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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妙熙高雄報導】國色天香，花中之

王的牡丹花，已從中國大陸牡丹之鄉菏澤來

到高雄佛光山了！今年春節期間將盛開，巔

峰期可同時欣賞將近一萬五千朵牡丹花，所

謂「花開富貴」，能為您和家人帶來一整年

的富貴吉祥。

去年五、六月間，山東省副省長趙潤田、

于曉明相繼來台，拜會星雲大師，積極促成

聞名全球的牡丹來佛光山。

    移地廣州  一夕千株覆沒

去年十二月，透過菏澤市花卉協會將三千

五百株牡丹從山東空運到桃園機場，再南下

高雄。

除克服交通外，照護牡丹才是真正的困難

。為此，山東派來三位專人協助，分別是菏

澤花卉協會常務理事農藝師李博、以及具有

二十五年培育牡丹經驗的花農鄧寬海和鄧松

林。

「移地栽植牡丹，風險非常的大。」鄧寬

海說：「前幾年，在廣州有個花展，當時幾

千株山東牡丹，一夕之間全軍覆沒。颳風、

下雨、起霧，溫度高、溫度低都是危險不行

。尤其，台灣氣候說下雨就下雨，只要一個

小時疏忽了，就可能再次上演。」

李博自山東大學畢業後，投入菏澤牡丹研

究所工作長達二十年，他表示，除荷澤牡丹

是首次到台灣種植外，並創下牡丹種植史上

多項紀錄：

「第一次在低海拔地方種植。」山東屬北

溫帶，每年都有零下十度的氣候，四季分明

，台灣屬熱帶氣候，溫度高、溼度大，容易

長葉片，不長花苞，氣候完全相反。

    
休眠狀態  須反季節催花

再來，「反季節催花是最大的挑戰」，一

般而言牡丹在冬天休眠、春天開花、夏天半

休眠、秋天生根。

因此，抵達佛光山的牡丹，已在去年二○

一五年的春天開過花，正處於休眠的落葉狀

態，如同枯枝一般。

為了要在農曆年期間，也就是在冬天能再

次開花，必須反季節催花。可以說，山東是

從冷慢慢熱開花，台灣則是從熱慢慢冷再開

花。

前陣子，遇上百年罕見的霸王級寒流，從

高溫又突然間全台急凍，完全違背牡丹的生

長條件。

李博表示：「台灣天氣變化莫測，搞得他

好苦。有時早上四時鐘滂沱大雨，趕緊起床

拉起遮網。到了十時，又豔陽高照，遮網要

拉開，讓花透氣。

原本李博、鄧寬海和鄧松林三人，被法師

安排到朝山會館住套房，離養花的後山距離

遠，為就近照顧，於是搬到山邊來，住在花

圃旁邊，三人輪流睡覺，二十四小時專心照

護。如此細心照護下，花是保全了，換來的

代價卻是胃痛、神經緊張。李博前幾天去看

中醫，醫師說他壓力過大，導致腸胃神經紊

亂。

    
徹夜辛勞 如同守護女兒

鄧寬海笑著說：「在山東的牡丹，種在田

裡，一望無際，老天降點雨就好了，不像在

台灣氣候完全不能掌控。」但是他們三人為

了守護牡丹，只要走進花圃裡，便忘了離鄉

之苦，更忘了徹夜守護的辛勞，滿口都是花

經。

「每一盆都是自己的女兒一樣，一開花就

被搬走，那種滋味就像嫁女兒般還真不捨。

」鄧松林低頭輕捧著花苞。

佛光山牡丹花將在農曆年期間，初一到

十五，半個月中，在藏經樓分兩批推出，每

批開花十天以上，一天至少已七千朵牡丹盛

開，幸運的話，交替期間還能同時看見一萬

五千朵牡丹花的富貴之姿。

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表示：「牡丹花

