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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
 
法語

不後悔的要訣

理所當然

名人軼事

把婆婆當媽媽看待

蘇軾怕見魚

文／朱同慶

用熱水澆花

唯有在鎮靜中，才能想出應付事變的
方法。因此，有智慧的人，愈是緊急
的時候，愈能鎮靜沉著。

從字看大師 揭一筆字動人祕密
你後悔過嗎？後悔，令人懊惱，令人

遺憾，令人傷心，令人難以追補，可是

，人卻經常後悔。假如一個人可以多方

考慮，思想周密，就不容易後悔。怎樣

有一個「不後悔的人生」呢？有四點意

見提供：

第一、有所發言，必莊重：無論你在

什麼地方講話，都要莊重不要輕佻發言

。所謂：「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假

如你的態度誠懇、真實，莊重的發言，

自然不會引起他人的誤會，事後就不會

後悔了。

第二、有所措施，必籌謀：人生無論

做什麼事，總要有個預先的計畫。你必

須先有個籌畫、商量。你把它安排一、

二、三、四，有了步驟，有了程序、有

了因緣、有了內容，這樣，不會匆忙決

定，做起來就不會懊悔。

第三、有所決斷，必諮詢：無論你做

什麼事情，常常要有決斷。做，還是不

做呢？這樣做好，還是那樣做好？要做

大，還是做小？不管你怎樣做，都必須

要和上級諮詢，或者和部下會議商量，

如此，你所有的決斷，就會得到很多人

的支援、贊助，否則一意孤行、獨斷獨

行，沒有人擁護你。

第四、有所過錯，必承擔：人難免有

思考不周的地方，假如所做的事情有過

錯了，你趕快自己承擔起來，「這是我

不對」、「這是我不好」、「這是我不

應該」，你能夠這樣誠懇、老實的承擔

責任，別人也會給你安慰，提供你意見

，協助你解決，後悔的程度就會減到最

小。

古時，有一學僧向雲居禪師請開示「

如何不懊悔」。雲居禪師說，通常人有

十種後悔，只要把「不」字改為「要」

字就可以了。這「十後悔」是什麼？一

、逢師不學會後悔；二、遇賢不交別後

悔；三、事親不孝喪後悔；四、對主不

忠退後悔；五、見義不為過後悔；六、

見危不救陷後悔；七、有財不施失後悔

；八、愛國不貞亡後悔；九、因果不信

報後悔；十、佛道不修死後悔。

能把「不」改為「要」，即「逢師要

學，遇賢要交，事親要孝，對主要忠，

見義要為，見危要救，有財要施，愛國

要貞，因果要信，佛道要修」，就能有

一個不後悔的人生。而這「不後悔的要

訣」也是很有意義，值得我們深思。

第一、有所發言，必定莊重；     

第二、有所措施，必定籌謀；

第三、有所決斷，必定諮詢；     

第四、有所過錯，必定承擔。

【人間社記者蕭惠珠高雄報導】不曾練字

、眼花手抖的老和尚，他的書法為何在藝術

市場引發「仿造」風潮？影響力遠勝過享有

盛名的書法家？「大覺有情．道藝一體─談

星雲大師一筆字內蘊哲思與書法」座談，日

前在台灣佛光山佛陀紀念館本館二樓舉行，

由佛館館長如常法師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

文系助理教授柯耀程對談，揭開大師一筆字

感動人心的祕密，帶領觀眾「從字看人」，

盡情享受法語墨香的薰陶，學習大師的超高

人品。

「大師不是書法家，是弘法家，『與人結

緣、給人歡喜』是他的寫字動機。」如常法

師強調，就因為動機純粹，心無雜念，落筆

當下即是，大師書藝雖無法與名家相提並論

，卻能創下同時在二十五國、七十四處展出

、三百萬人欣賞的史無前例紀錄。

    
傳達善念 墨寶給人清涼

身為書法創作者的柯耀程指出，書法創作

以自然為貴，大師堪稱是「為人生而藝術」

的書法家，為傳達善念寫字，不在意美醜，

就是這種「無意於佳乃佳」的渾樸無我風格

，讓他的作品產生巨大的感人能量。

如常法師拿星雲大師和弘一大師的書法做

比較，認為兩人都是用書藝弘法的宗教大師

，作品都散發出「內修實學」的能量。原本

就以書藝知名的弘一大師，修學律宗，練字

嚴謹，寫起字來簡潔工整，井然有序，筆畫

粗細一致；作品多抄寫佛經，供信徒課誦。

而終日為弘法四處奔波的星雲大師是個無

師自通的「素人」書家。如常法師表示，大

師因視力退化，意外創出「一筆字」，強調

「別看我的字，請看我的心」，書寫的內容

以有助弘揚人間佛教、民眾看得懂、能感動

人心為主，希望給芸芸眾生帶來清涼，弘揚

佛法的動機比起弘一大師更純粹。

柯耀程借用清末才子王國維的「人生三境

