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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星雲
 
法語

一個人的功業並非靠年歲成就，壽命
長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有功於
人間？

「機變」是機靈變通，是吾人面對生

活一切好壞、善惡、轉變的能力。懂得

機變，就會尋找途徑處理與化解；懂得

機變，就能方便權巧轉化與運用。

如何建立生活的機變？以下四點：

第一、要不虛不妄：無論做人、生活

、處世，吾人都應該實事求是，不要打

腫臉充胖子，更不要逞一時之快，虛晃

一招。猶如樹木，需要具足水分、陽光

、泥土，日日成長，年年增高，才能變

成大樹。好比高樓，需要鋼筋、水泥、

沙石，層層加建，否則地基不穩，隨時

都有崩塌的可能。生活中，也要避免不

切實際的想法，唯有踏穩腳步、遠離虛

妄，才能應對生活中的一切變化。

第二、要惜緣惜福：人依靠因緣生存

，日用所需，無不是因緣的成就。沒有

農民的耕種，商人的販賣，怎會有現成

的食品？沒有工人的苦力，設計師精心

規畫，建商苦心經營，怎會有舒適的房

屋可住？每一個人事物，都離不開因緣

福德，因此，吾人每日要以感恩的心，

珍惜每一個因緣，每一個福報。

第三、要能有能無：世界是一半一半

的，有得有失，有利有弊，有成有敗，

是歡喜？是悲傷？沒有一定準則。有人

擁有令人羨慕的職位，卻因爭權奪利、

相互排擠，鎮日擔心失去地位，這樣怎

麼能令人快樂呢？語云：「塞翁失馬，

焉知非福」，有時不要在「有」與「無

」上太過認真，面對生活人事物來來去

去，以機變智慧轉化，能有能無，生活

就會感到自在逍遙。

第四、要可靜可動：生活中，面對動

盪危機，處變不驚，運用智慧冷靜解決

，就能化危機為轉機。而在平淡局限的

環境中，能夠活出不一樣的內涵趣味，

讓自己靈動起來，那又是另一種人生的

面貌。動靜之間，一體兩面，如何做最

適當的調配？全看吾人心念的轉換。

機變，是善觀因緣，適時調整；是靈

活運用，不滯一法。每個人希望過得快

樂幸福，就要從懂得機變做起。如果過

於執著，或不斷地向外追求汲取，始終

得不到要領，那就可惜了。因此，提出

四點：

第一、要不虛不妄，　　　

第二、要惜緣惜福，

第三、要能有能無，　　　

第四、要可靜可動。

機變的妙用

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兩岸首航，十一

日圓滿劃下句點。有別於一般的旅遊，此

團成員帶有歷史的使命感，懷有「佛教靠

我」的信念，眾志成城，開創新局。以下

有幾點面向，值得關注。

    
一、兩岸佛教交流 信念一致

近年來，佛教交流頻繁，從民間到國際

，大大小小，從未間斷。不同以往，此次

最大特點建立在兩岸一致認同的「人間佛

教」理念下，彼此交流探討。

一個宗教的價值觀，能獲得中國大陸官

方到民間的認同，在過去幾乎是不能想像

的，除了互信基礎外，更重要的是人間佛

教的普世價值，已跨越了時空、民族、文

化、甚至政治立場，取得了認同。

    二、台灣佛教團結 彼此尊重

過去，佛教總給人一盤散沙的印象，很

難團結，又所謂「僧情不比俗情濃」。

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來自台灣各佛教

教團與寺院，彼此間「同中存異、異中求

同」，同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雖然修行

法門有別，卻不妨礙弘法的共同信念，所

謂「弘揚佛法本在僧」。

大家匯集在人間佛教的理念下，尊重個

別的修持與教法，手牽著手，心連著心，

為著理想而努力，建立起為佛教而努力的

革命情感。

 
   三、中生代接棒跑 集體創作

台灣佛教能有今日的豐碩成果，許多大

陸來台的長老大德功不可沒，當走過一個

時代時，未來的佛教又該何去何從？

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成立的目的，就

是希望創造平台。這一次的訪問交流中，

大家都很好奇，為何星雲大師沒有出席？

其實，大師始終在背後關心，願做一位默

