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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
 
法語 10年企盼 一筆字再續南京緣

➡江蘇省政協主席張連珍（左），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王燕文
（右）陪同星雲大師欣賞一筆字作品。�圖／人間社記者妙開、記者阮愛惠

【記者阮愛惠南京報導】「佛光菜根譚—

星雲一筆字書法特展」，日前在中國南京博

物院盛大開幕，預計展至六月二十六日止。

展期跨越中國大陸長假，是全年最熱門的檔

期，預計將吸引近百萬人次前來欣賞。

距二○○七年的「覺有情」書法展之後，

星雲大師與南博再續前緣。大師以近年所寫

之一百零八幅佛光菜根譚偈句墨寶，概分為

「妙法」、「向善」、「思修」、「包容」

等主題，和南京市民分享他一生領悟到的智

慧。

 
   字字句句  與眾相應

促成此次南博與佛光緣美術館合作展出的

是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王燕文，她

在擔任揚州市委書記期間就與大師結緣。

開幕式前她親自來視察、彩排，她更陪著

大師一起巡禮展場，顯見她對本次展覽重視

的程度。

江蘇省政協主席張連珍陪同大師賞字時，

對於大師「做人十難」裡的「忍苦容易忍氣

難」偈句特別有感受，她說，人常常就是忍

不下一口氣而生事；而王燕文則說她特別愛

忙，正好相應了大師的「忙碌是事業的動力

」。

開幕式上省級幹部雲集，南京博物院院長

襲良表示，十年前大師的「覺有情」書法展

，觀眾參加、學習者眾，取得非常良好的社

會教育。大師的書法有獨特魅力，字中含善

見理，相信此次更能帶給觀眾內心滋潤及文

化體驗。

    文化弘法  照亮華人 

王燕文則指出，星雲大師半世紀以來，以

文化弘法，為華人世界點亮心靈明燈。二

○○五年大師捐建鑑真圖書館時，她曾建議

大師建一座「大師堂」，以便大師常回家鄉

。但大師力主建設「揚州講壇」，發願取得

「北有百家講壇、南有揚州講壇」的效果，

而今揚州講壇已成為揚州閃亮的文化名片。

大師為教育和文化奉獻的精神，令她感動至

深。

大師致辭時表示，他在南京出家後停留了

十二年，南京可說是他的第二故鄉。一生漂

泊，老來返鄉，大師希望民眾在看他的字時

，要注意兩個重點，其一是看到他心裡對家

國的情感，其二是看到他的奮鬥，把不可能

的人生變成可能。

南博在規畫此次特展時，除了延續大師一

貫的「不要看我的字，請看我的心」的「心

」意，最大的特點，就是都裱白色的框，全

場呈現潔淨細緻的氛圍，讓來者能在乾淨裡

感覺安靜，進而產生恭敬。而這也是南博對

大師、對眾生的「三敬」。

修身四法

修身是生活的基本，如果一個人不講

究修身，又何以能過好每一天的生活，

進而拓展生命的領域？《大學》載：「

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

後天下平。」意指修養自身，治理好家

務，即是一切事業的基礎。所以自古以

來的君子文人，都是講究慎獨以修身。

《佛治身經》載：「己得身心教，復不

難教他，若欲教餘者，先須教自己。」

也是說明做一個老師，首先要修養自身

。生活中如何修身？有四點意見提供大

家參考：

第一、以樸素為生活：簡單樸素的生

活，不論從身體上還是從精神上看，對

人類都是有益的。生活樸素的人，不為

形役，不為物轉，對於生活中的一切所

有，有重新估定價值的看法。所以樸素

的生活可以使人知足常樂，更能使人趨

向真理。

第二、以慈悲來待人：一般人對自己

所愛，所熟識的人施予慈悲，相當容易

，但是對於陌生人，甚至怨懟的人，就

難以生起慈悲了。慈悲是昇華的大愛，

是平等的包容，所謂「大慈與一切眾生

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才是真慈悲

。如果生活中能以《優婆塞戒經》所載

，盡量做到：「不念自利，常念利他，

身口意業所作諸善，終不自為，恆為他

人。」就能算是以慈悲待人了。

