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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

什麼是善行

一個會領導的人，對屬下的要求是不一
樣的，因為他能「知人善任」、「量才
而用」。

《俱舍光記》說：「造作為業」。凡

是身所做的事情，口所說的語言，心所

想的念頭，都叫做「業」。業的好壞、

善惡將決定我們未來的發展與去向，因

此多行善因、多聚善緣，甚為重要。「

什麼是善行」，有四點：

第一、有道德的做事就是善行：道德

是一個人立身處世的根本，徐世昌就曾

說：「凡建立功業，以立品為始基。」

身而為人，重在有道、有德，你多說好

話、寬厚待人、給人方便、奉獻敬業，

凡是合乎道德標準的事，都樂此不疲，

這樣的做事才叫做善行。與人相處中，

存有道德的思想與觀念，以道德的修養

來豐富自己和別人的生命，不僅能提升

自身品格的高度，更能予人喜樂，何樂

不為也！

第二、有施捨的發心就是善行：司馬

遷說：「愛施者，仁之端也。」布施是

一種慈悲的體現，是善心之所趨，願意

將自己所擁有的，與人分享。布施是一

種貢獻，在日常生活中，發心把歡喜給

人，把財富給人，把利益給人，傳授知

識給人，解決他人的困難，隨喜讚歎，

甚至像觀世音菩薩一樣「施無畏」，讓

人不起恐怖心，都是一種布施的善行。

第三、有慚愧的心念就是善行：我們

每天的舉心動念、待人處事，難免會有

缺失或不完美的地方，然而能知慚愧，

就能清淨我們的身心，遠離熱惱。所以

《大方等大集經菩薩念佛三昧分》告訴

我們：「住於一切不善法中，常行慚愧

；成就慚愧，遠離不善。」常懷慚愧的

心，即能遠離諸惡，成就一切善法。

第四、有光明的傳播就是善行：作大

眾傳播工作的人，一定要傳播善行善事

；我們平常講話也是一樣，也要傳播別

人的好話。「隱惡揚善」是中國人的美

德，不要讓「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

」，如果一個誤傳，將好話說成壞話，

白的說成黑的，本來是一件好事，因為

說的不得體、不周全，變成壞事，就自

傷傷人了。所以光明的傳播才是善行。

這是一個講究創造力的時代，對於生

命的未來，也應努力經營、用心創造。

多行善事，我們的生活才能豐富精彩；

多行善事，便能創造一個光明的未來。

「什麼是善行」，有四點：

第一、有道德的做事就是善行，

第二、有施捨的發心就是善行，

第三、有慚愧的心念就是善行，

第四、有光明的傳播就是善行。

那還有什麼可修的

文╱星雲大師

我要創造
「人生三百歲」

貧僧有話要說 三十九說

老先生回答：「唉！說來慚愧，我實際年

齡雖然已經八十了，但那只是馬齒徒增而已

。我過去的人生是在因循苟且中渾渾噩噩地

度過，我真正的人生是從四年前修學佛法開

始。這四年來，我才懂得去追求人生的真理

，我從行善助人、服務大眾中，體會到人生

的意義與價值，所以覺得自己好像才只活了

四歲。」

人生究竟是四歲呢？三十歲呢？七十歲呢

？都不是標準。最標準的人生，每個人應該

都能創造「人生三百歲」。

    珍惜生命 工作講究效率

我知道，人生數十寒暑，哪裡有三百歲的

可能？但我盡量珍惜生命，沒有假期，沒有