默守護的護航者，立意佛教的中生代能接

棒，發揮集體創作，開創下一個世代，佛

法才能興隆。

  
  四、男女兩序平等 四眾齊心

佛陀提倡四姓平等，直至今日佛教界仍

然普遍存在重男輕女的觀念，星雲大師主張

佛教要發展，必須建立在「平等」上，不僅

出家之男女要平等，僧信間也要相互尊重。

在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中，無論法會、

座談等場合，打破比丘在前，比丘尼在後的

排班方式，男女兩眾分列東西單之首，比丘

尊重比丘尼，比丘尼也禮讓比丘，站在同一

個陣線上為佛教奉獻。信眾中不乏學者專家

、社會賢達，貢獻所長，也展現對三寶的護

持，都是很好的典範。

七天中凝聚了共識，讓人間佛教的信念更

具體化，尤其在中生代的佛教僧青年心裡種

下了「佛教靠我」的使命，相信這股力量將

是佛教未來的希望。

佛教靠我 中生代接棒為教努力
特稿／記者妙熙 

⬆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交流團造訪興建

中的天隆寺，眾人在此諷誦《心經》、〈

大悲咒〉祈福。�

� 圖／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王淑慧

⬇在靈光寺舉辦的「兩岸佛教界祈禱世界

和平法會」，由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主

席慧傳法師（左一）、中國佛教協會副會

長宗性法師（右一）等兩岸中生代法師主

持。

⬇大覺寺僧寶堂為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

團員播放「大師影像說法」。

⬇善卷洞風景宜人，與大覺寺同為宜

興必訪景點。

藍山炊煙

豆泥香料披薩
文與圖／王舒俞

想把冷凍庫裡冰了很久，原本要打豆漿的

熟黃豆一次用完，希望想出連豆渣都全部吃

下去的辦法。但是豆子打成泥的口感糊爛，

除了用一點點來做成咖哩醬之外，豆泥湯大

家也都吃不慣。某天靈光一現，如果把披薩

加上豆泥，這種極端的組合會變成如何呢？

於是為了要呈現豆泥烘烤後的香氣，因此

改變披薩堆疊的方式，才把起司放在豆泥的

下方，使豆泥醬能直接受熱，而豆泥上方是

蔬菜的排列方式，盡量留有空隙，使水蒸氣

能夠散出，以免過多的水分淤積在麵皮上！

（豆泥中的蔬菜成分在烘烤過程中本身也會

再出水）

做出來的披薩重量比普通披薩重得多，所

以要從烤箱中取出時要特別留意披薩傾倒和

燙傷。

豆泥和香料烘烤之後的氣味變得很異國，

搭配麵皮和起司的香氣，吃起來很有與眾不

同的新鮮感，而且蛋白質能增加飽足感！

材料：4人份

【A豆泥醬】

黃豆豆泥400 g（熟豆子充分瀝乾後再打泥

）、洋蔥1/2個、大片的大蒜4瓣、香菜或是

芹菜葉約1小碗、小茴香粉1/2小匙、胡荽粉

1小匙、紅辣椒粉1/2小匙、黑胡椒粉1/2小

、鹽1/2小匙。

【B蔬菜配料】
彩椒、蘑菇、節瓜切薄片、披薩用起司適

量。

【C麵糰】
高筋麵粉300g、水180g、橄欖油20g、糖

20g、鹽3g、快發乾酵母3/4小匙（前置作業

：機器揉麵到第一次發酵完畢）。

作法：

❶將材料A分批用食物處理機打成泥狀後，

全部攪拌均勻。

❷第一次發酵完成的麵糰，將之展開成圓皮

狀，四周捏出有點厚度的麵牆，使中間比

較低，外圍較高，可以讓豆泥裝在裡面。

❸豆泥醬平鋪在圓麵皮較低部分。

❹將蔬菜分別疊在上面，不要疊太密，要留

有空隙。最後在蔬菜上抹一些橄欖油，烘

烤後會比較可口。

❺烤箱預熱200度，將披薩送入烤爐中下方

，烤約30～40分鐘，讓蔬菜慢慢烤乾，中

途可查看一下熟度來決定出爐時間。

小叮嚀：

❶烘烤過後豆泥會更香，但豆泥是軟爛的，

底下的麵皮是薄硬的，如果底層烤不夠透

，麵皮太軟，中間就會容易塌裂！

❷豆泥中還有洋蔥碎和香菜末，所以沒用完

的豆泥可以直接炒熟當麵包抹醬，或是再

加一點麵粉，壓成豆餅入烤箱烘烤，就成

了可以夾三明治的素豆排囉！

❸披薩的正中央在烘烤時，因蔬菜會烤出水

分，容易浸濕麵皮不易烤透，因此可以用

筷子把中間的材料稍微撥開一些，以利濕

氣透出，但注意別燙到！

生活智慧

尚可喜一詞之改
文／宋桂奇

順治六年，身經百戰的尚可喜，憑藉為清

王朝立下的汗馬功勞，獲封「平南王」，在

