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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
 
法語

星雲大師倡護生 劉謙獲頒大使
【記者妙熙宜興報導】當魔術遇上佛法，

變化出令人激盪的創意思惟。日前國際著名

魔術師劉謙到宜興大覺寺，佛光山開山星雲

大師親自頒贈他「中國麋鹿保護大使」，大

師也頒贈「中國雪豹保護大使」給予中國名

演員王寶強。

星雲大師曾在央視呼籲「不隨意放生」，

不得要領的放生，將是「放死」。播出後引

發廣大回響，中國大陸二日通過的野生動物

保護法新法規中，其中一項即規定「外來物

種禁止放生」，如放生巴西龜，不僅干擾當

地居民的生活，也危害了生態系統止。

中國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名錄新規中也進行

調整，麋鹿與雪豹本屬保護名錄，分別由劉

謙和王寶強擔任保護大使，以喚起大眾的保

育意識。王寶強在電影《人在冏途》飾演牛

耿，他是第一個回應大師的護生觀念。

對於生命，星雲大師表示，「以前是神權

時代，生命屬於天地神明；接著進入軍權時

代，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人民

的生命都屬於皇帝；現在是民權時代，民眾

的一票就是他的權利；下一個是生權時代，

一切眾生都有生存的權利。」

大師說：「曾在美國國家公園內，看見一

隻熊經過，車輛都會停下來，讓熊走過去。

在西方生權已是很普及的觀念，推動生權是

很符合這個時代的文化，也符合佛教的慈悲

精神。」

對於聞名國際的魔術師劉謙，大師也有很

深的期許，希望未來魔術能結合佛法。劉謙

說，「佛教說世間一切都是虛妄的，其實魔

術也是幻相，讓人專注並著迷在那一刻上，

而魔術最高境界是藝術，重點在創意和思考

，好的魔術就是在說一個好的故事。」

大師當場說了〈哭婆和笑婆〉轉念的故事

，激盪劉謙在魔術上的思惟，「運用智慧就

有巧妙，運用智慧就有不可思議」，必能將

魔術提升，還要將眼光放遠、放大。

「愛護動物，不隨意參與放生聯合倡議書

」是由星雲文化教育公益基金會、世界自然

保護聯盟、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

基金會共同發起。

⬅當魔術遇上佛法，變化出令人激盪的創

意思惟。國際著名魔術師劉謙（左）到宜

興大覺寺，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親自頒贈

他「中國麋鹿保護大使」。

� 圖／人間社記者慧延

真相

好逸惡勞是一般人的通病，貪圖一時的安
逸，往往種下痛苦一生的結果。反之，一
時的辛勞，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成。