第三、以忍耐來處事：有句話說「小

不忍則亂大謀」，是告訴我們，面對逆

境選擇退步的人，不是怯懦怕事，不是

保守消極，而是做事成功的不二要則。

《羅云忍辱經》載：「世無所怙為忍可

恃，忍為安宅災怪不生，忍為神鎧眾兵

不加，忍為大舟可以度難。」《本生心

地觀經》也說：「世間眾生同父母，我

如男女行孝養，被他打罵不瞋嫌，勤修

忍辱無怨嫉。」是處事和平成功之法。

第四、以結緣來交友：大慈大悲的觀

世音菩薩，三十二應化身，常為眾生作

「不請之友」。所以，人民將最好的廳

堂用來供奉觀世音菩薩，稱念觀音菩薩

的聖號，禮拜觀音菩薩的聖容，皆因觀

世音菩薩廣結善緣。我們也要學習觀世

音菩薩的精神，不必等到別人有求於我

，我就能主動去關懷眾生，盡量滿足大

眾的需求。在生活中，隨手布施、隨口

讚歎、隨心祝福、隨意結緣，都可聚沙

成塔，成就無邊的功德善緣，結交無量

的善友。

「修身四法」希望與您一起來體會：

第一、以樸素為生活，

第二、以慈悲來待人，

第三、以忍耐來處事，    

第四、以結緣來交友。

「皆大歡喜」的本意，是一種處事的
圓融哲學，並非「是非善惡不分」的
濫慈悲。

糟蹋上天賜予 
    最損福報

世人會珍惜貴的東西，比如金銀珠寶。

浪費便宜的東西，像是米飯、水、衣服，

以為容易得到，就不珍惜。要知道，浪費

自然界的東西，更為損福報。

無論多富貴，一輩子吃的糧食、用的水

，皆有定數。福報享盡，有錢也買不到水

，有糧食也吃不著。浪費水，下輩子就會

投胎到沒水的地區。

浪費水和糧食，乃至能吃的東西，都不

是幾塊錢的問題，不要拿錢來衡量這些價

值。

鼻子翹的半天高

文╱星雲大師

我對金錢取捨的態度

貧僧有話要說 二十七說

唯有佛陀紀念館例外，它的花費耗巨，每

日一開門，就需要各項費用支出。曾經我建

議過，若是有人捐建佛陀紀念館，每個人贊

助一萬元，他的名字可以刻在石碑上，對象

以「千家寺院、百萬人士」為主，讓來到佛

館的大眾知道，這裡的設施，就是有這許多

人的護持而成就。當然，我也沒有經手過這

些捐獻，這許多事，就由功德主會慈莊、永

平、滿益等法師他們去負責了。

佛光山叢林是接受十方信眾的供養，常住

縱使有存款，不論多也好，少也好，我只是

佛光山眾中的一個，我還是一名貧僧，和大

眾一樣同霑受益，一切都是統一由常住安排

，因此我還是沒有沾到財務的邊緣。

寫一筆字 作為公益信託

甚至，我在常住照顧之下，自己也有作務

，有生產，為什麼？我出書，我有稿費、版

稅收入，但我悉數都捐給常住，沒有留給個

人。我也寫一筆字作為公益之用，因為有人

來捐款，甚至有人一個館、一個館的來收購

，這些一筆字的捐助究竟多少錢，我不曾過

問，全由公益信託基金會處理，我個人不能

取用，至於如何使用，則由委員會作決定。

我這一生不肯涉及金錢，化私為公，貧僧敢

說，這樣的自我期許是有做到的。

當然，我也有用錢的時候，比方我為了常

住的公事出門，需要搭飛機，乘坐交通工具

，需要路費，當然常住都會替我處理。至於

我的俗親家人，我父系的親族很少，母系的

親族比較多，我也只有在兩岸開放來往的時

候，給予一點紀念品跟他們結緣，聊表心意

。但那也是在我有能力的情況下，動用自己

的稿費、存款買一點東西。

記得年輕的時候，有一回，一個遠房親族

譏笑我說：「和尚的錢財，都是念經得來的

。」我認為這是對我們人格最大的傷害汙辱

。就是和尚念經的錢，也是辛苦所得，何況

這錢，都是靠我自己的智慧、能力、努力所

獲取的。你輕視佛教，就等於輕視我，親人

這樣的思想，我只有和他斷絕來往。我在佛

門裡，對於這些親情，債權、金錢我都分得

非常清楚，你既然對佛教有所傷害，我當然

在佛法因緣裡，就覺得不用往來了。

甚至我有病了，每次從醫院出來，我都吩

咐我的侍者，不要動用常住的金錢，我請他

們從我在常住福田庫裡的存款，把單銀（金

錢）取出來支付所有的住院花費。

貧僧八十歲的時候，問徒眾我有多少錢？

他們告訴我有兩千多萬。我很訝異，怎麼會

有這麼多呢？一個人錢多，在別人是歡喜，

在我卻是恐懼，所以我就決定把它通通捐出

去做公益信託基金。人家說「無官一身輕」

，我是無財一身輕。我一生的歡喜自在，就

是這樣得來的。 （待續）

佛陀紀念館

誰優誰劣

中西教養大不同