年節休息，不但善用人生的時間，並且在工

作的時候講究效率。例如，別人建一座寺廟

要蓋多少年，辦一所大學，也要花多少的時

日，但是我建設了二、三百所寺院，四、五

所大學，另外還有中學、小學、幼稚園和其

他事業等，我在這許多的好因好緣之下，感

覺自己真的像活了三百歲以上了。

回想過去有一位日本企業家松下幸之助先

生，就是主張人生要能活到「三百歲」的創

始者。他不但身體力行，模範後學，而且積

極為日本政經界培養具有奉獻精神的接班人

。松下先生的成功，也是從小工、苦難裡慢

慢發展起來的，被譽為經營之神的他，有一

段經典的話，他說：當員工有一百人時，我

必須站在員工前面，帶頭做事，以身教來領

導。當員工有一千人時，我必須站在員工中

間，指揮協調，分層負責。當員工有一萬人

時，我只有站在樓頂上，在員工的後面向他

們合掌，感謝他們的勤勞。

實在說，人生數十寒暑，其中的勞苦艱辛

，與豬馬牛羊，又有什麼分別呢？因此，為

了能度過酸甜苦辣的一生，我們必須超越世

間法，超越六道以外的思想，學習聖賢的作

為，以智慧、正直、善良、深信因果，盡情

發揮生命的潛能，努力在精神事業上過到「

三百歲」，甚至能像阿彌陀佛一樣，活出無

量壽，散發無量光。試問，你希望活出「

三十歲」，抑或「三百歲」的人生呢？

話說回來，現在的人，正常究竟能活到多

少歲？在聯合國人口局的統計中，平均日本

人八十四點二歲、澳洲人八十二歲、德國人

八十點三歲、美國人七十八點六歲、中國人

七十五歲。

   人生七十 持續生命光華 

記得一九五七年，張群先生在六十八歲生

日壽宴上，喊出「人生七十剛開始」，推翻

了「人生七十古來稀」的說法。像日本，有

一對著名的雙胞胎姊妹金婆婆、銀婆婆，她

們在一○二歲的時候，還到台灣來旅遊；住

在我們佛光精舍的李逸塵女士，她是晚清大

臣李鴻章的孫女，活了一○六歲；在宜蘭仁

愛之家，有一位長輩許蟬旭活了一一三歲，

我去訪問的時候，他還唱歌跳舞給我們欣賞

。世界上哪裡的人壽命最長？據說是新疆。

那裡有一位人瑞即將一百三十歲，被認證是

世界第一長壽的人，而且村莊裡超過一百歲

的老人還有很多。

過去，統一企業創辦人吳修齊居士每年都

在佛光山過壽，他七十歲的時候，發了一個

願心，說：「我如果能活到八十歲，就把台

南一塊土地捐給佛光山。」之後，他在過

八十歲壽誕時，真的把台南藥專旁的一塊農

地捐贈給佛光山，他對我說：「希望可以活

到九十歲。」

在他說了這一句話後，貧僧深深地為他祝

福，希望佛祖加佑善人，滿其所願，還特地

做了一首打油詩祝賀他：

「人生六十稱甲子，真正歲月七十才開始

，八十還是小弟弟，九十壽翁多來兮，百歲

人傑不稀奇。

神秀一百零二歲；佛圖澄大師，還可稱

做老大哥；多聞第一的阿難陀，整整活了

一百二十歲；趙州和虛雲，共活了二百四十

歲；菩提流志一百五十六。�

其實人人都是無量壽，生命馬拉松，看誰

活得久？」

後來，吳修齊居士在二○○五年，以

九十三歲高齡往生，也算是所願成就了。

    千古賢名 於志非關年齡

佛教認為，壽命有階段性，一期一期，就

像時辰鐘一樣，從一點走到十二點，再由

十二點走到一點，循環不已，會再回來，所

謂六道輪迴，生命不死。因此也可以說，人

人都是無量壽。

實在說，人，何必到了耄耋高齡才在感嘆

