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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

在人的一生當中，有很多朋友的約會

、事業的商談，需要相約在某時某地會

合，只是有時候一等就要很久，遲遲不

見人來；或者相約同乘一班車、同搭一

班飛機，約好的人卻不能及時趕到，讓

等的人實在心急如焚。但是奇怪的，遲

到的人總不認為自己有錯，還要說出很

多的理由。例如：出門前電話來了、半

途忽然遇到下雨了、客人找上門來，不

然就是怪罪交通堵塞等等。 

所謂「等人」是藝術，「被人等」則

很殘忍。一個人不守時間、不守承諾，

縱使有百般的困難，也不可以拿出來解

釋，依約準時到達，遵守信用才是最好

的理由。 

回想起這一生，大部分都是我等人，

沒有被人等。為什麼？像三點鐘的會面

，我兩點鐘就在做準備了，一定要把誤

差的時間也算到行程裡。因為信用比時

間還要寶貴，大家同樣擁有一天二十四

小時，不應該以忙作藉口，為個人的遲

到編說理由，準時赴約對彼此才公平。 

在現代社會裡，對於時間的掌握也有

規範。比方開會，不但不應該遲到，還

要提早入坐，否則臨到開會還有人在走

動，擾亂了會場秩序，也干擾他人致詞

。又或者出席宴會，也不可以遲到，甚

至要提早到場，利用空檔，好朋友之間

互相招呼一下。 

總之，要體諒人家辦活動、辦餐會的

不容易，不要再增加別人的罣礙，這是

非常重要的。也切莫以為自己是大人物

，讓人家等一下不要緊，被人等是罪惡

、是殘忍的，守時才是道德、是信用、

是皆大歡喜的。

在諸佛菩薩的眼中，眾生和我不但體不相
殊，並且是互為一體，關係至為親密的。

【記者羅佑純北京報導】經二十年漫長等

待，佛首終於回家了！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以九十高齡，日前帶領信眾親自護送北齊釋

