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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
 
法語

行善、做好事的法門很多，不管
有相或無相，只要肯做，永遠不
嫌多。

生活的自在

塞車，讓我們苦惱；感情，讓我們罣

礙；健康，讓我們擔心；錢財，讓我們

執著；人我，讓我們傷神……，人人離

不開這生活裡的種種，但是你生活得自

在嗎？以下四點提供參考：

第一、人我是非不去說：人與人之間

的爭執、衝突，常常是不經意的一句話

引發而來。因為一言不和，反唇相譏，

於是你來我往，甚至武力相向，一發不

可收拾。所以，談人我是非，容易招來

災禍，探他人隱私，很快惹來麻煩，這

都是擾亂清淨生活的原因。我們無法要

求別人都對我們說好話，唯有自己轉境

，心中自然沒有煩惱；人我是非之前，

忍耐三分，反而得到更多自在。

第二、成敗得失不計較：成功時，信

心滿滿；失敗時，灰心喪志，這是一般

人常有的反應。然而一個成就大事的人

，小小的成功不會志得意滿，受挫時，

也不會失去信心，反而愈挫愈勇。愛迪

生面對實驗室付之一炬時說：「感謝大

火，把我以前所有的錯誤燒盡。」所謂

「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人生的

際遇，窮通禍福，成敗得失，都只是一

時，不管好壞，如果能把他看成是人生

的過程，不執著計較，心靈的空間會更

加寬廣。

第三、憂愁煩惱不掛念：生活裡有著

許多煩人的事，你把憂愁煩惱帶到床上

，就會睡不著；把憂愁煩惱帶到桌上，

就會食不知味，因此，最好不要跟憂愁

煩惱做朋友。有時候，煩惱並不一定從

外境來，可能是自己起心動念，庸人自

擾。因此，我們要做自己的醫生、工程

師、雕刻師，懂得自我對治煩惱，自我

建立喜悅性格，甚至就以委屈、挫折、

打擊做材料，為自己雕塑一個美好、安

住、自在的藝術生活。

第四、名聞利養不爭前：世間名聞利

養，用技巧爭來，只會讓人家不服氣，

終究不是自己的；只要緣分具足，不必

去爭，自然也跑不掉。所謂「義之所在

，不落人後；利之所在，不居其前。」

在名聞利養前，退讓一步，何等的安然

自在；在功名富貴前，安忍謙恭，才是

真正的進步。

人生不能只是往前直衝，有的時候退

一步思量，往往能有海闊天空的視野。

所以，要享有「自在的生活」不可忽略

以下四點：

第一、人我是非不去說，   

第二、成敗得失不計較，

第三、憂愁煩惱不掛念，    

第四、名聞利養不爭前。

【記者郭書宏北京報導】兩岸佛教未來發

展，佛教教育是關鍵因素。為尋求台海僧信

教育進一步合作的可能性，中華人間佛教聯

合總會訪問團成員，日前造訪北京法源寺內

的中國佛學院，與全體師生及大陸八所佛學

院代表共同探索「當代大陸佛教教育的實踐

」，了解兩岸佛教現況及各自優勢，計畫未

來結合雙方軟實力，讓佛教在世界舞台益加

發光發熱。

這場「海峽兩岸佛教教育座談會」由閩南

佛學院副院長法源法師主持，大陸代表包括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中國佛學院常務副

院長宗性法師，與中國佛教協會祕書長劉威

、副祕書長盧潯，以及中國佛學院常務副院

長張厚榮、向學法師；普陀山學院常務副院

長會閑法師、峨眉山佛學院副院長隆藏法師

、杭州佛學院教務辦公室副主任善能法師、

福建省佛學院副院長傳紹法師、雲南瑞麗菩

提學校教務長詔觀罕法師、四川尼眾佛學院

教務長慧正法師等人。

「中國佛學院所在地法源寺，可說是人間

佛教發源地之一。」宗性法師表示，寄禪長

老早年圓寂於北京法源寺，就是為教提出建

言而為法捨報，促成太虛大師日後提出人生

佛教構想。當今大陸佛教要務為培養人才，

藉以提升教界活動的深度與廣度，也規畫與

台灣加強青年僧的交流，讓漢傳佛教、人間

佛教走向世界。

    
佛學結合社會 雙軌教學

宗性法師也針對近代佛教發展與展望，即

興創作一詩：「百年佛教行進難，人間佛教

歷百年；無盡慧燈薪火繼，太虛大師挽狂瀾

。人間佛教歷百年，法輪再轉譜新篇；同心

同向同行願，契理契機契法緣。無盡慧燈薪

火繼，人間佛教兩岸傳；徹悟心源佛光耀，

無盡意齋聖教宣。太虛大師挽狂瀾，問學深

柳住衹園；武昌育僧潮音聽，彌天法雨滿人

間。」此詩一出，立即獲得滿堂采。

隨後，會閑法師以普陀山佛學院為例說明

現況。

