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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自古以來，中國人一直相信，地理風水、

時辰方位會影響一個人一生的禍福。因此，

出殯要挑選時日，安奉龕位要選擇好的地理

風水；甚至買房子、搬家、開店、新官上任

，也要看大門、辦公桌的方位。其實，許多

的習慣、風俗都是人為的，太過於迷信、執

著，反而弄得大家人仰馬翻，疲累不堪。

佛世時，善生童子以為每天早晨洗浴，禮

敬六方，就可以增長命財。佛陀藉機教導他

，風水、地理應該建立在倫理、世理、法理

、心理上，只要誠意，自覺心安，則「日日

是好日，處處是好地」，走遍天下，都是地

利人和、良辰吉時，因為一切福田都沒有離

開心地。

我們看，同一條街上的商店、住家，一樣

的方向，一樣的門戶，有的人發財，有的人

倒閉；有的人順利，有的人挫折。可見並不

是因為風水的關係，而是經營事業的方式，

以及待人處事的態度不一樣，所以產生的結

果自然不同。又如兩個人對坐，你的右邊是

我的左邊，我的前方是你的後方，到底哪邊

是左，哪邊是右？哪邊是前，哪邊是後？

再說，每一天當中，都有多少人結婚，多

少人離婚；多少人喜慶，多少人祭悼。同一

個黃道吉日結婚，有人幸福美滿，有人不幸

仳離；這都說明選日子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彼此如何相處、結緣，才是根本之道。所以