迦牟尼佛佛首返回中國大陸，中國國家文物

局局長劉玉珠一行到停機坪迎接，感謝大師

及所有協助佛首回家的大眾、單位，一起成

就兩岸文化盛事。

    
劉玉珠 國博先展佛首

為了護送佛首平安回歸，運送人員先將佛

首送到台灣桃園機場停機坪，大師與信眾早

在一旁等待恭迎佛首入機艙，工作人員將裝

載佛首的箱子安座在經濟艙最後一排，保護

著大師、信眾及搭機民眾們飛往北京。

華航飛機一降落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劉玉

珠局長到停機坪迎接佛首、星雲大師及台灣

代表團等。劉玉珠表示，國家文物局、中華

文物交流協會隨即在北京國家博物館舉行「

星雲大師捐贈北齊佛首造像回歸儀式」，儀

式結束後，佛首會在國博舉辦的「佛光菜根

譚—星雲大師書法展」會場展至十五日，之

後移交給河北省博物館永久收藏。

   
 劉曙光 兩岸交流典範 

「大師護送佛首回家」是兩岸文物界大事

，吸引許多媒體關心，國家文物局今天在機

場貴賓室舉行新聞發布會，由星雲大師、國

家文物局副局長劉曙光、河北省文物局局長

張立方、國台辦交流局副局長王冰、國家文

物交流中心主任王軍、國家文物局辦公室副

主任閻亞林等來賓共同主持，現場有來自兩

岸三地近三十家媒體、六十位記者出席，許

多記者也把握機會提問，大師也一一回答。

「在二月二十一日的回歸啟程儀式中，有

許多信眾的神情，是飽含熱淚的不捨」，劉

曙光感謝星雲大師，不但無償捐贈佛首，還

親自護送佛首回家，「珍貴的不只是文物的

歷史，還有大師熱愛中華文化的那顆真心」

。他強調，流浪二十年的佛首如今能回歸祖

國，而且還能與佛身「金身合璧」，這不單

單是兩岸交流的大事，更是立下兩岸交流的

典範。

   
 星雲大師 感謝眾緣成就

大師先向大眾說明，自他收到佛首後，一

路到找佛身、無償捐贈給大陸的心路歷程。

大師強調，佛首能平安回歸，是人類文化的

大事，並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而是眾人一

起成就，如華航總經理張有恆，不但親自前

來護送，更協助安排機位、協調佛首報關、

方便大眾通關等事宜。

《金剛經》云：「無我相， 無人相，無

眾生相，無壽者相」，大師指出，佛有外相

與法身兩種，雖然外相看得到，但容易被毀

壞，如同這尊北齊佛首一樣。而法身如同虛

空，刀子切也切不斷，一如兩岸擁有相同文

化、歷史、血緣，即使中間相隔台灣海峽，

卻切不斷彼此都是炎黃子孫的事實。

  
  張立方 特闢幽居寺展區

「僅代表河北文物界感謝大家」，情緒激

動的河北省文物局局長張立方，哽咽的感謝

所有協助佛首回家的大眾，他表示，河北省

博物館已擬定好佛首、佛身合璧的修復方案

，等十五日卸展後，隨即展開，預計四月五

日入藏，四月中旬開始展覽。

張立方指出，北齊佛首的歷史悠久，入藏

後不僅會被歸類到珍貴文物系列，河北省博

物館也會特別開闢「河北幽居寺」展區，除

了展示合璧後的佛像外，還會陳列其他幽居

寺的展品，「我們希望能藉此呼籲各界重視

歷史文物，也要再續寫這項偉大的傳奇」。 

星雲大師護送 北齊佛首到北京

⬅九十高齡的星雲大師，親自護送河北

千年古佛返還大陸。� 圖／記者蔡榮豐

地藏菩薩都在地獄忙些什麼

另類財富

愛要即時
文／子澔

「小寶！冰箱有莉子，衣服收完了，你最

好愛我一點！」這幾句話令人記憶猶新，這

是台灣台南地震維冠金龍大樓倒塌之後，一

名搜救人員李蒲在殘瓦廢墟中發現的一張紙

條留言（莉子，可能是梨子之誤）。

李蒲軍人出身，和昔日同袍在震災後挺進

災區救援，在挖掘過程中，發現了這張紙條

還貼在變形的冰箱門上，他請隊友拍下這令

人心碎的冰箱一角，並PO上網，感觸良深

說道：「愛要即時！愛要及時！……想到這

個家沒了，鼻子好酸……」

是啊！李蒲深刻的體悟，也是我們深切的

感受：字條還在，但家沒了；鞋子還在，但

人走了……來不及說出去的愛，天上人間，

就再也沒機會表達了，怎麼不令人鼻酸淚流

呢？

天災無情！一次次的災難，帶來多少生命

財產的損失，帶來多少家庭的破碎。然而天

災卻也無法避免，誠如佛經所說：「世間無

常，國土危脆！」近二十年的台灣，無常的

迅速，國土的危脆，讓大家都有切膚之痛：

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地裂屋毀

，光是死亡人數就達兩千多人；而二○○九

年莫拉克颱風，大雨洪流引起的山崩與土石

流，剎那淹滅了高雄小林村，這分驚恐悲痛

，相信仍深烙在許多人的心裡。

因此，請好好珍惜身邊的人，「愛要即時

！愛要及時！」千萬不要等天人兩隔時才來

懺責懊悔，那都於事無補了。 

沿途風光

微笑
文／朱同慶

近年來，很多行業都提倡微笑，因為微笑

能有利於業務的發展。例如：售貨員面帶微

笑，能夠增加商品銷售量、業務員面帶微笑

能夠提升業績、醫護人員面帶微笑能夠緩解

患者的心裡壓力、空姐和服務人員面帶微笑

能夠使旅客感到旅途愉快、企業主管面帶微

笑能夠與下屬促進感情、教師面帶微笑能夠

體現為人師表的愛心、警察面帶微笑能夠讓

百姓感到警民一家。

不僅如此，有的行業還評選出「微笑大使

」獎，表彰那些微笑服務的優秀人員。甚者

世界精神衛生組織，還將每年的五月八日，

定為世界微笑日。由此可見微笑在當今社會

是多麼重要。

微笑像橋梁，能夠拉近人我間的距離；微

笑像空氣淨化器，能夠使空氣清新；微笑像

花朵，能夠讓人感到身心舒暢；微笑像冬陽

，能夠給人帶來溫暖；微笑更是符合「中道

」思想，不偏不倚、不慍不火。

