，使內外一樣充實。

法師另分析星雲大師的〈求財富祈願文〉

，包括外在和無形的財富、求財富的目的和

方法，以及如何運用，慧傳法師表示，希望

這些結合生活和工作的看法，能為企業領導

帶來些許啟示。

   
 兩岸開放交流  互利互惠

林中森從兩岸關係及協商成果、全球化區

域經濟發展現況、台灣經濟發展特性、兩岸

合作展望探討，分析兩岸的歷史、認知，以

及如何建立共識取得發展。並表示，台灣的

優勢是企業發展具創新能力、城鄉差距小，

兩岸開放交流合作，將創造互利雙贏。論壇

最後，林中森以「台灣人的優點是熱情、善

良、樸實、好客」之語，獲得熱烈掌聲。

❶北大高層管理者培訓與發展中心主任張廣茗講「國學智慧引領未來」。

❷佛光山寺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講「佛道與商道」。

❸北京大學五明論壇，日前於佛陀紀念館舉行。海峽交流基金會會長林中森以「

兩岸關係發展新局」為題，發表演說。

❹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樓宇烈講「國學智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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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吃的貓

悟道要親自體證，所謂「悟後起修」，雖然開
悟了，不去實踐，也不能成佛。因此，有的人
先修後悟，有的人先悟後修。等到因緣具足，
自能開悟「成佛」，這也是為什麼諸佛都在人
間成道的原因。

