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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模式
文／須彌光

一無所求

有一年，宋朝的重顯禪師外出去參學

，路上遇到深具德望的鄉親曾會先生。

曾會問道：「你要上哪兒去啊？」重顯

禪師說：「我若不是在浙東，就是到浙

西參學。」曾會聽他這麼一說，直說：

「很好、很好！」接著就說：「靈隱寺

的住持大和尚珊禪師，和我是相交多年

的好友，我寫一封介紹信給你帶去，你

把信拿給他看，一定會受到優待。」重

顯禪師感謝曾會先生的好意後，帶著介

紹信就上路了。 

重顯禪師在靈隱寺掛單三年後，有一

天，曾會先生來到寺中，和住持珊禪師

相談甚歡，不知不覺就談到了重顯禪師

。 

他說：「我記得幾年前，有一位年輕

的重顯禪師到你這裡來參學，現在情況

怎麼樣了？當時我為他寫了介紹信，讓

他帶來給你，你有收到嗎？」

珊禪師聞言，相當訝異自己從未收到

介紹信，隨後就派人去找重顯禪師。只

是奇怪的，寺裡頭竟然沒有人認識重顯

禪師，經過一番周折，才終於找到。 

他鄉遇故知，曾會先生當然很高興，

就問：「為什麼你不把我的介紹信交給

珊禪師呢？」重顯禪師就說了：「出家

人毫無所求，隨緣參學，所以這封信我

一直收存在身邊，沒有拿出來。今天既

然你來到這裡，我就把信交還給你好了

。」 

由於重顯禪師的不攀緣、不妄求，因

此受到了珊禪師的欣賞。 

現今有些人為了謀得一職半位，只知

道天天營求，處處請託，卻不懂得多充

實自己的能力，何不效法重顯禪師的精

神，先具備好自己的實力，如此，則何

患不成呢？

 

如果一個人懂得「因果」法則，明白行為能決
定自己的幸與不幸，就會謹言慎行，行善積德
，廣結善緣，而對於過去的不幸，也會不斷的
努力改進，使它轉變為幸福；如此的自我管理
，不就是最究竟、最上乘的管理法嗎？

我們每個人日常都有購物的習慣，當你在

購物時，可曾想過這個行為會間接地幫助到

其他人？ 

二○○六年，美國企業家布雷克．麥考斯

基（Blake Mycoskie）前往南美的阿根廷旅行

，發現當地人生活艱辛，不管大人或孩子都

需要鞋子，布雷克決定發心幫助他們。回到

美國後，他在加州創立了一家TOMS鞋公司

。公司明定每售出一雙鞋子，就捐出一雙給

世界上需要穿鞋的孩子。 

布雷克在捐贈鞋子之餘，也發願免費提供

窮人視力矯正、處方眼鏡或眼科手術等方面

的協助。他還進軍咖啡產業，承諾每賣出一

包咖啡豆，就資助偏荒地區為期一周的乾淨

飲用水。 

布雷克說，未來TOMS打算每年都發表一

項「One for One」新產品，讓One for One模

式能觸動更多人心，希望每個顧客在購買物

品之際，也能進一步幫助到需要幫助的人，

在無形中提升了購買的意義與價值。 

在《超譯尼采》一書中提到，「愛擁有一

雙能夠發現人們心中的美好，並且持續關注

的眼睛。愛還擁有渴望不斷提升人內在的欲

望」，當一個人發出一念善心，就在世界

上建構了一個善的循環，布雷克的「One for 

One」理念即是，一點一滴擴大善緣，形成

一個良善的互動網，讓世界因你我愛的實踐

而變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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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小動物緣