皇上賜金印金冊的同時，皇太后特別恩賜一

件薰貂領花綢錦袍，說是要表彰尚母的養育

之功。

不曾想，這件錦袍卻給尚可喜出了一個大

難題：自己為二房所生、大房所養，錦袍到

底給哪位母親呢？就在他左右為難時，已聽

到風聲的兩位母親，為享受這錦袍帶來的無

上榮光，都不請自到。見二人你爭我吵，鬧

得不可開交，尚可喜便以退為進——讓幕僚

擬份奏章，將錦袍還與皇太后。

只見，幕僚據實上奏，交代完家庭背景，

又說生母、養母對皇太后恩賜的錦袍「爭執

不下」，無奈之際只好送還。看罷奏章，尚

可喜吃驚非小：「皇上和皇太后若知曉我兩

位母親為錦袍『爭執不下』，他們會作何感

想？」於是就讓對方改「爭執不下」為「禮

讓不迭」。這一化醜為美的改動，效果立竿

見影；太后看過奏章說：「兩位賢母如此，

難怪尚可喜能出人頭地！」隨之再賜一件錦

袍，皆大歡喜。

要解決兩位母親的紛爭，最好的辦法就是

再有一件錦袍；尚可喜借退還之名，行索求

之實，改「爭執不下」為「禮讓不迭」，變

家醜為母德，終使難題迎刃而解。其顯現出

來的處世智慧，確實令人歎服。

文／星雲大師

我訂定佛教新戒條

貧僧有話要說 三十四說

再看歷代中國各宗各派的祖師們，凡提拔

後學的，宗派就會興旺，不肯提拔後學的，

慢慢的也就煙消雲散了。我們要讓一代勝過

一代，所謂「青出於藍，更勝於藍」，不要

「麻布袋、草布袋，一袋（代）不如一袋（

代）」。假如我們的社會千里馬常有，而伯

樂不常有，那就非常可惜了。

當今佛教界的情形，經常看到長老們不肯

交棒，或者一做住持，就是一生一世，第二

代的後輩，就像媳婦熬不成婆，這在專制王

朝時代還可以講得過去，當今民主自由時代

則不可。

    四、要能推薦好人

說到推薦好人，每個人都想推薦自己，其

實，好人不是自己說自己，是要讓別人來認

定的。心目之中，有好多的好人，必定自己

也會成為好人；心目之中，覺得別人都很壞

，必定自己也是一個問題人物；在教團裡，

能推薦好人也是重要的一種修行。

現在民主選舉，就是推薦好人。一個健全

的社會、團體，要讓好人出頭，要讓好人來

領導。所謂唐堯虞舜的公天下時代，就是國

家是人民的國家，社會是人民的社會，離開

了人民，哪裡有什麼國家、社會的存在呢？

所以，要想立國者，先要有賢明的領導人；

要有賢明的領導人，需要由眾人鞏固領導中

心，團結一致，推薦好人，擁護好人，這個

社會才能進步。

    五、要肯讚歎別人

叢林裡面十方人士，百千人居住，南方人

、北方人都各有個性，但沒有爭吵，為什麼

？因為有佛教的語言。如：「請大德開示」

、「弟子受用無盡」、「你真是我們的善知

識」、「你一句好話點醒夢中人」、「你的

一語，讓弟子撥雲見日」、「老師是諸佛菩

薩的境界，是弟子們仰望學習的對象」、「

你的慈心悲願無不具足」……。

好比在佛陀時代，大迦葉尊者對釋迦牟尼

佛說：「您是我們的大師，弟子願皈投在您

的座下。」舍利弗聽到阿說示尊者說偈：「

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他對道友目犍

連說：「我們有明師了！」

《阿彌陀經》中，釋迦牟尼佛讚歎東方世

界、西方世界、南方世界、北方世界等無量

諸佛，十方諸佛也讚歎釋迦牟尼佛，彼此讚

美來、讚美去，互相說好話。就等於佛光會推

動說好話的運動，多說肯定別人、讚歎別人

的好話，這就是說明修行讚歎別人的重要。

    六、要能學習忍辱

在發心學道的重要入門，忍辱，大概是最

重要的了。中國儒家有「百忍家訓」，佛教

裡有「三祇修福慧，百劫修相好」，所謂福

慧、相好，重要的修持就是要「忍辱」。佛

陀在《金剛經》裡面說，過去為歌利王割截

身體，都心無瞋恨，光是這一點，就不容易

做到。

在受到侮辱的時候，不怨恨、不生氣，泰

然處之，先忍之於口，後忍之於面，再忍之

於心，百般的毀謗、辱罵、譏諷，不能如飲

甘露，修行，是不易成就的。

忍是智慧，忍是力量，所謂「生忍、法忍

、無生法忍」，對生存、生活要有智慧知道

世間人我關係，知道世間人情事理；能夠對

事理的認識、接受、處理、化解、消除，一

切天上的烏雲，有了智慧的風吹拂，自然煙

消雲散。

所以，修行生忍、法忍，就是對一切外境

都能認識、接受、負責、處理、化解，當然

就能證悟「無生法忍」了。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