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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沙彌書畫鋪

人常因誤會而造成隔閡，
故相處時須彼此諒解、互相包容，
不要輕易誤會別人的意思，
要讓對方有申辯的空間。

候車站
文與圖／李蕭錕

星雲
 
法語

無的功用
無，不是無用，無用才是大用。你看

，眉毛有什麼功用？不能看、不能吃、

不能呼吸空氣，但它就是得長在眼睛上

面這個地方，否則就不像個人，這就是

它的大用。「無」也可以從另外的層面

去認識，你體認苦海無邊，才知回頭是

岸；你瞭解世事無常，才懂珍惜因緣；

因此無也有它的功用。有哪些呢？四點

如下：

第一、無病身心健：只要不害病，身

心健康，我就能做事、能服務、能幫助

人。像慈濟醫院、雲水醫院，除了雲水

到鄉間村落，為偏遠地區的患者服務外

，另外一個理念就是讓有錢的人、健康

的人出錢，替貧窮的病人出錢治療，讓

無病的人，為無人照顧者服務。這種「

無病」，有更大的意義。

第二、無債一身輕：有謂：「怕見的

是怪，難躲的是債。」你負債累累，壓

力就大了。無論是金錢的債、文字的債

、人情的債、承諾的債，甚至答應人家

的一句話講出來，都是一種債。你把債

還了，沒有積欠了，所謂「無債一身輕

」，那真是人生一大自在樂事。

第三、無仇全家安：俗語有謂「聖人

化仇恨為增上緣」，有了仇恨，心頭難

消，念頭都是報仇；有了仇恨，就是君

子，也不容易釋然放下。你結了仇，白

天夜晚都不安寧；你結了怨，時時刻刻

如坐針氈。因此，不要輕易跟人結仇結

怨，「得饒人處且饒人」，沒有仇怨，

全家大小都平安。

第四、無災享太平：天災難預料。你

看，大自然的颱風、地震、水災、火山

爆發等，即使科學昌明，可以事先預測

，有時還是叫人難以預料；可是人禍卻

可以避免的，小心火燭防火災；遠離財

色，防血光之災；和諧尊重，才能避免

爭戰。少災少難，人人期待；無災無難

，才可以享受太平之樂。

所以，「無」字很有意思，不一定從

「有」的上面去獲得。從「無」上，獲

得的功用更多，無病、無債、無仇、無

災，甚至「無罪心頭輕，無畏自在行」

，這個「無」比「有」更好。吾人不妨

從「有」的生活裡，跳脫出來，從另外

一種角度，體驗「無」字的功用。這個

四點「無」的功用，大有價值。

第一、無病身心健，   

第二、無債一身輕，

第三、無仇全家安，  

第四、無災享太平。

文／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心的譬喻
二千多年前，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把