首次在熱帶培育成功；更在二月新春開花，

就在佛光山，歡迎大家來見證奇蹟。」 

山東牡丹 首次熱帶栽植成功
⬅開出美麗牡丹花來供佛，新春期間給

遊人觀賞。� 圖／佛陀紀念館提供�

⬆空運來台的牡丹植株，必須經過人

工輔助跳蕾、點植物生長調節劑，刺

激催花。

⬆長出花蕾。

⬆放進冷凍箱內，低溫調控，抑制開花。

富翁吃豬

佛陀出生在人間，修行在人間，成
道在人間，說法在人間，他的一生
，正是人間佛教性格的體現。

傳說過去有一個富翁，一生廣行善事

，修橋鋪路，施茶施水，救濟鰥寡孤獨

，做了許多慈善公益的事情。但是他平

時只知熱心修福，卻忽略了智慧的重要

，為人非常不明理，到了老病的時候，

一生行善吃素的他，忽然就業障現前，

一直吵著要吃豬肉。 

家裡頭的人為了他要吃豬肉，原本打

算上街去購買，但因路途實在遙遠而作

罷。只是這麼一來，家中飼養的豬又都

很肥大，他一個人也吃不了那麼多。不

得辦法，就向鄰居買了一頭小豬，應付

了事。不意，殺了小豬以後，肉都還沒

有煮，他就一命嗚呼了。 

這個富翁過世了以後，到了閻羅王那

裡。閻羅王翻看他的生死簿，看到他一

生做了不少好事，幫助了很多人，準備

判決他再到人間繼續做個大富大貴的人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忽然跑出了一

頭小豬，向閻羅王抗議：「請他還我一

條命！過去我就是為了他要滿足口腹之

欲，所以年紀輕輕就死了。我心有不平

！」 

富翁聽了就說：「閻羅王，我又沒有

吃牠！」閻羅王只有再問明所以然。問

完話，閻羅王對富翁說：「你雖然沒有

吃牠的肉，但是牠是為你而死的。這樣

好了，我判決你把福報分一半給小豬，

讓牠投胎去做人，享受富貴的日子。」

慳貪不捨的富翁聽後，直說：「划不來

！我一生辛苦換來的富貴，怎麼能平白

分一半給牠？」 

由於雙方僵持不下，閻羅王又說：「

如果你不肯分一半給小豬，那你就轉世

做隻豬，償還欠牠的債。」富翁自以為

討到便宜，就說：「變個豬就變個豬，

也不過是一世而已，我的福報仍然存在

，總會再有榮華富貴的一天。」 

由於過去世的福報，富翁變成豬以後

，還是受到很好的待遇，不但吃得很好

，甚至住的地方還有地毯、冷氣享受。

當然，最後就成了一隻肥肥胖胖的大豬

公了。 

有一天，正當大豬公吃著飼料的時候

，一隻雞子也跑來分食。大豬公看了，

厭惡地就要把雞子趕走，並且把頭塞進

槽口，好讓雞子吃不到飼料。如此一來

，飼料沾滿大豬公的頭，貪心的雞子見

狀，立刻上前猛啄牠的頭。豬公一生氣

，就把雞子咬死了。 

由於瞋恨無知，大豬公死了以後，又

再做了雞子，輪迴不已。所謂「人身難

得」，一失人身，萬劫難復，真是不能

不注意啊！

有何不可

名人軼事

婆家娘家一起過年

溥儀作新詩

文／佟雨航

文／孫偉

隨著春節腳步一天一天逼近，我和妻子卻

開始發愁今年該怎麼過？

 我和妻子都是獨生子女。每到春節，就

是我和妻子最頭疼、煩心的日子。岳父母和

我們不在同一個城市，我和妻子剛結婚時，

岳父母正值壯年，妻子還不怎麼牽掛他們，

可是隨著岳父母年齡一年年增長，妻子心裡

便愈來愈放心不下他們，特別是在春節這個

特殊的日子裡，妻子覺得不能陪自己的父母

一起高高興興過大年，便是最大的不孝。為

此，我動了不少腦筋。

前年春節，我想出和岳父母在視頻裡過年

的主意，節前便給岳父母買了一台電腦，教