界」分析大師成為書法家的原因。他認為，

好書家不只是追求把字寫好，更要在「字外

功夫」用功，也就是要修心；大師「字外功

夫」比他人深厚，寫字無關名利，才能達到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

火闌珊處」的無我最高藝術境界。

「渾樸厚實、簡靜脫俗、時出新意、無我

自在，是大師一筆字的特色。」柯耀程推崇

大師以宗教家的修持創作一筆字，有助於書

法教育推廣，凸顯書法的普世價值，貢獻比

俗世的書法家更大。他特別獻上親自創作的

「星光明佛國，雲水潤人間」對聯，禮讚大

師的成就。

    
六根並用  寫字一心不亂

如常法師同時透露大師寫字的「內幕」。

因行動不便，大師總是坐著輪椅，在長條桌

前寫字，同時要有三名「書僮」幫忙，沾墨

、拉紙、移開完工作品，各司其職。至於曾

引起很多書法家好奇的特殊墨色，其實是混

和二種品牌的現成墨汁，已成為一筆字的「

獨家配方」。

如常法師強調，大師沒有特別的寫字空間

，寫字的長條桌，也是他用餐、會客的地方

。而且寫字時，身邊總圍繞著一群等候請示

弘法事務的弟子，大師總能六根並用、一心

不亂，可見大師的內在修為。

「連布局、墨色的細節都這麼用心，大師克

服重重困難寫一筆字，精進的態度讓人感動

。」從高雄來參加座談的林立貴表示，最喜

歡展場的「双好双不好」條幅，人們總慣於

抱怨命運，卻不知眼前的一切都是平時修為

的因緣果報，大師的字句，寫出人生真相。

⬅大師坐著輪椅，在長條桌前寫字，同時

要有三名「書僮」幫忙，沾墨、拉紙、移

開完工作品，各司其職。圖為二○一四年

一筆字在廈門市博物館開幕，星雲大師現

場揮毫。� 圖／資料照片

文／孫偉

朋友跟我講，他以前一直認為太太對他爸

媽有些冷淡。但自從幾個月前，媽媽拐到腳

後，他的想法完全改觀。

幾個月前的一天，朋友正在上班，突然接

到太太打來的電話，說媽媽在下樓梯時，不

小心拐了腳，現在已經在醫院治療，並無大

礙，不用擔心。

朋友掛斷電話，馬上趕到醫院。到了醫院

，看到太太正在照顧躺在病床上的媽媽。醫

生說只是輕微骨裂加扭傷，經過治療很快就

能痊癒，朋友這才放心。

「媽媽住院治療期間，爸爸晚上在醫院陪

護，白天回家休息。白天就由太太負責照顧

媽媽的起居飲食，陪媽媽聊聊天，幫媽媽按

按摩，有時怕媽媽吃不慣醫院的飯菜，還特

意從家裡做好便當，帶到醫院來。」

「太太對媽媽照顧得無微不至，讓有些病

友還誤以為我是女婿呢，令我哭笑不得。」

朋友笑著說。

待朋友媽媽痊癒後，朋友感激地對太太說

：「多虧有妳細心的照顧，媽媽才能康復得

如此好，這都是妳的功勞，非常謝謝妳。」

沒想到，朋友的太太瞪大眼睛驚訝地回答

：「你別鬧了，謝什麼？哪來的功勞？婆婆

也是媽媽呀！這些都是我分內的事，用心照

顧她是理所當然的呀！」

太太的回答，令朋友感動不已。

顯然，朋友的太太不是一個「形式主義」

者。不像有些人，平日一副情深義重的樣子

，熱情得似一捧玫瑰；可是遇到事情時，卻

冷漠得像一株含羞草，一觸即躲。

最令我欽佩的是朋友太太的「視己觀」。

若不是真的將婆婆視為自己的媽媽，也就不

會將分內事做得如此理所當然。

設想，若把這個「視己觀」延伸開來，當

我們與人相處時，都能視對方為「自己的家

人」、「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師長」，

乃至「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孩子」……

用同樣的態度對待，這樣一來，不僅能與人

相處融洽，而且在做事時，自然也就少了抱

怨，因為做的都是分內之事，做好是理所當

然的呀！

  宋神宗宰相王安石，實施新政變法，蘇軾

上書反對，觸怒了神宗，注定了他坎坷一生

，顛沛流離的命運。

熙寧四年，蘇軾被貶杭州通判，後轉任密

州、徐州。元豐三年，被調任湖州太守。御

史大夫舒亶，從蘇軾《錢塘詩集》，尋章摘

句，羅織罪名，造成朝野轟動的「烏台詩案

」。蘇軾從湖州被抓回京城，送進了御史台

監獄。

蘇軾和他的長子蘇邁相約，在外探聽消息

，如平安無事，送飯時菜裡放肉；如有不測

，菜裡放魚。

一月後，蘇軾的親戚不知道這對父子相約

的暗號，好意地在菜裡放了魚，送進監獄，

蘇軾見魚大驚，以為生命不保，寫詩一首，

請獄卒交給他的弟弟蘇轍，詩云：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味自忘身。