「涅槃妙心」付囑給摩訶迦葉。所謂「妙心

」，就是我們的真如自性，也就是宇宙人生

的真理。這個意思就是說，佛陀把這一種詮

釋法界的寶藏，付囑給了大迦葉，由他來傳

播。

說到這顆「心」，《雜阿含經》說「心惱

故眾生惱，心淨故眾生淨。」我們凡夫眾生

因有種種的無明煩惱，所以產生諸多的憂悲

苦惱，都是因為我們除了有一顆「肉團心」

之外，我們還有「緣慮心」、「思量心」、

「積聚心」，甚至還有瞋恨的心、忌妒的心

、愚痴的心、虛偽的心、自私的心、執著的

心……；我們的心每天都在一些人我是非的

事相上，自我分別、比較、計較，如此一來

，所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裡生起了愚

痴無明，自然種種的煩惱痛苦也就會隨之而

來。

所幸，我們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還有一

顆「真如心」，只是長期被煩惱的烏雲覆蓋

，無法顯現；只要我們能透過佛法的修持，

把這顆「真心」，也就是我們永恆不死的真

如佛性開顯出來，那麼每一個人都能成佛有

望。

因此，學佛修行，所謂「修行要修心」主

要的就是要修我們的這一顆心。例如，我們

要以好心對壞心，以信心對疑心，以大心對

小心，以靜心對動心，以真心對妄心；甚至

最高的境界，就是要以「無心」對「有心」

，也就是《金剛經》所謂的「無住生心」。

我們的身體上，有眼睛、鼻子、耳朵，有

頭和手腳，這些我們自己都能看得到，但是

我們沒有辦法看到「心」。我們的這顆心，

每天的變化千奇百怪，甚至心的內容、心的

層次之多、之高，真是難以敘述。因此，我

們只有間接的透過譬喻，才能稍稍的認識一

下我們的這顆心，看看它到底是什麼樣子。

在佛經裡，形容心的譬喻不勝枚舉，以下

只舉出十個，略窺一斑。

一、心如猿猴難控制：我們的心像猿猴，

每天跳動不停，一刻不能安靜。他可以上下

翻滾、前後跳躍，給人捉摸不定，讓人無法

控制。

二、心如電光剎那間：世間上光速最快，

比電光更快的是我們的心。一個閃電在一秒

之間，百千萬里；心念一動，即刻可以在世

界各地遨遊，快如電光。

三、心如野鹿逐聲色：山中的野鹿無所事

事，吃飽以後只想追逐聲色之娛。人心也是

如此，如野鹿追逐聲色，不肯停留。

四、心如盜賊劫功德：人生有一件可怕的

事，就是自己養在身體裡的心，好像盜賊一

樣，在竊取我們的功德，為非作歹，肆無忌

憚。

五、心如冤家身受苦：心也像我們的冤家

仇人，有時會保護我們，有時也會出賣我們

；心念一動，有了不正的行為，就會讓我們

的人生受苦。

六、心如僮僕諸惱使：心也像我們的僮僕

，雖然供我們差遣、使喚，但僮僕間的是非

煩惱，我們也要概括承受。

七、心如國王能行令：心如國王，高高在

上，他的所有臣民「眼耳鼻舌身」都要聽命

於他。如果心的國王是一個仁王，他可以領

導臣民做好事；如果是一個惡王，臣民就會

遭殃。如古代印度的阿育王，被人稱作「黑

阿育」、「白阿育」，因為他在學佛前後有

不一樣的領導風格。

八、心如泉水流不盡：我們的心好像泉源

，可以流出清澈的淨水，也可以流出汙濁的

黑水。如果心的泉源不斷流出淨水，則我們

的社區、同事、親友，都會同享淨水之惠。

九、心如畫師描不盡：「心如工畫師，能

畫種種物」，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雕刻師，可

以把自己雕刻成自己想要的形象，因為心就

是我們的雕刻家。我們要想讓自己成為什麼

樣子，也可以自己彩繪，因為心就是我們的

畫師。我們的心裡有什麼毛病，也可以自己

醫療，做自己的心理醫師，因為心就是我們

的醫王。總之，我們要把自己塑成什麼形象

，心就是主事者。

十、心如虛空大無邊：真正的心像什麼？

在我們的意識形態裡，當然可以像猿猴、電

光、野鹿、盜賊、冤家、僮僕、國王、泉水

、畫師。但我們真正的真心、性靈，大如虛

空，無邊無際。真心的生命，是無生滅的法

身，真心的生命沒有生死，是永恆的涅槃。

因此，心也和一個人一樣，可以成為壞人

，也可以成為好人；心可以成為盜賊、猿猴

，也可成為諸佛菩薩，就看我們如何主宰自

己的心。

所謂「佛說一切法，為治一切心；若無一

切心，何用一切法？」上面所舉的這許多心

，有的是妄心，有的是壞心，這些當然都不

可以有，所以我們要把他加以轉化、淨化；

只要我們能把這顆心一轉，讓它「轉惡為善

、轉迷為悟、轉妄為真、轉識成智」，那麼

有了真心，還怕不能成辦一切事嗎？

任職於台灣佛光大學佛教學系院長、

西來大學宗教哲學博士永東法師專業

領域為印度大乘佛教、中國佛教、美

國佛教中觀哲學、唯識思想、禪宗學

等。 應澳紐佛光山道場之邀約， 將於

1/28~29在北雪梨佛光緣、南雪梨佛光

緣及南天講堂舉行佛教系列講座。

北雪梨佛光緣

主題：「祈禱、懺悔與感應的原理」
將就佛教怎麼看待與應用祈福、佛教

懺悔與一般宗教祈禱的差別以及如何

發揮有感有應得功能進行講解。 

講座時間：1/28（周六）

                     11：00am ~12：30pm

南雪梨佛光緣

主題：「揭開宇宙生命真相」

將就如何認識自己，捉到修行的重點

進行佛學講座。

講座時間：1/28（周六）3：00pm

南天講堂

主題：「佛教養生觀」

將就佛教養生的意義、佛教養生的基

礎依據以及在繁忙日子裡佛教徒如何

深度地養生一起探討。

講座時間：1/29 （周日）

                     11：00am~12：30pm   

歡迎大眾蒞臨聆聽法益。

永東法師澳洲巡迴佛學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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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作的因緣

