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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青年應有的愛情觀

貧僧有話要說 二十四說

兩岸同心祈福 療癒台南傷痛
【人間社記者陳德啟台南報導】「鄉親有

需要幫助，千萬不要客氣，一定要來佛光山

南台別院找師父。」佛光山寺常務副住持慧

傳法師日前在南台別院，親切溫馨地叮嚀南

台大地震受災鄉親，同時主持「南台灣大地

震佛光山祈福法會」，帶領百餘戶受災鄉親

、佛光人、中國大陸愛心人士祈福祝禱。

    
堅定目標  創美好未來

慧傳法師表達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的關懷

與慰問，告訴鄉親，無常雖是人生痛苦之事

，尤其是面對親人往生，心中難免會疑惑「

家人身在何處呢？有否跟佛菩薩去極樂世界

呢？」他以大陸友人經歷四十年前唐山大地

震，自行從瓦礫中爬出來的痛苦經驗，希望

協助鄉親走出傷痛。

「以堅強勇敢之心，面對人生苦難，將美

好的回憶記在心中，進而將其美好一面持續

貫徹實踐。」慧傳法師勸勉鄉親「有目標就

有力量」，並分享星雲大師在除夕圍爐期勉

話語「化悲憤為力量，重拾信心，以面對無

限美好的未來。」強調唯有如此，才能讓家

人、好友安心依所信奉宗教，往生極樂世界

或天堂。

慧傳法師隨後引領眾人恭讀星雲大師〈南

台灣地震祈願文〉，齊誦「南無大慈大悲觀

世音菩薩」聖號，祈願藉由佛菩薩的力量，

撫慰鄉親的哀痛，療癒鄉親的悲傷。

    佛陀加被 安定驚恐心

大陸對台灣辦事處關心台南震災，海峽兩

岸民間交流促進會王明浩、周克麗、吳曉林

，帶來大陸人民的關懷，並與慧傳法師共同

分送慰問金、結緣品。王明浩表示，他是唐

山大地震生還者，對南台地震很能感同深受

。周克麗、吳曉林則祈願，鄉親早日走出悲

傷，重建家園。

八十二歲受災居民黃林花娥，一再感謝大

家的關懷，直說住在南台別院很舒適。原本

不識字的她，每天參加早晚課，撫平驚恐的

心，沒想到因而認得經文。鄭姓居民在大殿

祈願佛菩薩加被，希望兩個姪女都能度過難

關，其中鄭姓妹妹日前手術，祈求佛陀加持

手術順利。

陪同關懷鄉親十餘天的國際佛光會中華總

會南區協會會長楊政達說，連日來的救災工

作，動用超過五百位義工前往災區，煮熱食

提供救難人員、災民鄉親食用，並安撫他們

的心靈。此外也至殯儀館助念，讓生者止息

哀痛，亡者往生淨土。他代表台南鄉親感謝

各界的關心，佛光人將會盡最大力量，陪伴

鄉親度過最悲傷時刻。

⬆盞盞心燈放置地上，帶來光明與平

靜。  圖／人間社記者陳碧雲

現代廖添丁

有一位信徒愛有姑，跟著兒子移民到

美國。最初到美國的時候，人生地不熟

，生活並不容易，不過很快地，兒子就

買下一間汽車旅館，因為地點適宜，前

來投宿的旅客不少，生活也逐漸有了起

色。 

愛有姑的兒子充滿開創事業的鬥志，

但是並不熱心慈善公益，這與她平日的

作風大不一樣。有一天，愛有姑就跟兒

子說：「我要向你討一份工作，請你讓

我在櫃台為客人服務吧！」幾經央求，

兒子答應了。 

往後的日子，愛有姑只要知道投宿的

客人有經濟上的困難，都會主動給予優

惠，或者少收一點費用，作為他們回程

的路費。由於她的樂善好施，汽車旅館

生意也愈做愈好，許多人甚至寧可多行

駛一點路程，也要來看看這位慈祥的老

太太。但是同時，上門找她幫助的個人

或慈善團體也愈來愈多了。 

只是這麼一來，錢從哪裡來呢？她想

，兒子必定是不會答應要做善事的。不

得已，她就從汽車旅館的收益中拿出一

些來支出。就這樣，經過很長一段時日

，雖然旅館生意愈來愈好，不過她心裡

頭難免也會想：老是偷兒子的錢去做好

事，究竟合不合法？ 

有一天，她就來問我：「師父，我這

樣做，是不是犯了偷盜戒？」我想，金

錢不是自己的，不予而取當然不清淨，

但是老太太的心地善良，一心想要救苦

救難，則是佛心。所以，我就說：「你

是現代的廖添丁啊！」 

廖添丁是日據時代台灣島上家喻戶曉

的俠義人物，在那個動盪不安的環境裡

，他因為不忍眾生受苦，劫富濟貧，幫

助別人，並不存有竊盜的心。 

因此，老太太聽我這麼一說，不禁哈

哈大笑，從此放下了心中的那塊石頭。 

雖然未經同意而拿取他人財物不足效

法，但是一念的善心和慚愧心，則是難

能可貴。

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改善人類的生活方式，提
升人類的生活品質；教育的目標，是為了培養
正義道德；教育的成就是讓人明智達禮。因此
，教育的基礎，是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范冰冰主演的《武媚娘》在兩岸掀熱潮，