有一隻貓子偷吃鄰家的飯菜。第一次

，牠覺得心裡不安，滿懷罪惡感，對著

母親的遺像懺悔，說：「媽媽，您從小

教我要做一隻清清白白的貓，不可以貪

求人類的東西，我真該死，竟然做了這

壞事。」牠嗚嗚地哭著，心中不斷告訴

自己，不可以再當小偷了。 

但是事實不然，牠又偷吃了。第二次

偷吃時，牠自我安慰說：「反正飯菜那

麼多，他們也吃不完，我不過是『幫忙

』吃而已！」 

第三次偷吃時，牠理直氣壯地告訴自

己：「誰叫他們不把飯菜收拾好，一再

地引誘我上門，這不是我的錯啊！」 

第四次偷吃時，牠已經像個選舉時的

候選人，慷慨激昂地發表高論：「貓的

社會充滿貧富不均，需要重新分配社會

資源，我就是那個執行正義的使者。」 

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多次之後

，貓子像個上餐館點菜的顧客，大搖大

擺地跳上桌子，大口享用鄰人的飯菜。 

暗路走多了，難免碰到鬼。有一天，

貓終於被巡邏的警察逮到。臨上警車時

，牠對著圍觀的群眾說：「我可不是小

偷，我是一個高貴的正義使者。」 

貓第一次偷吃，心裡尚且感到羞愧難

安，只是這一份良知不久就被欲望的洪

流給淹沒了。 

佛陀曾說：「慚恥之服，無上莊嚴。」

維繫世間人倫的綱紀，就是「慚愧」。 

當今社會之所以亂象叢生，就是由於

缺少慚愧心，如同貓偷吃飯菜的心理過

程，一次又一次地為自己所犯下的過錯

，找尋似乎合理的解釋。 

一個沒有慚愧心的人，在他的認知裡

，殺、盜、淫、妄、酒算不了什麼。 

但是如今在社會上，這樣的人一多，

色情、暴力、貪汙、詐欺、傷害等等問

題，也就難有止境了。這個社會的安定

，人人都有責任，讓我們一起來為人心

的淨化、道德的重整、良知的挽回而努

力！

重新估價
文／喜壯

六十五歲的林文輝退休後和妻子洪秀珠搬

到苗栗縣造橋鄉定居，愛上造橋的好山好水

好人情，讓他樂於付出，陸續加入鄉內環保

義工隊、體育會、佛光會等服務團體，也擔

任樂齡學習中心班長、鄉公所義工隊長及民

眾服務站義工隊長等，服務大眾進而自我成

長。 

林文輝說，他時常跟妻子一塊出門，有時

也帶著孫子外出當義工，心境快樂滿足，感

覺很好。 

他形容，一開始期許自己「廢物利用」，

接著發揮「再生價值」，隨著服務經驗愈來

愈多，進入「重新估價」的階段，為人生創

造全新價值。 

林文輝說，擔任義工可以平心靜氣面對批

評，讓他反思「為何我們能容忍陌生人，對

家人卻不行」，因此與家人、子女相處的態

度也大為改善。 

林文輝透過義工生活，結交許多朋友，他

感謝妻子在背後支持，「是我做事的最大動

力」，他也鼓勵退休者勇於走入人群，放開

心胸，重新結交朋友，就是對人生的另一種

肯定。 

人的餘命愈來愈長，很多人度日如年，無

所事事，活得老卻不快樂，林文輝當義工，

快樂得不得了，活得老也要活得精采，這就

是新人生觀。

社區健康廚房

用心對待

山藥健康粥＋海苔醬

老人的壞習慣 

文與圖／張翡珊

文／楊嘉敏

在冷冷的早晨為自己及家人煮一鍋熱熱的

粥品是極大的享受。 

把食材洗好、浸泡，再用電鍋煮，都是非

常方便的。 

今天我們用簡單的烹調方式來煮粥，還有

一道老少咸宜的海苔醬。 

山藥健康粥 
主材料： 

糙米1米杯、綠豆仁半米杯、燕麥半米杯

、腰果1米杯、日本山藥150g、水8米杯 

作法： 

❶山藥去皮切丁。 

❷糙米、綠豆仁、燕麥洗淨後以8杯的水浸

泡4小時。 

❸浸泡後材料加腰果放入電鍋，外鍋加1杯

半的水煮熟。 

❹電鍋跳起後加山藥丁，再燜煮5分鐘。 

註：「粥」之意，就是煮至糜爛，濃稠度

可依自己的口感作調整。 

注意事項： 

❶口味可原味、鹹、甜都可。食用時可以再

加黑芝麻粉、熟小麥胚芽、五穀粉等。 

❷根莖類可用南瓜、地瓜、芋頭取代。 

海苔醬 
之前與學員分享這道海苔醬時，學員中就

有人說：「老師，我們家好喜歡吃海苔醬，

這做法好簡單又便宜，妳早點教我們做海苔

醬，我們就不用花那麼多錢去買了。」 

主材料： 
原味海苔10片、冷開水150g 

調味料： 
油10g、素蠔油120g、糖10g 

作法： 
海苔剪成1公分方形大小，加冷開水拌成

泥，再加調味料拌勻，即可放入罐子冷藏保

存。 

小叮嚀： 

❶油需使用沒有味道的油，味道才不會太雜

。如：葡萄籽油、沙拉油…等。 

❷若要延長保存，食材可再放入電鍋內蒸過

，空瓶煮過，放涼後裝罐冷藏。 

❸醬油需使用醬油膏或素蠔油，若使用一般

醬油會太稀。 

❹食用時可以加熟白芝麻粒。 

❺海苔要用沒有調味的燒海苔，口感較佳。

若是用紫菜口感較軟。

 每個人都有習慣，只是好壞不同，老人

也是如此。不同的是，老人的壞習慣，我們

得用心對待。

 我照顧的阿伯可能是味覺退化，喝豆漿

愛加鹽，連喝牛奶也加鹽。平常三餐吃起來

不夠鹹的話，還會加碼再加鹽。有次看醫生

，醫生嚴重警告他，不要吃那麼鹹。我心想

：這下被醫生修理，阿伯應該會乖乖聽話吧

！沒想到，隔天早上喝牛奶，他還是要加鹽

……

這恐怕是阿伯根深柢固的壞習慣吧！剛開

始，我真的無法忍受他嗜鹽如命的心態，但