會他們如何打字、如何視頻、如何使用語音

。本以為這回妻子的愁眉該舒展開了吧，沒

想到在除夕晚上，妻子在視頻裡看到岳父母

孤零零兩個人坐在飯桌前，吃著寡淡無味的

年夜飯，更加徒增傷感，眼淚在眼眶裡打轉

。回到臥室，妻子眼眶溼潤地對我說，明年

春節，她一定要回家陪她父母一起過年。我

理解妻子的心情，只能表示支持。

去年春節，妻子果真帶著女兒回娘家，陪

岳父母過年。妻子和女兒一走，我頓覺家裡

一下子變得空空蕩蕩，冷清得叫人脊背發涼

，年自然也過得沒有一點「精、氣、神」。

特別是我的父母，孫女是他們一手從小帶

大的，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裡，孫女不在他們

身邊，讓他們心裡沒著沒落。

在年夜飯桌上，氣氛沉悶，失去往年其樂

融融的歡聲笑語，面對一桌子美味佳餚，我

和父母都沒怎麼動筷，家裡一下子少了兩個

至親至愛的人，怎麼會有胃口呢？

如今，春節又將姍姍來臨。我期期艾艾地

對老婆說：「老婆，妳不知道，妳帶了女兒

回娘家去過年，我們家的年過得有多沉悶…

…」妻子歎口氣說：「可有什麼辦法呢？我

爸媽也需要我陪伴他們啊！」我建議說：「

現在我們家經濟還過得去，又買了新車，今

年不如把爸媽接來一起過年吧？」

妻子喜憂參半地說：「好是好，就是不知

道公婆和我爸媽會不會同意？」我說：「婆

家、娘家本就是一家，他們都是我倆至親至

愛的人，雙方一家親，歡歡喜喜一起過大年

，多溫暖啊？再說，不試著過又怎會知道呢

？」

於是，我和妻子初步達成共識，分別跟各

自的父母說了兩家人一起過年的事。雙方老

人都很開明，都很替兒女著想，他們摒棄了

傳統觀念，欣然表示同意，並還協定好「輪

流坐莊過年」，今年在婆家過年，明年就到

娘家過年。但大方針不變，那就是：以後的

每年春節，兩家人都要團團圓圓在一起，婆

家娘家歡歡喜喜一起過大年。

大清末代皇帝溥儀，受到英國老師莊士敦

的影響，剪髮辮，穿西裝，隨著留聲機的音

樂，和弟弟溥傑翩然起舞。這種「洋」派作

風，看在父親攝政王載灃和溥儀的啟蒙老師

陳寶琛眼裡，搖首嘆息，口稱大逆不道，溥

儀還是我行我素。

溥儀對提倡白話文的胡適博士非常景仰，

經常吟誦胡適寫的新詩，很想和胡適見面。

一九二二年五月三十日，由莊士敦引見，胡

適蒞臨皇宮養心殿，和溥儀會晤，胡適目睹

桌面放置他的《嘗試集》新詩，說道：「皇

上能在宮內看到我的詩集，真不容易啊！」

溥儀道：「我喜歡先生的白話詩，我也會做

新詩，念一首給先生聽聽。」溥儀毫無拘謹

地在孔夫子門前賣起文來，念道：「燈閃著

，風吹著，蛐蛐兒叫著，我躺床上看『book

』。月亮出來了，風息了，我衝著月亮鞠躬

，一面說荷葉屏似的月亮，亨利來了。」

胡適聽後連聲讚道：「好極了，天才啊，

天才！」此次溥、胡相見甚歡，胡適鼓勵溥

儀出洋留學，以充實知識增廣見聞。溥儀也

有此想法，可惜日後遭到載灃和皇太妃百般

阻撓，無法如願以償。

貧僧有話要說 二十二說

我被稱為「大師」的緣由

這多少年來，有人稱我大師，也有人稱我

法師，我沒有議異；甚至也有人稱我星雲、

星雲師，我也沒有排斥。也有人認為我為什

麼要稱「大師」，而不跟別人一樣稱「法師

」呢？但這許多稱呼，在我心中，並沒有感

到「大師」為大，或「法師」為小；其實，

法師者，「以法為師，以法師人」，應該比

「大師」更為重要。

然而後來，社會開始有人稱我為「政治和