他指出，該學院教學採雙軌制，也就是除

了傳統佛學課程外，也與華東師範大學聯合

辦學，完整佛學院訓練的學科教育，並增加

巴利文、梵文、藏文等外語訓練。未來也將

強化「佛學教育」，訓練僧才領眾薰修能力

；延伸「文化教育」，鼓勵學生汲取教育、

文化、政經、科技、外語、藝術等多元領域

知識；培養「品德教育」，以觀音法門為本

，用品德服眾；朝向「理想教育」，培訓學

識上有造詣的僧伽，以正確智識貢獻國家社

會、促進世界和平。

「兩岸佛教相輔相成，是台海交流之必要

。」向學法師說，他到過台灣五次，最感動

的是台灣佛教弘法之熱情，足跡遍及醫院、

學校、監獄等；當然，大陸佛教許多優勢也

值得台灣借鏡。

    
兼弘八宗思想  以戒為本

「當今台灣佛教興盛，成就源自大陸來台

法師耕耘，台灣佛教以經驗回饋大陸佛教，

復興中國佛教大有希望。」福智鳳山寺佛學

院主任如淨法師表示，大陸佛教硬體建設已

然完備，建議未來可側重深化僧才的信心與

道心，並以戒為本；思索如何在四年學制內

，兼弘八宗思想而不落於普通概念認知。

養諄佛學院副院長安慧法師表示，在佛教

近代發展上，台灣比大陸起步的早，經驗也

較為豐富；大陸僧才年輕化、國際化，已有

急起直追的態勢，未來兩岸佛教教育交流可

先從師資與學生開始，兩地彼此有交換學習

機制、深入學習對方優點。德山寺佛學院院

長德學法師則認為，教理詮釋與實踐的深度

是佛學院教學重點之一，用正信佛法引導行

動如法，是兩岸佛學教育所需重視的。

「兩岸佛教學院師生應多交流。」南華大

學校長林聰明表示，目前在台就讀的外籍生

約有十二萬人，大陸學生約有七、八萬人，

其中佛學院比例不多；他建議，大陸佛學院

學生來台可至南華大學修習生死學系、哲學

與生命教育系所、宗教學研究所等。另外，

在佛學院訓練亦可結合三好教育、環境教育

，讓教學體系更加健全。

    
世界和平法會 瞻仰佛牙

座談會後，宗性法師致贈中華人間佛教聯

合總會由趙樸老題字的「多聞多思、知恩報

恩」墨寶，且以與會團體名稱贈詩一首：「

佛光香光圓滿光，福慧睿智德山望；涵養諄

諄靈鷲山，靈巖山峰白蓮香。中華佛教國際

化，青年蓬勃勇承擔，檀越長者共護持，法

運千秋永綿長。」

而慧傳法師等人亦回贈星雲大師一筆字對

聯「學如川流無止境，名似泡影悟真空」、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等結緣品。

下午，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訪問團赴北

京靈光寺參加「祈禱世界和平法會」、瞻仰

佛牙舍利、體驗茶道等，全程由靈光寺方丈

常藏法師接待，讓參訪團成員備感賓至如歸

、法緣殊勝。

佛教教育 兩岸交流共創未來

⬆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與中國佛學

院，就當代大陸佛教教育交流座談。 

 圖∕人間社記者王淑慧

     ⬆眾人瞻禮舍利。 圖／王淑慧

     ⬆靈光寺佛牙舍利。

社區健康廚房

涼拌百菇
文與圖／張翡珊

蔬食課程裡有一堂課是在認識菇類。菇的

種類、特性、烹調方式及如何選購等。

菇類無論是以快炒，例如：秀珍菇、新鮮

香菇等；或可以久煮的，例如：滷杏鮑菇；

或可以煮飯的，例如：柳松菇等。在蔬食料

理中都是常用的食材。

我們來做一道適合夏天的開胃菜，涼拌百

菇；百菇的意思就是多樣菇類或者三、四種

菇類搭配做成一道料理。

在同學合力做好料理時，有位學員說她有

帶芭樂來，我們拿來入菜好不好？於是將芭

樂切條再拌入，味道還真搭。所以大家又集

思廣益想出蘋果、水梨、洋香瓜等都可以加

入行列。忽然又有位同學說：「老師，我今

天有帶炒腰果，我們再把腰果加進去。」哇

！這道菜多了芭樂及腰果，腰果有原本的腰

果香，這又是最天然的油脂，愈做愈歡喜，

豐富了我原本的菜單，太讚了。做法簡單又

好吃，做好時放入冰箱冰一下，口感也是很

好喔。

材料：
秀珍菇、鴻喜菇、杏鮑菇、豌豆苗、紅椒

、芭樂、腰果

調味料：鹽、糖、香油

作法：

❶將秀珍菇、鴻喜菇、杏鮑菇切小塊後川燙

放涼﹐紅椒洗淨去籽切絲，芭樂洗淨去籽

切條，食材拌勻以鹽、糖、香油調味（可

以加泰式酸辣醬也不錯）。

❷以豌豆苗舖底，擺上❶再灑上腰果即可。

❸此道料理也可改用其它菇類﹐但一定要用

新鮮菇類。或加入新鮮香草料，例：薄荷

、巴西里等。

菇類選購技巧及注意事項：