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

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後來神宗看了蘇軾這首悲切的詩句，動了

慈悲之心，本來就不打算殺他，趁此把蘇軾

給放了。

文／星雲大師

我的歡喜樂觀哪裡來

貧僧有話要說 三十三說

最重要的，就是天時，因為台灣南部的天

氣，每年從九月份起，到第二年的四月，都

沒有雨，雨季只有在夏、秋之間；一般春、

冬之季，南部都是陽光普照。沒有雨水，信

徒和客人就容易來山參拜。

建設初期，經常為了山上的建築費用，周

轉不靈，而無法繼續工程，但是常住大眾

都很有信心：「明天就是禮拜六，後天就

是禮拜天，有人來了，還怕沒有香油錢嗎？

」五十年的歲月，很快的，佛光山到明年就

五十周年紀念，這當中，天時、地利、人和

都給我很大的幫助，我怎麼能不快樂，能不

歡喜呢？當然，貧僧也很感謝父母，生給我

一個樂觀的性格。

    給取皆喜 成就信仰公益 

一般的人都是接受人家給我才歡喜，其實

，施捨更有價值。有的人擁有了一些財富，

捨不得給人，到了最後兒女爭產，連社會都

不知如何去處理。為什麼不在活著的時候，

把它處理清楚，讓子女們遵守上慈下孝的道

德，傳承下去？雖然人已經往生了，卻能讓

自己的所有，讓自己的事業，發光發亮，與

人有益，不是很好嗎？

當你熱心社會公益，態度樂觀進取，不但

自己歡喜，也給人歡喜，也給人信心。我們

受人家的金錢，我們給人家佛法，這就是所

謂「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給或取，彼此

都是歡喜的，大家表現同一個信仰的誠意、

恭敬，還有什麼事不能成呢？

所以，當初褚柏思夫婦，將佛光山這一塊

貧瘠的地付託給我，可以說他付託得人，我

沒有辜負他們，他們應該能含笑於天堂、含

笑於人間了吧！甚至於仗此因緣，他們可以

再回到佛光山，承接佛光山的事業。一個人

要能看到因緣，看到未來，什麼東西都能給

未來去發展，這才是人間最智慧的想法，也

是最值得歡喜的事。

貧僧一生吃過的東西，都會難忘、都要報

恩的。例如，幾十年前，曾在台北金枝姑的

家裡喝到一杯冰牛奶，有如甘露瓊漿，至今

給我難忘；七十年前，在鎮江「一枝春」的

小麵店，現華法師請我吃的一碗麵，如今口

頰芬芳，難以忘懷。好比過去鎮江市委書記

許津榮的一碗鍋蓋麵，我都覺得是人間美味

；又如三、四十年前，彰化的小麵攤裡，那

碗只要一塊五毛錢的麵，讓我懷念不已。假

如有機會，還是要回報他們。這些都是我一

生中飲食的最高享受了。

當你受到人家給你的歡喜，你也要給人家

歡喜。例如，在嘉義我們有一塊二、三十坪

的土地，剛好位於一戶人家土地的入口，那

位地主的土地有千萬的價值，卻被我們這塊

畸零地給攔住，讓它不能跟大馬路貫通。當

時他就表示要用八十萬一坪，比市價更高的

價格跟我們購買，我告訴弟子覺禹，不可，

公訂價格就好，不要這樣奇貨可居。如果以

高價讓給他們，這就等於敲人竹槓，你多收

了錢，讓他人一世罵名，不值得啊！公平就

好，彼此就能皆大歡喜了。

君子有成人之美，像這一類的事情，我成

人之美的歡喜，也是無限的。韓信受漂母一

飯之恩成為美談，我們今天倘若能多多給人

助緣，讓天下的韓信，也能再遇到萬千的漂

母，那不就是世間很美好的事情了嗎？

    暢遊法海 生活平淡自在

你問我歡喜從哪裡來？就是從彼此相互之

間，在信仰的法海裡面暢遊，一切都把它當

作是我的，一切都把它當成不是我的，無我

無人，有我有人，這中間有著很微妙的道理

。例如：在太陽底下工作很炎熱，但是回到

房子裡，午餐是簡單的茶泡飯，也是美味無

比，我怎麼能不感到歡喜呢？

過去老友煮雲法師經常來找我，到了晚上

要睡覺，貧僧只得把我的房間床鋪讓給他休

息，我則睡到陽台上去。夜晚涼風徐徐，清

涼無比，貧僧怎麼能不歡喜快樂呢？就等於

明朝朱洪武一日夜歸，回到寺院，大門已深

鎖，進不去了，他就躺在寺廟外的廣場上，

看著天上的星星，不禁說道：「天為羅帳地

為氈，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足，

恐怕踏破海底天。」那種逍遙自在，我真有

這個感覺啊！ （待續）

⬆星雲大師（左）煮雲法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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