有云：「不看一時，要看長遠；不看

一處，要看寬廣；不看一人，要看大眾

。」世間上什麼事情，都不完全看表面

，也不完全看一時，也不是只看某一方

面，而是要能看到內在真相。如何看到

「真相」呢？略舉四點參考：

第一、貧病之時知朋友：朋友之交，

貴在真心，何等朋友最真心？「酒肉朋

友」、「勢利之交」，是你富貴顯達時

的好朋友，等到關鍵時刻，便會樹倒猢

猻散，沒有任何交情可言！真正的朋友

何時能見？當你微賤時，能夠傾身引接

，不相捨離；疾病時，願意傾心照顧，

無怨付出；失勢時，還是能同甘共苦，

患難與共，此等「布衣之交」、「貧賤

之交」，才是良友知己。因此，貧病之

時知朋友。

第二、患難之時識真情：人和人相處

，如何識得真情？你有財有勢，名利雙

全時，不一定能識得感情的真實面。唯

有處於患難之際，最能驗證人性真情的

虛實。親朋之間如此，夫妻之間亦然，

甚至有言：「夫妻猶如同林鳥，大難來

時各自飛。」真情的價值，也隨之散去

了。反之，患難時還能噓寒送暖，休戚

與共，彼此相依，交融扶持，經得起感

情的考驗，經得起世間無常變化，才能

識出彼此的真情。

第三、進退之時懂分寸：帶兵作戰，

衝鋒陷陣固然好，戰敗之時，若不懂得

退兵之計，看不清真相，後果更不堪設

想。人生也是如此，勇猛向前是好，但

有時退一步，更有無限的天地。一個人

在進退之間，能進能退，能大能小，能

有能無、能前能後，適時的掌握分寸，

就是掌握人生的修養。《孟子‧盡心章

句上》：「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立身處世能進能退，拿捏得宜，

你便懂得進退裡頭的真相，就在分寸之

間。

第四、得失之時明因果：人的一生輪

轉於得失之間，若能體悟得失背後的真

相，存在因果的關係，就算春風得意、

青雲直上，心不會高傲自大；即便時運

不際、命途多舛，也不會怨天尤人。能

夠明因識果，就能無入而不自得；懂得

把一切得失，歸之因緣果報，就能改善

因緣，獲得不同的結果。因此，不論是

非好壞得失，都含存因果的真相在裡頭

，只在你能明瞭否？

人間事物，片面的，總會模糊你辨別

的能力；一方、一眼、一時、一處，也

不一定最真。因此需要你的全面觀照，

以智慧洞察，才能透露出事物的真相。

什麼時候最能識得「真相」？

第一、貧病之時知朋友，　

第二、患難之時識真情，

第三、進退之時懂分寸，

第四、得失之時明因果。

藝術天地

一個陶罐一個故事

每個生命的來處都一樣，但經歷、過程卻

千差萬別。

最終總是明白：千般算計的人生，無法贏

得過無常。

一個陶罐一個故事……

龍陶藝術工作坊 https://www.facebook.com/
m87411/

作品／尤尉州   文字／邱鈺喬

是依著上帝樣貌而造

大師風采

一字不苟的馬連良
文／劉占青

豐子愷．護生畫集

拯溺
文／林少雯

偽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

，甚愛之，飼秣甚於他馬。一日乘往本郡，

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回舟以迎行思，

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岸奔入駭浪，

接其主。蒼茫之中遽免沉溺。

� ——《虞初新志》．朱幼蘭書寫

這則「拯溺」的護生畫，圖中所說的故事

，發生在三國時期蜀國渠陽縣鄰山這個地方

。渠陽縣古稱靖州，位於湖南和貴州二省交

界處，西面鄰接貴州黎平縣和天柱縣，南面

與湖南侗族自治縣為界，東連綏寧縣，北接

會同縣。

話說在渠陽鄰山這個地方，有一個人名叫

王行思，家境非常富有。這位王富人有一次

得了一匹馬，帶回家飼養，他與這匹馬特別

有緣，因此加意疼愛此馬。王行思在餵養家

中馬匹糧秣時，總是很偏心地給這匹愛馬調

配更好的草料。平日與此愛馬的互動，也比

家中其他馬匹來得更多。

此馬，得到主人特別的關愛，與馬廄中其

他馬匹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語。馬在動物

中，算是絕頂聰明的，主人如此厚愛牠，牠

當然心領神會，感恩在心。

有一天，王行思有事要到郡裡去，他出門

時騎上愛馬，在路上奔馳，心中甚是快意。

行走間，來到一條河邊，河水寬闊，人和馬

匹都要乘渡船才能過河。但觀此河，因適逢

夏季，河水暴漲，水勢洶湧湍急，不比平日

。船夫看這情勢，估量無法讓王富人和馬同

乘一條船渡河，於是讓馬單獨上船，先將其

渡過河去。回頭再來渡王行思過河。

王行思上船後，渡船行至河中央時，忽然

颳起了大風，風勢強到連船夫也無法控制船

身，因此，不久船就被風吹翻了。王行思隨

著船一起翻落湍急的河水中。王行思在河中

載浮載沉，眼看洶湧的河水就要將王行思無

情的吞沒了。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已經渡河到對岸的

馬，見主人落水，立刻不故一切自岸邊狂奔

入河裡，在驚濤駭浪中，奮力地奔向主人，

將主人拖行上岸，解救了主人的危難，讓主

人免於溺水而亡。

真是驚險啊！王行思若不是有了這匹愛馬

，遭此大難，必定一命嗚呼！他若不是平時

如此疼愛這匹馬，馬也不會這般強烈感受到

主人的危機。人和馬、馬和人，早已心意相

通，融為一體了。