貧僧有話要說 三十八說

其實，在建設佛光山之前，我曾以撰寫的

《釋迦牟尼佛傳》，向日本大正大學申請就

讀博士班，校方審核通過，還寄來了入學通

知書。當時，我之所以想去日本留學，其目

的，是因為那時候所有從台灣去日本留學的

男眾比丘，幾乎全軍覆沒，還俗去了。我就

想，我要改變這個歷史，為男眾爭一口氣，

我一定回來給你們看。但是後來，想到皈依

的弟子那麼多，如果我現在去做學生，當初

就不應該做人家的師父；現在既已收了這麼

多徒弟，怎麼可以再去做人家的學生呢？這

裡確實有著一些矛盾，所以博士就不要了，

從此打消去日本留學的意思。

    
走樣電影 無奈承受苦衷

也在這個時候，電視台、廣播界開始有人

來找我，希望把我寫的小說如《釋迦牟尼佛

傳》、《玉琳國師》等，讓他們拍成戲劇。

其中《玉琳國師》被上海滬劇團改編成話劇

，在台北紅樓演出；空軍廣播電台將它錄成

廣播劇，在電台播出；甚至也被改拍成台語

電影，名為《千金小姐萬金和尚》。再後來

，導演勾峰先生以《再世情緣》為名，拍成

了電視連續劇，在中國電視公司八點檔播出

，引起很大的轟動，海外地區也爭相播放。

我記得當時，為了配合各個電台的播放，

我天天不計辛勞地為他們寫稿。然而我的弘

法熱心，也為我招來了苦難。例如：金國戲

院附設的製片廠，想將我的《釋迦牟尼佛傳

》拍成電影，佛教電影化是多麼重要的事，

我當然很歡喜的接受，況且我也不計較版權

、待遇，承蒙他們邀請我做顧問，我當然也

義不容辭了。

電影開鏡的時候，我特地趕到他們在彰化

的攝影棚，想不到第一個鏡頭，導演就讓悉

達多和耶輸陀羅擁抱接吻，我趕緊告訴導演

這個不能，那個梁姓導演疾言厲色的罵我：

「你不懂！你太落伍了！」給他這麼一個教

訓，想說既然我不懂，就只有離開了。

電影上演後，就為了這一個鏡頭，有些出

家人要衝毀我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到馬來西

亞放映時，當地佛教徒聚集包圍整個戲院，

要求不准上映。頓時，風雲變色，怨怪四起，

整個佛教界都說我不好，但其實我有苦衷。

後來做監察委員的游娟女士，也向我表明

，她要將《釋迦傳》編成連續劇，在台灣電

視公司演出，我當然應允。但後來，在電視

播出的時候，我自己都看不懂，好像裡面的

人物、情節都不是我的，都是戰爭、打鬥，

我書裡的內容並沒有這些啊。當然，罵我的

信件也如雪片般飛來，我也只能無奈了。

因此，我曾經一度覺得，新佛教實在很難

！我遷就社會，社會給我這麼多難堪，讓我

難以承受；我為了佛教，但卻沒有力量與製

作方溝通、爭取、協調。後來慢慢到了老年

，聽到楊惠姍演的一部電影叫作「我就這樣

過了一生」，我想，我為了寫作，以及因寫

作而衍生的種種事件，也可以說，我就這樣

忍了一生。

    以文會友 寫作題材豐富
 

 

不過，也不是沒有好事，例如：我以文會

友，文學為我帶來了好多的朋友。像早期在

宜蘭的楊尊嚴、楊詠譜、朱橋、楊錫銘、周

廣猷，他們協助我譜曲、音樂弘法、《蓮友

通訊》的編印發行。之後，包括郭嗣汾、公

孫嬿、弦、柏楊、高陽、司馬中原等好多的

人，都跟我成為很好的文友；甚至何凡、林

海音跟我也有很好的交情；其中孟瑤、劉枋

女士，還在佛光山長住過十幾年。承蒙他們

當時不嫌棄我是一個出家人，經常在新北投

普門精舍我的一個小房子裡聚會，可惜我實

在才、財兩缺，既沒有多餘的錢財招呼文友

，也沒有很好的才智與他們應對，自慚條件

不夠，就不敢和他們多所來往，因為對於這

許多文人，我感覺高攀不上。

記得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我將第

一次出國訪問歸來的見聞，寫成《海天遊》

。因為這本書，我結交了更多海內外的讀者

朋友。當時雖然忙碌，但為了回報讀者的好

意善緣，我每周固定一天或者半天，一定到

三重的文化服務處，親筆回覆書信，而且每

次都要回覆六十到一百多封。雖然徒弟們自

謙，他們回覆書信沒有我的老練，其實我自

知，自己不成熟的文體，只能算粗製濫造。

� （待續）

⬆星雲大師著作《釋迦牟尼佛傳》、《觀世

音菩薩普門品講話》、《玉琳國師》。

生命的漂泊者之群啊！

不要在任何一站駐足貪戀太久

因為 我們只是個過客

行旅愈輕

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