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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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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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人徐宗懋 拜會星雲大師
【人間社記者林秀嫺高雄報導】榮獲二○

一二年星雲真善美新聞傳播貢獻獎得主徐宗

懋伉儷，率工作團隊一行五人，日前由公益

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副執行長吳淑華師姑

、《人間福報》總編輯妙熙法師陪同，到高

雄佛光山拜會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致贈最

新出版的《歲月台灣》與《中華民國與二戰

》兩本圖文集，致力為歷史留見證。

圖文集在二○一五年秋天出版，徐宗懋將

兩本書致贈星雲大師及開山寮特助慈惠法

師。大師盛讚其才華與用心，並詢問未來的

工作計畫。徐宗懋表示，美國洛杉磯有一個

Getty影像博物館，內容涵蓋世界文化藝術

，但主要以西方文化為主軸，他希望在台灣

能成立一個包含中華文化藝術的影像館。目

前團隊正實施的計畫是「海上絲路」，這是

一條涵蓋中華、印度、埃及與希臘四個古文

明的絲路。

徐宗懋指出，《中華民國與二戰》一書題

材，是根據美國國家檔案室的二戰時期史料

照片，藉由現代的技術，將黑白照片轉為彩

色，也是近年美國的趨勢。他並建議大師可

以將佛光山開山以來的珍貴黑白照片比照處

理。

星雲大師回贈《雲水三千》及江南織造局

的織錦「吉祥」條幅、甫出版的《人間佛教

》學報．藝文等書，並邀請徐宗懋以抗戰時

日軍占領江陰的一批照片為題材，在揚州講

壇舉辦演講。會後一行造訪佛陀紀念館六度

塔、觀音殿及展館，副館長有賢法師一一為

其解說水陸畫特展。

   
 新聞資歷豐富    圖片選材獨到

徐宗懋在新聞界資歷豐富，一九八○年代

曾採訪以巴衝突、美國轟炸利比亞、薩爾瓦

多內戰、尼加拉瓜內戰、菲律賓推翻馬可仕

的乙沙革命、天安門六四事件等新聞，卻在

資歷和體力皆處於巔峰的年紀，選擇離開熱

愛的記者工作，一心投入文史研究行列。

 對於圖片的閱讀和選材，徐宗懋有特別

深刻的感受，在二十年的記者生涯中，曾經

為《中國時報》《台灣─戰後五十年》、《

天下》雜誌《二十世紀中國人的山河歲月》

，以及漢聲《大遷徙》製作圖文報導。

自二○○○年成立台灣文史工作室，專事

歷史影像收藏、寫作、出版、展覽等工作。

他深入城鄉田野調查，以縱橫古今、追求生

存價值為目的，期能實踐生命的意義。

⬅徐宗懋（中）率工作團隊到佛光山拜會星

雲大師（右），致贈《中華民國與二戰》圖

冊。  圖／人間社記者林秀嫺 

人面瘡的故事

有的人位高權重，習慣用勢力去折服別人。有朝

一日，一旦失勢，別人必定會找機會報復。所以

，以勢力折人，必定招致未來不幸的後果，不可

不慎。

人的身體有很多疾病，其中有一種瘡

疾，叫做「人面瘡」，是長在人的膝蓋

上，形相如人一般，五官齊全，還有一

張口，每天也要吃飯。這則「人面瘡」

的故事，是發生在唐朝知玄悟達國師的

身上。 

唐朝的知玄禪師有一次外出雲遊參學

，半路遇到一位同道。這位同道的身上

長了瘡，並且發出惡臭，沒有人敢和他

往來。知玄禪師心生憐憫，便主動給予

照料，直到他身體康復為止。同道心中

非常感謝，就對禪師說：「將來如果你

有什麼苦難，可以到四川彭州九隴山來

找我。只要看到二棵大松樹並連在一起

，就是我居住的地方了。」其實，這位

同道是個阿羅漢，名叫迦諾迦尊者。 

後來，知玄禪師因為道高德重，受到

唐懿宗的恭敬，禮拜為師，並且敕封為

「悟達國師」。坐上了皇帝賜予的檀香

寶座，悟達國師可說備受禮遇，不知不