二十世紀二○年代末，著名京劇表演藝術

家馬連良是唱老生的代表人物。一次，馬連

良錄製了京劇《甘露寺》中選段的唱片，頗

受大眾的歡迎，唱片很快就銷售一空，唱片

公司不得不多次加印。

後來有一個頗好三國歷史的戲迷找到馬連

良，說在這段唱裡，有一句「他有個二弟壽

亭侯」，這句話說不通。「壽亭侯」應為「

漢壽亭侯」，是指關羽。

漢壽是個地名，亭侯是個爵位名，如果沒

有「漢」字，跟歷史是不符的。漢壽亭侯是

個多大的爵位？如果關羽再被加封，就應該

是漢壽鄉侯了。「亭」是鄉的下一級行政單

位；亭侯是以一亭或數亭為食邑，如關羽為

漢壽亭侯，漢壽為亭名。馬連良當初以為「

漢」是朝代名，覺得大家都知道可以省略不

唱。

聽完戲迷的話，馬連良深感自己欠缺歷史

知識，又請教了幾位歷史學家，他們一致認

為應該是漢壽亭侯。這讓馬連良自責不已，

覺得一句戲詞把觀眾給誤導了，這實在是罪

過。

為了挽回負面影響，馬連良向唱片公司提

議馬上停止唱片的銷售，同時收回所有已經

發行的唱片，給買家退款。唱片公司負責人

認為這樣做損失太大，勸馬連良不要如此較

真，畢竟這句戲詞已經讓前輩人唱了很多年

，觀眾根本不會在意。

可馬連良堅決不同意，他自掏腰包回購全

部唱片，並銷毀重錄。馬連良的一些好友對

他的舉動很不理解，甚至說他有點「傻」。

對此馬連良不以為然，他說：「我是個唱

戲的，將來會有人學我唱，雖然我唱錯了，

我個人寒磣事小，但我不能再讓後來人繼續

犯錯，那豈不是貽害後人嗎？明知唱片有錯

還任其流傳，只會遭識者譏笑，更是在糟蹋

京劇，褻瀆聽眾，那我的罪過可就大了。我

決不能為此負疚終身，我的良心不容許這樣

。」

馬連良這種「一字不苟」的較真品質，終

於成就了他「京劇四大鬚生」之首的美譽。

文╱星雲大師

媒體可以救台灣

貧僧有話要說 三十一說

在台灣，我們經常聽到人說：「今天電視

不好看。」為什麼？「立法委員沒有打架！

」那麼記者就必須要報導打架的新聞，來取

悅觀眾。又有讀者說：「今天的報紙不好看

，沒有什麼殺盜奸淫的社會新聞！」那麼報

社為了讓它的報紙有銷路，就是沒有殺盜淫

亂的新聞，也要儘量地製造出一些事故來。

所以，台灣的媒體到了這個程度，民眾也應

該負一些責任。

    筆正人心  倡新聞真善美 

據我所知，民國以來，有不少優秀的媒體

記者，如：中國《大公報》的張季鸞、王芸

生，《庸報》的董顯光、《大晚報》的曾虛

白，一直到台灣早期《公論報》的李萬居、

《立報》的成舍我、《中央日報》的馬星野

、《自立晚報》的吳三連，還有《聯合報》

的王惕吾，也提倡正派辦報；就是《中國時

報》的余紀忠，對於公益、環保、水利，也

熱心護持。可以說，他們都是這個社會真正

的中流砥柱，以文字主持公道的「筆陣群」

，他們的功績不但流傳在社會，也深入到人

心。甚至於世界上也有一些報紙，如《紐約

時報》、《洛杉磯時報》等等，他們的報導

客觀，議論持平，對世界深具影響力，如果

要頒發「普立茲獎」，這許多的報人，都可

以成為世間的典範了。

貧僧對媒體的尊重，在四十年前，就曾經

想要舉辦類似「普立茲獎」的新聞獎，以鼓

勵媒體人，但是有人怪說這是我們想要收買

記者，所以後來就不敢進行了。

直到前幾年，因為貧僧老矣，自覺對社會

有義務、有責任，所以籌設了「公益信託教

育基金」，並且設立了「真善美新聞傳播獎

」。為了讓媒體都能走上真善美的境界，我

邀請高希均教授、張作錦先生等人做評審委

員，給予優秀的記者獎助。現在已經六屆過

去了，我從來沒有干涉過一件事，也沒有推

薦過一個人，就讓高教授他們那一班委員公

平公正地去審核。

為什麼要設置這個獎項？主要的，是希望

讓社會有公義、有公道，讓一些有為的媒體

記者，在這一個時代裡，能以他們的筆桿救

國家、救社會、正人心，做為社會的導師。

    媒體重責 實行社會教育 

現在台灣的媒體，從過去的社會新聞，到

內幕新聞，到隨意報導，顛倒是非，造謠惑

眾，這是台灣的命運呢？還是記者太過於要

討好閱聽人尋求刺激的心理呢？

二十年前，有一次我跟隨團體到日本去參

拜寺院。有一天，其他團員都出去了，我沒

有外出，就在飯店裡。無意間，我打開電視

，見到兩位老教授，一位是中村元，另外一

位已忘其名，他們正在對談生死問題。節目

從八點鐘播放到十一點，中間沒有廣告，也

沒有第三人出現在畫面上，就只是兩個人在

那裡討論著生死，內容深入專研，讓人不禁

動容。那一天，整個上午，不但讓我對於人

生的去來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身心的平靜

、安詳、自在，更是至今難忘。

這就讓我想到，其實我們台灣的媒體，報

導新聞也不需要那麼樣的緊張、那麼樣的急

迫、那麼樣的激烈、那麼樣的聳動；反過來

，能把這種優閒、安靜的知見，散播給社會

，還可以說台灣的媒體不能救台灣嗎？

當然，我們都知道，現今媒體的經營，有

它的困難；不過，世界上的媒體也都有國家

給予補助，必須要幫助政府推行政令、改善

風氣。既然報紙不必自立為生，它就應該和

政府緊密合作，像學校教育一樣，對這個社

會實行社會的教育。如何實行社會教育呢？

報壞事，更要報好事；報壞人，更要報好人

；報惡行，更要報善行。� （待續）

⬆第一屆「真善美新聞傳播獎」頒獎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