，好時辰、好地理，不是在心外；只要心好

，處處都好。

所謂天有天理，人有人理，物有物理，情

有情理，心有心理，世間上任何一件事都有

它的理。當然，地也有地理，地理風水也有其

道理。地理是依據地形狀和天體的方位而判

斷它對人的影響力，那是一種自然的常識。

雖然地理風水有它的原理，卻不是真理，

所以佛教主張不要迷信地理風水之說，應該

跳脫迷信；人的吉凶禍福，就佛教因果業力

來講，是由於過去世的善惡業因，才感得今

生的果報，並不是受到風水地理左右的結果

。

記得我在創建佛光山時，曾有人勸我：「

這片山林地質不佳，風水又不好，尤其高屏

溪就在山的前面流過，將來錢財全部都會流

走。」我告訴他：「我覺得溪水流過去很好

，這代表法水永長流。」等到佛光山建好了

，又有人說：「你真會看風水，揀到一個『

良機』，這是一塊好福地啊！」其實我哪裡

懂得什麼風水，當初購買這塊麻竹園，是為

了解人燃眉之急，是為了救人一命才買下的

。另一方面，當時剛好也想找一片便宜的山

林來辦學，所以佛光山是為了佛教要培養人

才而興建的，可見地理風水也是唯心所造。

在社會上，一般的地理師認為最佳的地理

是：「前朱雀、後玄武，左龍蟠、右虎踞」

。其實說穿了，就是「前有景觀，後有高山

，左有河流，右有通道」，以現代最佳的生

活環境來說，可歸納為下列四點：

一、要有通風，前後左右，順暢無阻。

二、要有陽光，採光自然，溫暖衛生。

三、要有視野，一望無際，心境超然。

四、要有通道，出入方便，自他兩利。

只要符合上述的要件，能夠讓人生活方便

，心情愉悅舒服，我想這就是最好的地理。

佛教認為「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處處

是好地」，只要給予大家方便，做到皆大歡

喜，每一天都是最好的吉日良辰。因此，真

正的地理風水師，就是自己的心；只要心有

善念，行為正派，不執著、迷信，那麼每一

天都是歡喜平安的好日子，每一處都是適合

人居的福田寶地。

日日是好日
「好」之四利

人生不僅僅只為展現自己的才能，更重
要的是能珍惜人才，給予愛護提拔，為
社會大眾創造更多幸福的因緣。

每一個人都有「喜好」，喜好會成為

自己的興趣，也會成為自己一心想要的

需求。「喜好」有利有弊，例如，有的

人喜好養動物，如果是基於慈悲、護生

則利，若是專寵一物，傷神無志；有的

人喜好品酌，如果是基於養生則利，若

是酩酊大醉則有害；有的人喜好各種藝

術，如果能分享大眾則利，若玩物喪志

則有害。所以，「喜好」有利有弊。有

利的喜好有四點：

第一、好讀書，則智慧生：人生，無

論是好酒、好財、好琴、好笛、好狗、

好馬、好綢、好緞……，凡此眾好，各有

一失，人唯好學，於己有益。所以，一

個喜歡讀書、博學多聞的人，必然能從

書中擷取前人的經驗，必然能與書中的

善知識神遊，獲得智慧。所以說開卷有

益，好書能變化氣質，能增加智慧，能

知道更多的常識、好書的人，只要不讀

死書，把書讀活了，則人生有大利益。

第二、好道德，則人品高：有些人的

喜好，非常重視自我的形象，他對自己

的道德、人品要求很高。所以喜好道德

的人，不必社會的輿論來要求他，也不

必國家的法律來限制他，他的自我要求

、自我規範，會促使自己的品格高尚，

為人所尊敬。所以，一個人道德品格的

修養非常重要。

第三、好勤勞，則受尊重：勤有功，

嬉無益。一個人養成勤勞的習慣，必然

會受人尊重。例如，早起整理家務，家

人必定讚歎；上班勤於工作，則受主管

器重；進入社會，勤於為大眾服務，則

交相讚美，必然實至名歸。勤勞，就是

黃金埋在土裡，也要勤勞去挖鑿；水果

長在樹上，也要去勤勞採摘，才有收成

。所以好勤勞不但可以補拙，也能獲得

意想不到的因緣。

第四、好義行，則有好報：凡人都希

望有好的未來，但田裡未來的收成，必

須要有好的種子；家庭裡的清潔衛生，

必須要有心去整理；傷殘災難必須要有

義行的人去奉獻，他必然會獲得好報。

說人家一句好話，憑這一點義行，就會

有意想不到的未來，給人一點方便，就

有意想不到的好報，榮華富貴，錦衣玉

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一個人的義行

累積，所以好義行者不愁沒有好的未來

，必然有好的因，才有好的結果。

所以，「好」之利有四點：

第一、好讀書，則智慧生； 

第二、好道德，則人品高；

第三、好勤勞，則受尊重； 

第四、好義行，則有好報。

無聲的告別 

讓思念蔓延

就像是說好似的，阿公走後一年，阿嬤也

跟著離去。南投竹山的三合院宅子，從此沒

了主人，「我成了孤兒了！」爸爸哭著說。

伯父分配了幾把鑰匙，「有空多回來竹山

走走！」小姑姑表示短時間內很難，因為竹

山的一草一木，都讓她想起阿嬤的一顰一笑

。那條長長的馬路，是她們飯後散步之處，

阿嬤最黏姑姑了，總是跟她抱怨東抱怨西，

如今人事已非，此情只能成追憶。

小姑姑說，她還沒有辦法接受打開宅門只

見人去樓空，「再看看吧！」

爸爸的心情更不用說了，身為么子，跟阿

嬤最親，也最孝順，以前每天晚上八點，他

總準時從台北打電話回竹山問候。阿嬤出殯

後三天，爸爸回到台北，忍不住在八點打電

話回竹山，電話響了很久很久，明知道絕對

不會有人應答，但他還是控制不了自己。最

後，爸爸把電話掛了大哭一場，還哭著打電

話給大姑姑說：「媽媽不接我電話……」

我忘不了阿嬤慈祥的面容，耳邊響起她的

絮絮叨叨，「阿嬤跟妳說，我不是在念妳…

…坐要有坐相，以後留著給人探聽。」頭七

前的日子，我花了好多時間在摺蓮花，盼她

一路好走，阿嬤生前的衣物跟著燒了，戴的

手表表姐拿去當紀念，上頭的指針跑啊跑，

時間繼續往前，我們的思念也持續蔓延。