覺就生起了虛榮心。不久，他發現膝上

害了人面瘡。國師深知這必定是因為自

己的得失心，而招感業障現前，他想起

過去那位同道臨別的叮囑，於是忍著痛

苦，來到四川彭州九隴山。 

在同道的招呼下，悟達國師先是住了

一宿。隔天，在一位童子帶領下，來到

一處泉水邊。身上發熱、痛苦難耐的國

師，掬起水來就要清洗人面瘡，但是瞬

間，人面瘡竟然開口說話了，他說：「

悟達國師，暫且不要清洗！我要告訴你

，你我在西漢時代結下了冤仇，那時候

你是袁盎，我是晁錯，因被你誣陷，招

來殺身之禍，久已想要報仇雪恨。但由

於十世以來，你都是一名高僧，所以我

始終沒有辦法靠近你。到了這一世，因

為你受到皇帝的恩寵，起了虛榮心，於

福德有損，我才得以乘虛而入。今日承

蒙迦諾迦尊者出面為你我解除冤業，賜

給我三昧法水，令我得到清涼解脫，我

們之間的宿怨，從此就一筆勾銷了。」 

這時候，悟達國師連忙以清水洗淨人

面瘡，只是，其痛真是痛徹肝腸，立刻

就讓他昏厥了過去。奇妙的是，等到他

甦醒過來，人面瘡也消失了。 

由此因緣，後來悟達國師作了《慈悲

三昧水懺》，敘說懺悔認錯可以消災免

難。 

從這一則故事中，我們可以知道懺悔

的重要。衣服髒了，用水洗一洗就會乾

淨；身體髒了，用水洗一洗，就會清潔

；一個人縱然有一些罪業，只要誠心懺

悔、肯得改過，懺悔的法水就能滅罪消

愆。

古之家訓

一字嫁妝 
文／孫偉

 何紹基字子貞，清道州人，著名詩人、

書法家。道光進士，任職北京翰林院編修。

何紹基女兒出閣之日，他因事不克返鄉，寄

回一木箱作為女兒嫁妝。家人打開，箱內只

有宣紙一張，上面一個「勤」字，女兒明白

父意，把「勤」字掛在堂屋，作為座右銘。

 古人云：「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

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一勤天下無難事

。」信哉斯言！ 

能為我安心否

食說新語

年菜雋品素什錦
文／朱振藩     圖／本報資料照片

早在幾世紀前，每逢過年時節，家家備辦

年菜，好不豐盛熱鬧，飽啖葷腥之餘，為了

清爽適口，必準備素什錦。這菜大有名堂，

堪稱變化萬千。北方稱「炒鹹什」，南方叫

「十香菜」，又叫「八寶菜」。

由於純素無葷，平常較罕製作，過年卻不

可少，想來很有意思。

素什錦的食材，的確琳瑯滿目。舉凡白蘿

蔔、胡蘿蔔、黑木耳、黃花（金針）、豆

腐皮、豆腐乾、醬薑、醬瓜、冬菇、冬筍、

榨菜、芹菜、麵筋、腐竹等，無一不可入饌

，而且可任意搭配，或八樣，或十樣，甚至

十二樣，豐儉隨人意，只要滋味好，誰曰不

宜？但有一樣必不可少，那就是黃豆芽。它

的形狀像如意，故有「如意菜」之稱。每逢

新年時，為圖好口彩，多吃如意菜，凡事求

順當。

製作素什錦時，訣竅在其刀工，各式各樣

食材，不僅要切得細，還得長短力求一致，

才易翻轉炒透；同時不加味精，醬油用淺色

者，望之漂亮光鮮；謹記用素油炒，全炒到

乾而熟，再混著炒即成。菜冷後再吃時，可

略加麻油拌，食來別有風味。

其實在過年期間，純吃個炒黃豆芽，或吃

「金鉤掛玉牌」，雖較素什錦料簡單，但其

精采奧妙處，似乎亦不遑多讓。這些皆是家

常菜，手法卻因人而異，而且都大有滋味。

文史大家唐振常，本身亦是個食家，對食

文化研究深。曾舉炒黃豆芽之例，力辯川菜

並非皆辣，指出：「按我家通常之食……有

的則明顯可以加辣而不加辣者，如炒黃豆芽

。」他是四川人，明白四川家庭都喜愛吃這

一道，既廉價又可炒出美味。比方說，有位

親戚每飯必有此菜，「炒得極嫩，不加醬油

而加鹽，只在炒成後，澆上少許紅油辣椒」

；另一位乃「濃油重炒，豆芽已炒成乾癟狀

，調味品種極多，以紅油辣椒為主，還需加

芝麻醬，炒成後，湯汁竟及碗之半」；至於

他母親炒的黃豆芽，「則在兩者之間，不濃

不淡，略加醋，絕不加辣」，最宜佐飯。我

生而有幸，三者皆嘗過，脆爽有嚼頭，食罷

甚難忘。

而「金鉤掛玉牌」說穿了，就是用切片的

白豆腐或水豆腐（即豆花、豆腐腦）煮黃豆