❶包裝沒有水氣，包裝要完整、乾淨、密封

，不能有霧霧的水滴。

❷新鮮的菇聞起來無酸、無臭，帶有一點淡

淡的清香。

❸用手觸摸要有彈性，水水爛爛的或稍壓菇

體會擠出水分代表存放過久。

❹外觀完整無褐化：要挑外觀完整、無腐傷

、無褐化者。已變成褐色代表存放過久。

❺低溫保新鮮：菇類本身含水量高，過於溼

熱的環境容易讓細菌生長，而產生變質，

所以低溫儲存可保新鮮。

文／星雲大師

我訂定佛教新戒條

貧僧有話要說 三十四說

佛陀建立教團，制訂了很多的戒條，比丘

、比丘尼、沙彌、沙彌尼，甚至在家的男女

居士優婆塞、優婆夷、式叉摩那等七眾弟子

，都各自有戒律。但是，當初的社會環境、

物質條件、文化背景、地理氣候、風土民情

等，都與這許多教條的制訂有關。

到了現在二十一世紀的佛教，已經是屬於

世界性的，世界各地的人文不同、環境不同

、地理氣候、生活方式、觀念想法都不相同

，正如佛陀對戒律的制訂曾經講過「可開、

可遮」，應該戒規的內容也要有所不同，不

是固定一成不變。

    佛陀制戒 因應當時因緣

但是，後來頑固的弟子就強調：「佛所制

戒，不可更改；佛未制戒，不可增加」，佛

法講世間無常、法無定法，這並不能符合佛

說無常的真理，如果不能依照無常的規律去

改變，佛教就不能進步，不能適應當今世界

的環境了。

例如「偏袒右肩」，假如生長在哈爾濱、

西伯利亞的佛教徒都要偏袒右肩，不是要把

膀子都凍僵了嗎？就是沙彌戒的「不捉持金

銀寶物」，如果沒有獎學金、沒有路費，如

何去雲遊參學訪道呢？所以，當初佛所制訂

的沙彌戒，即使是現在的大比丘，都不容易

做到。又好比在當時印度熱帶的氣候下，所

謂「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是很逍遙自在

的，但如果換到其他地區，哪裡有辦法做到

「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呢？

在現今的佛教界，可以說，傳戒的那許多

老師們，自己都不能做到不犯戒條，但是，

每一個都說不可更改，這種虛偽、假相、不

務實，怎麼能讓佛教隨著時代進步呢？

佛教傳到中國來，過去的祖師大德，他們

知道戒條對生活的重要，沒有戒，也不成僧

團；但是要依照傳統的戒律、戒條，佛教勢

難在人間各種社會裡面發展。所以中國的祖

師們非常聰明，像「百丈立清規」，他們不

破壞佛制的規矩，但用清規代替了戒律。可

以說，千餘年來的佛教，都是靠叢林的清規

，才能把佛教教團的慧命一直延續下來，讓

僧團安住，讓佛教發光。

   自我覺醒 自學才能進步 

但是，現在佛教也不只是寺院了，佛化家

庭之外，學校、機關、社會、國家，都需要

人間佛教給予引導。因此，我在創建佛光山

之初，也曾經訂過〈怎樣做個佛光人〉，總

共十八講；我也為佛光山教團制訂《徒眾手

冊》，這一切都看佛光山傳承的弟子，怎麼

樣去運用，這裡再加一些補充說明。

貧僧自小接受佛門的楗槌磨練，我不想把

自己當初身受不合公義的教育施之於人，所

以，最初建立教團的理想，只是希望「無為

而治」。所謂教育，不必要靠別人來打罵開

示，一切應該要自學，如儒家講「學而時習

之」，自學，才會有心得，才會有進步。

在佛教裡面，對教育有更進一步的闡述。

如佛陀教育的步驟，先要自覺，再能覺他，

這樣覺悟之道才能圓滿。所謂自覺，在學習

之初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自己不自我覺察、

不自我覺醒，講者諄諄、聽著藐藐，再好的

良言善語，你也沒有受用啊。所以，我最早

的教育，都告訴每個人要依照佛陀的「自覺

教育」。

但是，每一個人的根基不同，不是人人都

是大智慧善根，還是要靠旁人幫助、靠教條

規範。所以，貧僧在數十年出家的生活中，

我一定要自己做到，我才敢教人。我思惟人

生，要想如惠能大師所說「佛法在世間，不

離世間覺」，對世間的自我覺悟、自我實踐

，才能規範他人。

    制新戒條 修行做人準則 

可惜，貧僧幾十年來，十方弘化，很難安

居一處，雖然自覺自己衣食住行、行住坐臥

有所分寸，也不敢要求別人照我的方式行事

。現在，貧僧垂垂老矣，在我認為，太嚴格

的教條，與如讓人做不到，何必要那樣的規

範呢？但如果完全方便，隨意生活，那又成

為一個什麼樣的團體呢？ （待續）

⬆佛陀制戒有當時的時空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