重溫武則天事蹟，但談的多是武則天的兇殘

、豔史；人情味反而被隱藏在歷史中，《太

平廣記》有一則故事，可以看到不同的武則

天。

武則天推崇佛教，她一登基，便推行各種

佛教活動，讓佛教弘揚全國，其中一項是「

禁殺生」。

但人的天性總有一股反叛因子，愈是禁止

的東西、愈受注目，也會出現一批想順風而

上的小人。

當時有位官員張德，喜獲麟兒，悄悄宰了

一頭羊宴客，其中一位賓客杜肅，偷偷藏起

一塊肉，進宮向武則天告狀。

隔天武則天在殿上詢問張德，慶祝生子宴

客的肉何來？張德背脊一涼，以為人生走到

盡頭了。不料武則天說：「我雖禁殺生，但

紅白事可以例外，反倒你邀請的客人，應該

審慎選擇，無賴就不必入列了。」

武則天這番話，表達了兩個態度：一、「

法律不外乎人情」，中國古代視男丁如寶，

慶祝添丁大擺宴席，也是無可厚非；二、杜

肅出賣同袍，則是人品問題，他今天能夠陷

害同袍，若有更大的利益，難保明天會通敵

賣國！

由此可見，武則天並非殘暴，孰是孰非，

絕不含糊。她以女人特有的心思治國，嚴厲

與貼心並行，讓國家有了更進步的發展，為

開元之治打下基礎，或許這就是武則天高明

之處。

慈悲武則天
文／宣儀

人間佛教對我的影響

我是佛！康世樟戒惡修善

文／滿穆

人間植物禪

楓景之美與不美
文與圖／白石莊主人

十年前，一群朋友邀約我皈依佛教，其實

我對佛教沒有什麼概念，但當時也沒有拒絕

，就隨順友人前往佛光山寺院。那天星雲大

師親自主持皈依典禮，聽到大師開示，我很

感動，曉得原來每個人都有佛性；當大師要

大家跟著他說：「我是佛！」現場全體大眾

人人均高喊「我是佛！」

我意志高昂，但喊了前兩個字，第三個「

佛」字語音未出的剎那，我下意識用手摀住

嘴巴，想起了長期嚼檳榔的滿嘴黑牙。

這一瞬間，由於黑牙的自卑，我聯想起自

己種種惡習，抽菸、喝酒、賭博，還有滿身

的刺青。這一切和眼前的殊勝，真是太不匹

配了。

望著星雲大師慈悲的神情，我在心中暗暗

發願：「師父！總有一天，我會成為您具足

資格的皈依弟子。」

回家後，我下決心一一戒斷惡習，幾年間

許多人在深秋季節總為追楓而瘋狂，台灣

熱門賞楓地點人潮常滿，更多的是參加賞楓

團遠赴國外賞個痛快。只可惜楓紅就像櫻開

，時間短暫，有時到早了，滿樹依然青綠；

有時到晚了，枝頭只見杈枒迎風；而最教人

感到煞風景的，還在楓葉除了紅與未紅，還

有遇到其他麻煩的可能，例如加拿大許多品

種的楓，近年染上我所不明的怪病，片片葉

子布滿了銅錢大的暗咖啡斑點，有的幾乎整

株樹、整片林都是如此，看得令人搖頭，偏

偏加拿大是不喜歡對環境用藥的國家，病症

就繼續擴大蔓延了。

台灣最美的青楓沒有長咖啡斑，但是，長

蟲子的倒是不少，常見葉片被啃得千瘡百孔

，難得一片完整。賞楓人最愛樹下尋找漂亮

楓葉帶回家，這時只好尋尋覓覓，為求得一

片完美完整，而大大費心。

最近我畫了一些素描，以海岸撿來的貝殼