？為什麼不及早把握人生，珍惜生命呢？尤

其，現在的老年人和年輕人都有代溝，主要

因為老年人不願與時俱進，思想容易落伍。

佛教講的「轉法輪」，就是不斷滾動向前，

所謂滾石不生苔。因此，貧僧經常警惕自己

：不要做四歲老翁，而應該立志過「三百歲

的人生」。� （待續）

⬆1993年大師將名畫家李自健手繪吳修齊油

畫，贈予統一企業公司董事長吳修齊。

佛光山三寶山 迎春身心靈饗宴
【記者曹麗蕙高雄佛光山報導】春暖花開

新春到，今年是丁酉雞年，還在思考要到何

處迎金雞，添福氣？來佛光山三寶山行春禮

佛就對了！「佛光山春節平安燈法會」被稱

之為「流動的身心靈饗宴」，在於提供豐富

創意的文化行程，以及多元精緻的藝術展演

，讓民眾開春就能實際參與「藝」鳴驚人、

「藝」展身手的精采活動！

今年兩大新春賀歲強檔展覽，是佛陀紀念

館推出「紫禁佛光—明清宮廷佛教藝術展」

與「揚州八怪—山東博物館藏揚州畫派精品

展」。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表示，兩年

前佛館就希望把清朝民間字畫與皇家文物並

陳，這次相當幸運得到北京故宮與山東博物

館出借展品，民眾一定要把握難得的機會欣

賞。

    藝術雙展 皇室民間並呈

「紫禁佛光」展分為「龍袍袈裟—帝后與

佛教」、「普明圓覺—清宮佛堂與陳設」、

「妙相莊嚴—清宮佛像與唐卡」、「清宮佛

事—宮廷法器」四大單元，如常法師表示，

從佛像唐卡及慈禧太后寫經等，以及藏傳佛

教文物中，得以探見清朝皇帝對佛教的信仰

，以及對佛教供器、文物的重視，尤其「紫

銅刻花嵌石白救度佛母」、「紫銅刻花文殊

菩薩」，是藏傳佛教中難得一見的紫銅佛像

，展現了極致的工藝，民眾一定要睜大眼睛

仔細品賞。

想必大家都聽過美術史上鼎鼎大名的「揚

州八怪」，卻鮮少能一窺他們的真跡，今年

新春期間遊佛館，就能親睹八怪，怪在哪裡

？如常法師表示，清代康熙中期至乾隆末年

，許多畫家地處不同但為了生活，都會到揚

州賣字畫，他們作品敢於打破正統畫派畫風

的約束，另闢蹊徑，不落窠臼，品行特立，

振奮了當時沉悶的中國畫壇，漸漸形成「揚

州畫派」，最有名的就是金農、鄭燮（鄭板

橋）、羅聘、閔貞等八人，而有「揚州八怪

」之稱。

「這次揚州八怪的字畫首次齊聚佛館，要

讓民眾在新春期間大飽眼福」，如常法師說

，包括有鄭板橋「君子易做，小人難為」墨

寶；孝子閔貞的動感作品「放鶴圖」，以及

揚州八怪之首金農，獨創漆書只折不轉的書

法珍品等。

    賞字觀心 一筆字透智慧

此外，藏經樓展出的「花香與墨香的對話

．星雲大師一筆字暨花藝展」，更是能啟發

民眾智慧、獲得歡喜與祝福的大展。人間佛

教研究院院長覺培法師指出，星雲大師書寫

「一筆字」時常說：「請不要看我的字，請

看我的心。」因此民眾除了能感受星雲大師

的慈心悲願，透過看字的歷程，也能找到對

治自心的智慧之語。而與墨香對話的花香，

則是有花中君子美譽的蘭花，其淡雅高潔，

入世自成芳，與一筆字融為一體，讓人更加

靜心自在。

⬇佛館首次3D光雕煙火秀，吸引逾十五萬

人觀賞。� 圖╱王妮妮提供

豐子愷．護生畫集

攔輿告狀
文／林少雯

浙西人劉承節自贛州赴任，但與一子一僕

乘馬而東，至信之貴溪，午駐逆旅，逢數賈

客，篋中銀可百兩，為客窺見。會日暮，皆