文／吳勤博

日前在國外旅行，發現一個有趣現象，同

樣為人父母，我的美國朋友Mike夫婦對於教

養的理解與我們夫妻完全相反：我家是先養

後教，朋友則是先教後養。到底誰優誰劣？

Mike夫婦有三個孩子，十三歲和六歲的女

兒，還有三歲的小兒子。孩子們很獨立、懂

禮貌，非常可愛，一家人相處得輕鬆自在。

我們夫妻帶著獨生女兒來國外旅行，反而

比在家還要累。當地的早餐豐富多樣，但女

兒吃不慣，不得不想方設法哄她吃。朋友三

歲的小兒子卻能坐在兒童餐椅，安靜地自己

吃，不管是抓得滿手都是，還是吃得飯桌上

一片狼藉，父母都在一旁看著，也不著急，

吃完收拾一番，就帶孩子去玩了。

吃過早餐，大家一起去海邊。我背著大背

包，老婆不停往女兒身上抹防曬霜。Mike一

家什麼也不塗，還打算曬黑一點。

一路上老婆緊跟著女兒，隨時防著各種狀

況發生。女兒往海裡走幾步想踩踏浪花，老

婆就說不；她不想擦防曬霜，換我說不；她

不想吃飯，輪老婆說不；任何我們認為不合

適的情況，我們都說不。反觀，Mike一家卻

玩得不亦樂乎，Mike教大女兒使用衝浪板， 

二個小的則試圖用沙子把媽媽埋起來，媽媽

不生氣反而非常配合。

我想很多家庭都跟我們家一樣：父母努力

掙錢，只為了給孩子更好的生活，並把孩子

照顧得無微不至，所以我們很累。跟Mike一

家的養育方式相比，我覺得我們的精力用錯

了地方。老婆花時間研究十幾種兒童營養餐

的做法，卻很少學習用什麼方式跟孩子溝通

。我背著一大包應急的物品，卻沒有好好陪

女兒玩一場。老婆只會問孩子：「餓不餓、

渴不渴、熱不熱？」這種養育方式的結果就

是——父母很累，孩子很煩。

很多家庭都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太傾向

重視物質給予，而忽略精神溝通，也就是重

養輕教。其實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他們逐

漸能掌控基本的生活能力，並不需要父母面

面俱到，因此溝通才是養育的重點，「教養

」一詞，教在前，養在後。如果我們在精神

層面給予孩子多一些指導，多一些訓練，生

活層面少些包辦代替，我想孩子能更自由獨

立，成長得更好，父母也會更輕鬆。

名人軼事

林則徐處變不驚
文／孫偉

大清道光年間，閩浙總督張師誠，以「知

人」聞名。他想為國家發掘一些撥亂反正的

幹練的人才，聽說長樂衙內有林則徐者，頗

有文名，就想一

試。

一天，長樂縣

縣令，突接撫行

文，要拿捕林則

徐到省。縣令甚

感詫異，熟知林

之為人，絕非作

奸犯科之徒，其中必有冤情，就唆使林則徐

解職潛逃。林則徐聞聽督撫大人通緝他，也

覺得訝異，為了表示清白磊落，堅持不逃，

並要求縣令送他歸案。林則徐道：「苟有罪

，不逃刑；無則可以大白於世。」林則徐解

送到省後，張師誠把他請進簽押房說：「老

夫久聞汝的才華，想請汝擔任文案一職，特

用此法，試汝膽量。」語畢大笑。

林則徐「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

怒」的大丈夫涵養，正是張師誠信許之處。

林則徐不負厚望，宵衣旴食，盡忠報國，

累官湖廣總督。於廣州查辦禁煙，為了國人

健康，不計毀譽，焚燒鴉片二百餘萬片。爾

後出任雲貴總督，政績斐然，成為清代封疆

名臣。

                 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是中國三大博物館之一，

亦是中國創建最早的博物館、中國第一

座由國家投資興建的大型國家級博物館

、綜合性歷史藝術博物館。

全院占地13萬餘平方公尺，為「一院

六館」格局，「佛光菜根譚—星雲一筆

字書法特展」即在藝術館展出。歷來藝

術館的展覽都是一時之選，策展及布展

具高度的專業水準。

南博自2013年遷館擴建後，每日都吸

引一萬人次入館參觀。過去來南京的遊

客，都只能「白天看墓（陵），晚上看

人」；而今之南博，已蔚為市民及遊客

的熱門景點，也成為南京市民最大的驕

傲。

小

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