為模特兒。朋友一見，哎！怎都畫些破的貝

殼？為何不撿漂亮完整的來畫呢？

原因有二，一是完整的貝殼應該留在海灘

上，為海灘的美加分，而且有些蟹類還得靠

著尋來的貝殼當牠們的家呢！而另一個原因

則是，殘破的貝殼，其實不失其美，耐看、

自然。

貝殼如此，楓葉也一樣，整片楓林秋景更

是如此。任何一片葉、一棵樹，四季各有風

情、也各有其美，用心、開心去觀賞，時時

可見美麗。早梅兩三朵昭示一枝春，殘梅兩

三朵喚人惜春短，青綠的楓、火紅的楓亦復

如是。

健康心境的賞楓，追逐的是尋找、親近大

自然的機緣，枝頭顏色，只不過是街頭閃爍

的紅綠燈。 

真的是脫胎換骨，以前的朋友遇到我，搖頭

歎息說，沒想到您竟然跑去學佛，弄得人生

沒有色彩，只剩下一片黑白。聽著朋友數落

，反而讓我更堅信「現在的人生才是彩色、

才有光輝」。

後來更勤於親近道場聽經聞法，參加各種

活動。五年前，員林地區佛光會員推舉我擔

任會長，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有

機會為會員服務奉獻；憂的是，雖然各種惡

習都戒了，但身上的刺青還在。

為了顧全佛光會長的形象，我請醫生幫我

去掉刺青，因為範圍太大，顧慮耐痛指數，

醫生建議分成十四個療程，我直率告訴醫生

，請縮短為七次完成，我可以忍耐。

深知廣結善緣的重要，擁有的一甲地，幾

年來我們夫妻在其中開闢菜園，所種的蔬菜

皆運往道場，供養信眾。家中的牲畜，我跟

同修就以養寵物的心情，飼養牠們終老。

大師，今天我終於可以大聲地呼應您「我

是佛！」

做一個出家人是很不容易的，甚至於成佛

更加不容易。例如我們說，釋迦牟尼佛是「

三界導師」、「四生慈父」，他對於三界、

四生種種的情況，不但要了解，還要加持他

們、解決他們的問題。那麼現在做一個出家

人呢，要弘揚佛教、行菩薩道、救苦救難。

在芸芸眾生中，苦難隨時隨處，層出不窮，

一般人都說人很難做，其實，出家為僧也很

難做啊！

    師父之責 指引人生方向

承蒙社會稱出家人為一句「師父」，「師

父」的責任要做些什麼呢？

像我，本來是貧僧，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條

件，但是老人家要來找我，問我說：「怎麼

樣子減少和兒女間的代溝？我想要到寺院裡

面來安養修行。」中年的夫妻，也常常為一

些感情糾紛、家庭事務的煩惱來找我。做一

個出家人都沒有這許多的經驗，但也得要幫

助他們解決。

尤其現在，青年學佛的弟子很多，他們對

於人生社會的道路，往往感到前途茫然，有

時候也會需要我們幫助他們做一些指引。像

是有的要找工作，有的要出國留學，有的需

要一些獎助等等。這當中，最困難解決的，

就是青年男女的感情糾葛。佛教要靠青年，

你又怎麼能不顧念青年朋友全盤的問題呢？

所以，過去數十年來，經常有一些青年弟

子，如果是男生，就來告訴我他的女朋友如