但是，只有臉上的微笑是不夠的，要能「

內心微笑」才是最好。因為內心不微笑，只

有臉上那種做作的微笑、敷衍應酬的微笑，

甚至「皮笑肉不笑」的微笑，往往都會讓人

感到不自然。只有那種發自內心歡喜和真誠

，自然流露在臉上的那種微笑，才會讓人感

到自然、感到親切、感到真誠、感到善美。

報章曾報導過一則新聞，有位先生從事房

地產銷售工作，每天上班進入辦公室，他自

然面帶微笑。但下班回家以後，就怎麼也笑

不出來，在家人眼裡，他成了「演員」，經

過醫院心理專家診斷後，專家表示這位先生

患上了「微笑抑鬱症」。這就說明，這位先

生只會臉上微笑，而內心不會微笑。

只有將內心歡喜的微笑、內心不計較的微

笑、內心不比較的微笑、內心無攀比的微笑

、內心真誠的微笑……這些內心的微笑自然

流露在臉上成「微笑」時，才能讓人感到是

自然的、親切的、真誠的、善美的微笑。

不要考慮露出幾顆牙齒的微笑是最好，應

考慮露出幾分真誠的微笑才是最美。

現在的您，微笑了嗎？

文╱星雲大師

青年應有的愛情觀

貧僧有話要說 二十四說

美好家庭  彼此尊重有愛 

曾經，有一個母親對年屆三十的女兒不肯

結婚，非常罣念，就來找我。這個母親說：

「師父，既然她不肯結婚，你就勸她出家吧

。」我說：「出家不是勸的，要有出家的性

格才能出家啊！」

後來，我見到了這一位芳年三十的小姐，

就跟她直話直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你怎麼不結婚呢？」她回答我說：「現在的

男人都沒有幽默感。」

這句話讓我也增加了一個認識。過去的女

孩子要嫁人，都是看對方的體格、家世、財

務、職業……種種的條件；但現在不是了，

現在的女人要求男人要有幽默感。確實不錯

！一個家庭裡，夫婦雙方要能共同製造家庭

的和樂，總不能每天板著面孔，視如路人，

這個婚姻就難保善終了。

真正要成為夫妻的人，如果你是一個女生

，要知道男方看女人，最初是看美麗，之後

就是要你賢慧、要你會讚美、要會家務、要

會孝親、要會招呼客人、要會幫助丈夫撐持

事業……有這樣的層次。所以，作為一個女

人，不能不了解婚姻的階段性。如果你是一

個男生，女方會要求你要有家庭觀念、要有

家庭責任，不只是會賺錢，還要會幫忙家務

……。

家庭裡面，夫妻、兒女，大家都要平等、

和平相處，沒有誰大誰小。倫理次序固然應

該遵守，但是要用權威、舊有的觀念來對待

家中的分子，則不能創造美好的家庭啊！

最近有個報導，據聞有一對九十多歲的老

夫妻，他們已經攜手度過七十年的婚姻生活

，舉行一個鑽石婚姻慶祝會。有記者訪問這

個老太太：「你是怎麼和他廝守七十年的？

男方他有缺點嗎？」女士說：「我丈夫的缺

點比天上的星星還多啊！」記者一聽，很為

驚訝：「既然那麼多缺點，你們為什麼又能

共處七十年呢？」這位老太太說：「但是他

愛家、愛人、負責任，他像太陽一樣，當太

陽出來的時候，如星星多的缺點就都沒有了

。」所以，男人要愛家，「愛」是家庭幸福

主要的泉源。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的五和塔，經常為人舉

行佛化婚禮。我寫了一副對聯：「你我有緣

成眷屬，福慧共修慶家園」，其實，男女的

婚姻沒有教條，甚至法律都不能約束，完全

是靠相互的尊重和愛心，來維持感情。

對於世界，大家要有「普愛」的觀念，對

於家庭的妻兒，要有個別的愛護。所謂「大

愛」、「小愛」，都要每個人心中的一把秤

來等量，適當最為重要。

歷史上，多少的男與女因為感情不會處理

，而香消玉殞。其實，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

愛情，不也是成為現代人的美談嗎？也有的

女性，像楊惠姍在電影《我就這樣過了一生

》裡面飾演的角色，她甘願為男人撫養前妻

所遺留下來的兒女，即使到最後自己也有了

兒女，但仍然平等看待。

美滿因緣  要有善緣成就 

總之，男女都需要有偉大的情操，都要為

對方設想，我愛你，就不能害你；我和你結

婚，就是奉獻，就是犧牲，就是心甘情願，

夫妻彼此都要有同等的觀念，才能有未來美

好的家庭。

說到青年的感情交往，天下的父母也沒有

不關心的。不過，我想可以關心兒女的感情

處理，也可以引導他向正當的途徑行走，但

不要太過分的壓制、干涉，因為青年男女相

愛結婚，畢竟不是父母能了解、能去認可的

。所以，父母還是要帶著尊重的態度。

有一個信徒的女兒從美國留學回來，我說

：「你的小姐已經從美國大學畢業回來了

，可以給她結婚了。」她說：「師父，才

二十二歲，懂得什麼愛情？懂得什麼結婚

？懂得什麼夫妻相處？隨她去！等她到了

二十八歲的時候，我再來問她結婚的事情。

」要給女兒那麼長的時間，讓她對社會、對

愛情有深刻的了解，才會知道如何找一個終

身的伴侶。我覺得這樣的母親不但開明，也

真是很有雅量的。

像有的中國女性，嫁給非洲的黑人男士，

也有中國的男性，討了黑人小姐為妻，只要

他們幸福，父母也不必為了家門裡面多了一

個不同種族的親人，而認為這是大不了的事

情。現在的世界，什麼都是平行的，你可以

坐飛機旅行世界各國，世界各國的人士為什

麼就不可以情投意合呢？這也是我的一個感

想。

我們都希望天下有情人成為美好的眷屬，

但是一段美好的愛情，要成為一個美好的婚

姻，要有真正的認知、信賴、緣分、寬諒；

一個美好的家庭，需要有很多的因緣來幫助

成就，才有祥和圓滿的幸福。�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