尚」，實在很意外。那個時候，貧僧心中稍

有芥蒂，因為我一生不好政治，始終與政治

保持距離，我也不要做官，也不向政府要求

補助，應該和政治扯不上關係。你不能因為

政治人物來對我訪問、談話，或者交個朋友

，或者因為我關心社會、關心民眾，因此就

稱呼我「政治和尚」，這也太諷刺了吧，在

我心中，我不是政治和尚啊。佛門本來就是

「普門大開」，納受一切眾生，關心、往來

、給予佛法，哪裡會分男女、身分、職業、

大小，只要想來了解的，我們都歡迎他們來

佛光山。

後來，有一位電影界的導演劉維斌先生，

他對我說：「你不要介意，政治和尚，這是

人家對你的尊敬；有的人已經做了民意代表

，別人還不肯稱他『政治和尚』，稱呼『政

治和尚』，表示你很有力量，能為群眾講話

，你很能為社會尊重。」從此以後，我對「

政治和尚」這四個字也就釋懷了。

    心佛眾生 不計名得失

不過，這許多人士為什麼只稱呼貧僧「政

治和尚」呢？其實，我也講經說法，有一些

書籍出版，為什麼不稱我「作家和尚」？我

喜好文學，詩歌、小說也有發表，但也沒有

人稱我「文學和尚」；我也像信徒一樣發心

救濟，為什麼沒有人稱我為「慈悲和尚」？

我熱愛教育，辦了許多大學、中學，甚至得

到世界各個大學給我幾十個榮譽博士、名譽

教授，為什麼不稱我「教育和尚」呢？

不過，到了現在這個階段，有這個稱呼，

沒有那個稱呼，貧僧也不介意了，就是成佛

，也是一個假名，心、佛、眾生，本來就是

三無差別，何必在這個假名裡面去計較得失

？有什麼意義呢？

現在，貧僧雲遊世界各地，有人稱「星雲

老和尚來了」，有人稱「星雲法師駕到了」

，有人說「星雲大師光臨了」，或者說「星

雲長老來了」…不論稱什麼，我也都隨緣，

從來沒有過異議。

為什麼？貧僧星雲就是星雲，你們稱的只

是形象上的代號。你稱我星雲，我畢竟是星

雲；你不稱我星雲，未必我就不是星雲；你

稱我大師，我未必是大師；你不稱我大師，

未必我就不是大師。大師、小師，都是別人

稱呼的，不是由我決定的；所以，是也？非

也？由人自斷而已。

而今天也是藉由《貧僧有話要說》，把「

大師」這個稱呼的來龍去脈說個清楚罷了。

假如你要問我現在最喜歡的名稱是什麼？那

大概就是「貧僧」了。

� （待續）

年節美食

五行湯圓
文與圖／韓美慧

冬天，大家都想吃碗熱呼呼的湯，不要圖

方便買現成的，因為食物吃進去，不好的話

，會慢慢蠶食自己的健康；有時候不妨勤勞

一點，而且有些食物製作並不會太麻煩。看

見外面賣的紅色小湯圓，老覺得是色素製作

出來的，於是想著把家裡的芋頭、南瓜、地

瓜、黑芝麻粉拿出來，淘汰紅麴，因為紅麴

做出來有個味道，如果不怕的話，也可試試

，因為有紅色會更漂亮，這些顏色的湯圓，

放在碗裡面，煞是好看又增添食欲。

糯米本身的白，芋頭的粉紫色，南瓜的土

黃色，地瓜的淺黃色，黑芝麻的黑色，

於是輕鬆完成了五行湯圓。煮甜的或是

客家鹹湯圓，都非常不錯，而且是家人

共同製作出來的，吃起來更覺得特別。

在冷冷的冬天，吃上一晚暖心又暖胃，

跟著身體都暖起來了，冬至，自己做，

來上一碗吧！

準備的材料很簡單：糯米粉、水、南

瓜泥、地瓜泥、芋頭泥、芝麻粉、紅麴

、菠菜泥或是紅蘿蔔泥，只要是天然的

蔬菜水果，都可以試一試。只要調好比

例，全家大小都可以一起動手，增加親

子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