文／卡拉

難信難信，真難信

耕心園

希望的瓶子

文與圖／智愚

生活感覺好像千篇一律沒有變化，真的是

這樣嗎？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只因為了打開

牙膏的蓋子，在那一剎那間，好像茅塞頓開

，停留十秒鐘，才回過神，彷彿聽見瓶子在

自述：

「我是一個瓶子，裝著許多人的希望，我

有一個形影不離的孿生弟弟叫蓋子，有了它

，我才能成為名副其實完整的瓶子。而在瓶

子世界中有大大小小的型式，使用者依個人

需求來選擇，無論大小或型式不同，我們有

著共通性，就是有空間。因為有空間，所以

才能裝著人類的希望，似乎也裝著世間人的

喜怒哀樂。」

想想看，哪個東西儲存不需要使用蓋子？

既是儲存，就不是現在要使用，則必須要有

一個合適的蓋子，才能封存內容物。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給自己或他人空間，

有空間才有成長的機會。空間這裡頭，有著

慈悲心的元素。瓶子，就是因為有空間，才

能裝進內容物。如果你是瓶子，你希望在裡

頭裝著什麼東西呢？你裝了道心，就存在道

心；你裝了懈怠、煩惱，那麼懈怠、煩惱必

然跟著存在。我期許自己裝入的東西是智慧

、慈悲、法味、法喜、感恩、道糧、菩提心

、精進力……我便是個希望的瓶子。

但是，就像煮開水時，如果沒有一氣呵成

，一下大火一下小火，這壺水永遠無法成氣

候。所以，這意味著人生，無時無刻不在追

尋成長，無論是學問、涵養或者修道，但我

們不只是需要空間，也需要時間去蘊釀，也

就是說必須要懂得「養深才能積厚」的道理

。如同青澀的梅子，必須裝入瓶子裡醃漬，

等待時間因緣成熟，再開封，這樣才會愈有

風味愈好吃。

文╱星雲大師

我要創造
「人生三百歲」

貧僧有話要說 三十九說

拿寫文章來說，別人一天寫一、兩千

字，我從小就訓練自己每天能寫一、兩

萬字；除了陪客人吃飯，我吃飯通常只

要五分鐘，最多十分鐘，為什麼？為了

爭取時間做事。比方看報紙，有人看一

份報紙需要一、兩個小時，我可能三、

五分鐘就看完了。又比方看書，有人一

本書看了幾個月，我可能一天看完幾本

書。像最近（二○一五年四月）鑑真圖

書館、大覺寺舉辦「素食博覽會」，他

們的籌備工作一個月前就開始，常常幾

十人開會、商量、討論；若是我，可能

只要兩、三個人，就能在兩、三天內把

計畫完成。貧僧主張：做事要化繁為簡

，實在不需要浪費時間。

唐伯虎有一首打油詩，形容人生的短

暫，道盡了古往今來許多人心中的遺憾

：「人生七十古稀，我年七十為奇，

前十年幼小，後十年衰老；

中間只有五十年，

一半又在夜裡過了。

算來只有二十五年在世，受盡多少奔

波煩惱。」

    生命不朽 分秒爭取善用 

看起來，屬於我們能運用的人生，實

在有限。然而，如果你了解生命的意義，就

能從另一個層面展現生命不朽的價值。就像

尼拘陀樹，即使只有一粒種子，也能夠繁衍

出無限生機。真正懂得生命的人，是不會受

時間限制，不會受空間阻礙的。

貧僧的「人生三百歲」，主要希望勉勵人

：能夠勤勞、愛惜時間，不要敷衍拖延，消

磨時光。我覺得韶光易逝，歲月荏苒，「等

待」是生命的殺手。即使是掃地、洗碗、抹

桌子，你若慢慢做，也是浪費生命。記得以

前我掃地、抹桌的時候，由於灰塵天天有，

為了清除灰塵，每天花去我不少時間，於是

我就盤算如何快速清理桌上的灰塵？因而就

想出，只要先用雞毛撢子拍掉灰塵，等兩、

三天，集中一次灑水、抹桌、掃地、拖地，

那麼地上的灰塵也就沒有了，不但節省時間

，也能達到清潔的效用。

比方看書，我大概不會從第一頁開始，通

常都從最後一頁，為什麼呢？因為我先知道

結局，就能掌握住主題，也就能順暢快速的

讀完它，甚至跳過幾頁也不要緊。就如同看

藏經，可以看得懂的先看，不一定從前面看

，也可以從後面看。

記得在棲霞山讀書時，給我最強烈的訓

練，就是六、七年的行堂工作。當時棲

霞山有四、五百人，吃飯時，各堂口都

是一家家自己拿了去，但我們學院、禪

堂、念佛堂一定要過堂，我記得經常都有

一百五十人左右。午齋是十二點鐘，負責

的糾察師不准我們十一點半進去，只容許

在四十五分進齋堂擺碗筷，由於只有四個

人行堂，這十五分鐘就必須講求速度，否

則來不及。我們其中一個人負責打叫香，

由於寺院大，要滿山到處去打，通知大家

吃飯了；另一個人，要挑水、擦桌子、擺

碗筷；最後兩個人去大寮挑飯、打菜。

總之，我們四個人分工合作，非得動作

快速不可。像現在本山的行堂，不但提早

三、四十分進齋堂，還有幾十個人手，大

家耗在那裡，你看我我看你，實在是浪費

生命。

而我通常在大家念〈供養咒〉時，就把

我的一份擺好在行堂的位置，〈供養咒〉

唱完，飯菜稍微涼了，我就跟大眾一起吃

飯。往往我吃完了飯，別人才開始推出碗

來，所以那時我就起身，一路為大家添飯

菜。印象中，有的糾察師不准我們在結齋

前收拾碗筷、洗碗打掃；若遇到准許的糾

察，我經常性的紀錄就是，〈結齋偈〉唱

完，我飯也吃了，桌椅也擦了，碗也洗好

了，可以跟隨隊伍一起離開。我爭取時間

，就是到這種程度。

    掌握時間 超越人生極限

有一位成功大學的總務長閻路教授，是

一位研究自然科學的專家，壽山佛學院就

邀請他來上課。他每堂課的教材都是一張

表解，從上課鐘一響，他就開始在黑板上

畫圖表解，一直到下課鐘響，剛好一面黑

板寫完一個講題，功力之深，令人歎服。

 （待續）

⬆星雲大師的「人生三百歲」，勉勵人：能

夠勤勞、愛惜時間，不要敷衍拖延，消磨時

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