留宿，諸賈客皆盜也，夜久操杖入劉室，劉

本從軍，有膂力，揮刃斷其一臂，眾懼而散

走。劉促僕起，即去至高岡下，與盜遇，雖

與拒鬥，而寡不敵眾，並子僕死焉。所乘馬

躑躅於道，適主簿出按田，馬迎之車前，局

足如拜，已退復進，凡六七返，主簿異之，

曰：「是必有冤訴。」遣數輩隨馬行，到岡

畔坡坨下，馬凝立，滿地血點，腥觸人。三

屍在穴，肢體尚暖，立督裡正訪捕，不終朝

盡成擒，並坐誅。

� ──《夷堅志》．朱幼蘭書寫

在小說和戲劇中，經常可見冤屈的百姓「

攔輿告狀」。這則故事中攔輿告狀的不是人

，而是一匹馬，這就令人感到驚奇了。

有一天，劉承節從贛州出發要到外地去任

職，他帶著一個兒子和一位僕人上路。中午

時分，來到信之貴溪，到一家客棧用膳並留

宿，酒店裡還有幾位生意人。劉承節付餐費

時，箱篋中的一百多兩銀子不小心露了白，

讓那幾位商人看到了。

那幾個生意人原來都是盜匪，見劉承節帶

了這麼多銀子，起了歹念，準備夜裡動手盜

取錢財。夜闌人靜時，盜匪拿著武器潛入劉

承節的房間，劉承節驚醒，他從前是一位軍

人，孔武有力，迅速拿起刀，砍傷其中一位

盜匪的手臂。那幾位盜匪沒想到會遇到攻擊

，驚慌之下奪門而逃。

遇盜匪劫財，劉承節連夜退房，帶著兒子

和僕人乘著馬趕路，走到不遠處的高崗下時

，再次遇到埋伏的盜匪，劉承節立即反擊，

但是寡不敵眾，不但自己被盜匪殺害，連兒

子和僕人也被害而亡，只留下一匹馬。

這匹馬非等閒之輩，想為主人伸冤。牠來

到通衢大道旁，此時剛好縣裡的主簿官到鄉

間巡察，馬兒看到官輿，就主動跑到轎前，

抬起腳不斷拜著。隨從將馬趕走，馬兒不死

心又回來再拜，如此持續了六、七次，主簿

說道：「這馬兒必有冤屈要申訴」，派了幾

個隨從跟著馬去看個究竟。

馬兒帶著差官來到主人遇害的高崗下，就

站立不動了。那裡滿地血跡，差官循著血跡

往前尋找，果然在崗畔坡坨下方洞穴中，找

到了三具尚溫熱的屍體。

差官回報主簿，主簿馬上召來當地里正查

案，督促立時追捕盜匪。不到一天時間就破

案了，盜匪全數緝捕到案，案情清楚後，主

簿下令全部斬首。

馬兒為主人復仇並成功申冤，真是奇事！

壓歲錢

立體紅包

農曆春節，成人們期

待著一段能真正放鬆的

時刻，孩子們則是盼望

紅包中的壓歲錢。

可是，連續多年的景氣低迷，著實帶給成

人生計維持上極大的負擔，然而看著孩子們

在討論如何花用壓歲錢時，似乎並未能感受

到外在環境的驟變；純真並非罪過，然而在

金錢的使用上仍若停留於物質享樂的層次，

就教育而言似有待啟迪。

於是，我將今年給兒子的壓歲錢，由平面

紅包「除舊布新」成立體錢堆（如圖）。這

些錢幣是從兒子待洗衣褲中掏出、日積月累

留存的，並非我們父母發不出紅包，而是要

教育兒子虛心體察「寸絲寸縷來之不易」的

財富觀念。

狄更斯曾在《塊肉餘生錄》中這麼寫道：

「如果你的收入是二十英鎊，你只花十九英

鎊十九先令又六便士，人生是幸福的；但如

果你花二十英鎊六便士，人生一輩子是苦惱

的。」

過年嘛，雖然孩子要紅包是為了討喜氣，

但除了拿壓歲錢的喜悅外，引導他們思考年

俗的意義，啟發對人對事的感恩之心、對物

和緣的珍惜之情，實在是成人們不可輕忽的

責任。

文與圖／周宏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