芽而已。製作甚簡易，先放黃豆芽，再放豆

腐片，只用清水煮，湯內加細鹽；待起鍋，

先食鍋內料，接著再喝湯。蘸著醬汁吃，頓

覺精神爽。

蘸料主要為糍粑辣椒，它亦稱糊辣椒，乃

貴州傳統並特有的烹飪調味品。其製法不難

，先選妥肉厚而不太辣的乾辣椒，在洗淨、

去蒂、浸泡後，把水濾乾，接著與去皮的生

薑、蒜粒，一起放擂鉢內搗爛，然後用小火

微煉，俟其冷卻，即裝瓶罐內備用，目前已

有現成品。其特色為油色紅亮、辣而不猛，

香味濃郁，以此提味，有畫龍點睛之妙。

 此外，也能變個法兒，將紅、白蘿蔔及

竹筍、香菇切塊，西芹切段，芥菜、大白菜

、高麗菜剝片，一起投入食畢「金鉤掛玉牌

」的鍋中，亦蘸著糊辣椒加醬油、醋等同享

，也算是個另類的素什錦。

值此年假期間，將以上這些素什錦、炒黃

豆芽等菜，或替換著吃，或一起聚餐，於去

油除膩、滌淨心靈外，也可玩玩花樣，增添

生活情趣。

 

文╱星雲大師

貧僧有話要說 二十二說

我被稱為「大師」的緣由

三十年前，大概貧僧六十歲左右，還在佛

學院擔任院長。當時，許多跟我出家的徒眾

，慢慢地因為讀到碩士、博士，回到學院裡

教書，因此也被稱為老師、法師。有時候，

我人在東山，忽然接到傳話，說西山的學院

有找院長的電話。我就必須花四、五分鐘，

從東山走到西山，趕忙去接聽。因為那個時

候，全山只有一支自動電話。

有好幾次，當我氣喘噓噓抵達，拿起話筒

說：「您好，我是院長星雲。」對方說：「

咦？院長不是女眾嗎？」我跟對方說：「這

裡是叢林學院，我是星雲。」對方就回：「

哦，我不是找叢林學院的院長，我是找育幼

院的院長。」我只有告訴他：「育幼院的院

長姓蕭，請您過五分鐘後重打一次，我們從

育幼院把她叫來。」

因為這樣的問題多次發生，加上經常要找

和「星雲」發音相近的某某法師，我聽了電

話也不是找我，也不關我的事。「星雲法師

」這個稱呼，就在團體裡增加了葛藤。

後來，徒眾們就研究，我們現在都稱「法

師」，師父也稱「法師」，究竟誰大誰小？

如何分辨呢？再者，師父就要退位，難道我

們跟即將退位的師父平等，都叫「法師」嗎

？如果稱「院長」，我們的養老院、育幼院

、都監院、慈善院、文化院等等，有很多的

院長，必然又會混淆，怎麼辦呢？這時候，

慈容法師就提議：「我們稱師父為『大師』

好了。」大家就一致鼓掌通過了。

    法師序級  三業列考評

在佛教裡，為人所詬病的，就是出家六十

年與出家一日的，都稱作「法師」。為了真

正的平等，我們後來在佛光山為出家入道者

，訂定了序級制度，讓平等中有

差別，差別中有層次。

這序級分別是：清淨士六級（

每年升一級），學士六級（每二

年升一級），修士三級（每四年

升一級），開士五級（每五年升

一級），再往上就是「大師」。

升級不一定依年資為唯一的標準

，主要的考核在學業、事業、道

業，有一定的水準才可以升級，

大概也要四、五十年左右的經歷

，要能正常，對常住、對佛教有所貢獻，才

能升為「大師」。而當時徒眾給我的所謂「

大師」，並沒有什麼意義，只是在佛光山內

部與徒眾有個職稱分別。他們的職務是「法

師」，我的序級就是「大師」。

我的序級既是稱為「大師」，所以後來佛

光山的徒眾在我各處弘法的地方，就稱「星

雲大師佛學講座」或「星雲大師佛經講座」

或「星雲大師接心開示」等等，就這樣，「

大師」成了我的稱呼。

其實，「大師」這個名稱，在社會上極為

通用，凡是專家者，也有人尊他們為「大師

」。如：藝術界有張大千大師、齊白石大師

；教育界有蔡元培大師、傅斯年大師；在科

學界的丁肇中大師、楊振寧大師；國學界的

錢穆大師、唐君毅大師、饒宗頤大師、季羨

林大師等。

在大陸叢林裡，稱「大師」一詞，也很普

遍，沒有大小，人人都可以稱為「大師」，

也沒有人提出異議。例如，我們見到一位小

沙彌，可以問他：「你這位沙彌大師叫什麼

名字？」或者見到一位比丘尼，不知如何稱

呼，你也可以問：「請問你這位大師上下法

名？」這都只是一種尊重。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