何，要我幫他做個決定；有時候女生也會來

說，她最近有了新的男友，希望我代她看一

看，做個指導。

本來這許多事情，他們都應該跟家長、父

母商量的，可是父母的執著、成見，都不容

易跟他們契合。他想到佛教的師父比較客觀

，所謂「旁觀者清」，能為他們做個顧問、

做個指引，就來找我們了。我就這樣，關心

起青年的問題，對青年最重大的人生過程、

愛情之路，也不能不給他們一點意見、一些

指導。

    奉行三皈五戒 一生受用

我對現在這個社會的男女，所謂「一見鍾

情」的情況，非常的罣念。現在的男女往來

太過自由；但是青年時期，思想還沒有成熟

，對人生交往的關係不能深入了解，所謂許

多男女常「因不了解而結合，因了解而分開

」，實在很為可惜。

佛教本來就分有出家和在家的，信仰可以

一樣，但是出家和在家的生活就迥然不同了

。出家也不是沒有感情，出家的感情是所謂

「無私的大愛」，不是為個人的占有、欲望

，是要犧牲奉獻，也就是所謂「愛一切眾生

」。但在家人士，他只要對佛教有真誠的信

仰，能奉行佛教的基本教義「三皈五戒」，

就應該是一個佛弟子，也就夠他一生信受奉

行，獲得受用了。

我在過去曾經想要設立一間就業中心，把

某一個寺廟改良，作為出家和在家的一個中

途站。比方說，從鄉村走入到都市的青年男

女，一下子要面對彩色繽紛、花樣百出的都

市生活，常常會感到迷惘。雖然社會上也有

職業介紹所，但往往也不負責任，甚至於讓

這許多鄉村純潔的男女，走上了不正派的道

路。

所以，我就想，如果能讓這許多男眾的、

女眾的青年，暫時在我的寺院團體裡安住，

要他們到補習班去補習，要他們到圖書館去

讀書，要他們參觀各個美術館、博物館，要

他們到各個公司、工廠去參觀、聽簡報，讓

他們到一些養老育幼的地方做短期義工；日

後或者升學、或者就業，再做決定就好，免

得初到都市因為吃住困難，就這樣輕易地給

外力引誘，喪失了人生美好的志願。

    男女相處 團聚相識互重

貧僧這一個理想，雖然沒有完全實現，但

是我對我們的佛光青年會、青年團、學生會

，都有專人為他們服務。只是說，這許多年

輕的人，對男女交往都以神祕的作風看待，

也不肯對人言。一個人在芸芸眾生中，對於

感情問題，奇遇當然好壞皆有，但也很少是

經過智慧的抉擇。事實上，初交相識，應該

要保持一段觀察的時日。

在數十年前的社會，還有「先友後婚」的

主張，但是現在幾乎「朋友」的這個階段都

沒有了，也少有終身之交的遠觀，只要我歡

喜，就可以成雙成對。這麼一來，太容易的

結合，也就很容易的分開。我經常也為這許

多年輕的人擔心。

對於過去中國傳統的道德，所謂「男婚女

嫁」，要受父母之命、要聽媒妁之言，當然

，不是自己設身處地去了解的感情婚姻，圓

滿收場的情況必然很少；但是，像遊戲般的

愛情，又如何能夠長久呢？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