貧僧有話要說 二十五說

人，是動物，但是與其他動物又不同。人

，頭朝天、腳朝地，所謂頂天立地，在有情

眾生的世界中，只有人具備這個條件；其他

的豬馬牛羊、魚蝦貝類，甚至鳥雀飛禽，都

沒有頭朝天、只有背朝天。可見人是萬物之

靈，所以人有智慧、有信仰、有文化，有慈

悲博愛、有文學哲學，因而發展出人類最高

的文明。但是最高的人類，也不能脫離眾生

萬物，獨立存活。

佛教對於生命界規畫為「四生九有」。這

四生當中，有兩隻腳、四隻腳、多隻腳的；

有的居住平地，有的居住山林，有的居住海

洋。然而，眾生不只胎、卵、濕、化而已，

佛法所談的一切眾生，範圍極廣，此處就不

去談它，只談與我們接觸最多的胎、卵、濕

生，也就是一般我們常見的動物們。

    餵缺嘴雞 養到能生蛋

一般而言，有人喜歡養狗，有人喜歡養貓

，有人喜歡飛禽，有人喜歡魚蝦，不過，這

些動物能成為人類的寵物，必定在性格上與

人有所交流相通，所以人類才會喜歡牠們。

我們在報章雜誌上看到，歐美地區有很多

大富豪，離世的時候，他請律師將自己幾千

萬的遺產，交給他所養的寵物，譬如豬馬牛

羊，他想供養豬馬牛羊，使其有快樂的一生

。這讓我想到，佛教裡有個「福慧雙修」的

故事，說到一個修行人，只修智慧，後來證

得阿羅漢，卻沒有人供養他的生活；他的師

弟，只重修福，轉世為一頭大象，在皇宮裡

吃好穿好，披金戴銀，這個阿羅漢見到了，

就感慨說：「修慧不修福，羅漢應供薄；修

福不修慧，大象披瓔珞。」可見得這世間的

眾生，是各有福德因緣。在此，我也把我有

生以來的動物朋友，敘述一下，以茲紀念。

我父母生養我，讓我一直最感念的，就是

他們培養我有愛心、有慈悲的觀念。從小，

我就愛護小動物，例如蚊子咬我，我會捏住

牠的腳，一分鐘後放了走，以此當作處分，

不像別的兒童一巴掌就將牠打死，我覺得，

蚊子吸你一點血，你卻要牠一條命，刑罰太

嚴，牠罪不至死啊。

記得在我五、六歲的時候，用節省下來的

壓歲錢，買了一、兩隻小雞小鴨，自己養育

牠們。曾經有隻小雞，在雨水裡淋濕了羽毛

，我於心不忍，就把牠放到灶門口，想將牠

的羽毛烘乾，想不到牠可能因為受到驚嚇，

竟然往火裡跑，我也不顧危險，把手伸進火

堆裡將牠抓出來，奈何牠的腳爪已經燒壞，

嘴也只剩上喙，下喙全燒掉了。

那一次我也受了皮肉之傷，一直到今天，

我的右手指甲還留下燒扁的痕跡。嚴格來講

，這個小生命無法存活了，因為牠只剩半個

喙，沒法吃東西，但我不肯放棄，就用茶杯

裝滿小米，每天一口一口耐心地餵牠。當然

，這需要很多時間，很大的愛心才能做到。

記得一、兩年後，這隻不到一斤重的殘障小

雞，竟能生蛋了，雖然只有鴿蛋一般大小，

但我覺得很有成就感，可說是慈悲愛心的成

就。

    為鴿贖身  淚落江岸邊

當時，在我們貧苦的家庭裡，狗兒只准許

吃晚上一餐，早上、中午都不給吃，但是我

幼小的心靈裡，認為人吃三餐，狗為何只吃

一餐，難道牠們不餓嗎？我認為既然養了牠

就要愛牠，人肚子餓了會講話，但狗不會講

話，必須靠我們用心去體貼牠們。但每次我

想弄飯菜給狗吃的時候，家裡的大人都責怪

我：「人都不得吃了，你還要給狗吃！」被

人責怪後，我也不敢在大人面前肆無忌憚做

我想做的事，只有在吃飯的時候，把我的飯

碗端起來，往外走開，狗都知道跟隨我，到

了外面，我就把飯倒在地底下給狗吃，讓家

人以為是我吃的，與狗無關，以減少他們對

養狗的責備。 （待續）

劫難亦因緣 佛首回家了

【記者妙熙北京報導】一尊流浪二十年的

北齊佛首，終於圓滿回家了，同時迎來更多

罕見的中華文物珍寶，未來五年將在台灣高

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展出。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以九十高齡，親自護

送佛首回到北京，日前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西

大廳舉行捐贈儀式，現場湧進萬人，寸步難

行，盛況空前。

陸方極為重視下，有中國文化部部長雒樹

剛、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中國國家文物

局局長劉玉珠、國家宗教局副局長蔣堅永、

國務院僑辦副主任譚天星、河北省副省長姜

德果、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趙少

華、前國家文物局局長勵小捷、中國國家博

物館館長呂章、中佛協會長學誠法師等領導

人出席。

雒樹剛表示：「今天國家文物局在國博館

隆重舉行佛首回歸，讓海外流失二十年的佛

首，從台灣安全地送回大陸，這段歷史將銘

刻在兩岸的史冊上。」

姜德果致詞時感慨萬千，現場吟念一首詩

：「曾經身首異處，無奈千里分離，本是一

體強拆開，兩岸相望不相離。昔日分離之痛

，今朝金身合璧，是劫難也是因緣，留下一

段佳話千古傳頌。」

    
河北博物院永久典藏

佛首佛身在國博館展至十五日後，將劃歸

河北博物院永久典藏，目前已制定詳細的保

護方案。當場，劉玉珠頒發感謝狀予星雲大

師，感謝大師對兩岸文物保護的貢獻。

「這次從台灣護送佛首來，承蒙中華航空

公司特別給予待遇，可見得佛法無邊、佛力

廣大！」星雲大師談起佛首因緣，依然期待

藉由媒體的報導，讓全世界都能關注到流失

在各地的中華寶藏，終有一天都能回歸。「

因為文化、信心是我們的靈魂和生命。」

   
 簽訂第二個五年交流

星雲大師以無相布施回捐佛首，中華文物

交流協會也同時與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合作，

簽訂未來五年（二○一七至二○二一年）舉

辦文物展覽的框架協議。

此協議始於二○一一年，為促進海峽兩岸

文化交流，連續五年在佛陀紀念館舉辦以佛

教藝術為主題的系列展覽。

在雒樹剛、張志軍見證下，由星雲大師和

劉玉珠簽署國家級協議，展覽主題涵蓋佛教

、文化、藝術、建築、民俗等。

雒樹剛表示，「今天簽訂下的五年文化交

流協議，將是兩岸文化交流的新起點。」

⬆星雲大師與中國文化部長雒樹剛、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等人，在捐贈北齊

佛首造像回歸儀式上，一同為佛首揭

幕。� 圖／記者蔡榮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