轉念一想阿伯還有幾年好活呢？愛加鹽的話

，就讓他加吧！我再從別的地方想辦法減少

他的食鹽攝取量，就讓他滿足嗜鹽癖好吧！

 我想老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壞習慣，在旁

人眼中，有些壞習慣，真是會要人命！像愛

抽菸、亂吃藥或亂吃保健食品等等。

面對老人的壞習慣，過度干涉與責備，都

會讓彼此不快樂，而且心中還會留有疙瘩。

倒不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快活，自己

也輕鬆。當然，偶爾也要帶他們去讓醫生修

理一下，才不會讓壞習慣太肆無忌憚與囂張

呦！

文╱星雲大師

二年前，在一次重感冒之後，長庚醫院幾

位醫生在佛光山開山寮為我看診，強迫我一

定到醫院做一次核磁共振和超音波的檢查。

其實這在過去，已有過多次的經驗，過程也

只是受一小時到半小時的折磨而已，沒有感

到是好是壞，貧僧也沒有過問結果，就好像

這個色身是別人的而不是自己的一樣，對它

並不特別關心。因此，像醫生每次檢查後，

總要做的一些說明，我聽不懂，也不想要聽

，大部份都是由慈惠法師幫我聽，我想，幾

十年下來，他應該聽成具備各種醫藥常識的

專家了。

但這一次，醫生們神情緊張，非得要貧僧

去醫院做更精密的檢查。記得那是在一間醫

療室裡，十幾名醫護人員圍著我，過程中，

一下子這個人要我這樣，一下子那個人要我

那樣，一會兒是提手，一會兒是抬腳，這時

候翻過來，那時候又轉過去；我心想，橫豎

自己也看不到，就聽任他們的安排，統統照

做。我知道他們的好意是為了對身體每一個

部位做仔細檢查，但在我，忽然感覺到，過

去的屠宰場殺豬宰牛，也不過就是這樣吧。

我不禁感慨，人生不就是如此嗎？生死存

亡一線間，每個人面對老病死生都是平等的

，到了最後，什麼功名富貴、權力地位，沒

有什麼大不了，也不值得去恐怖畏懼了。

    與病為友 生死置之度外

因此，貧僧這一生的疾病，可以說也是經

常有之；因為不介意，「與病為友」這個

想法，讓自己雖有病痛，還不致於如臨大

敵，倒也相安無事，過得很順利。如今年近

九十，生死早已置之度外，這大概與貧僧從

青少年起，就在苦難歲月裡成長，覺得世間

也不是怎樣美好、沒有什麼值得留戀有關吧

！

而在佛教裡，死亡也不是沒有去處，在我

們的看法，死亡不是消滅，而是像移民一樣

，所謂「往生」，就是從此處移民到彼處；

又好像汽車零件，這個零件壞了，換另外一

個零件；這個身體壞了，換另外一個身體，

這應該都是好事，不必那麼悲傷。

但大部分的人認為，生死是人生大事，事

實上，在生命過程中，人之生也，何必歡喜

？生了不久不是要死嗎？人之死也，何必悲

貧僧有話要說 二十一說

哀？死了不是會再生嗎？所以，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生命是不死的，是一種輪迴，是

無窮無盡，看得淡泊，像春天播種，如夏秋

生長，似冬天枯亡，這些轉換改變，也是一

樁平常的事情而已。好比氣候有春夏秋冬，

物質有成住壞空，人生有老病死生，又何必

分別計較，那樣看不破呢？

因此，佛教講「生老病死」，在我的體會

，應該把它改做「老病死生」。因為講「生

老病死」，死了好像就沒有了；假如改成「

老病死生」，生了以後會死，死了之後還會

再生，生了就有希望，就有未來。

    帶三分病  修道的增上緣

我非常欣賞一位老太太要過世的情形，國

外的兒女子孫都回來圍繞在她的病榻前面，

她望望子女說：「我想喝杯酒。」兒孫們為

了滿老人家最後的願望，就倒了一杯酒給她

喝。

喝過酒後，她又說：「我想抽根菸。」一

位信仰西方宗教的兒子就說：「媽媽，你患

了重病，不宜吃菸。」旁邊的兒女就說：「

你不可以這樣講，媽媽歡喜要吃菸就讓她吃

吧！」於是拿支菸給媽媽。

這位老媽媽在喝了酒、吃過菸之後，說了

一句「人生真美」，就含笑而去了。到底她

是帶著病友而去呢？還是病友陪她同去呢？

這就不必深究了。

想到貧僧一生雖與病為友，但沒有罣礙，

生病時，也不覺得自己生病，所謂「心無罣

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就能夠「遠離

顛倒夢想」，《般若心經》實在是最好的人

生觀。所以，貧僧常說的四句話：「冷不怕

，怕風」，這是在大陸過冬的感受；「窮不

怕，怕債」，這是貧僧童年的回憶；「鬼不

怕，怕人」，這是社會歷練的教訓；「死不

怕，怕痛」，應該就是貧僧現在生活最真實

的寫照。

至於也有人問貧僧，既是修行人，又號稱

「大師」，怎麼也會有這麼多疾病呢？其實

，佛陀早就說過，修道人要帶三分病痛，才

知道發道心。所以，疾病也是我們修道的增

上緣，不要排除它，與病為友，才是最好。

用《金剛經》的話來講：佛說有病，即非有

病，是名有病。而這《金剛經》的妙義，就

需要參詳，才能斷疑生信了。 

 （待續）

我一生「與病為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