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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師追至苦行林

交友的藥方

儒家言：「知恥近乎勇。」
《佛遺教經》也說：「慚恥之服
，無上莊嚴。」

朋友相處，雙方都有要盡的責任。作

惡事要規勸，並且規範不再犯錯；生病

時要探視照顧；知道隱私也要緊守秘密

；互尊互重，互相讚歎，不記怨，不斷

往來；貧相濟，難相助，不相毀謗等，

都是做人朋友應盡的義務。朋友的相處

，難免會有些摩擦，好比機器磨損了，

想辦法修理就好了；身體有病了，用對

藥方也就能痊癒。朋友之間，也有十劑

藥方：

第一、好心一片：交朋友不可有企圖

心或不好的心，必須出自本心、真誠心

、善心、好心與人交往。

第二、忍耐一時：好朋友發生口角是

難免的，縱有一些誤會、一些差錯，一

時的忍耐很重要；忍過了、包容了，就

能雨過天青。

第三、布施五錢：君子之交淡如水，

但是，對朋友也該有些布施，如布施好

話、布施鼓勵，或布施一些金錢，為他

解決困難等等。

第四、感謝萬分：不要以為彼此熟識

，不必言謝。朋友相處仍要存感謝之心

，感謝對方的指導提攜、感謝對方的鼎

力幫助；感恩、感動的情懷，是友誼堅

固恆久不可或缺的潤滑劑呢。

第五、恭敬十成：尊重他人的同時，

也會受到對方的尊重。即使是朋友也要

互相恭敬、尊重，如此，往來才容易順

暢。

第六、愛語三句：許多人以為朋友之

間，不必講什麼好話，其實該講的話，

還是要表達出來，如朋友有成就，歡喜

的為他喝采；朋友做了好事，歡喜的給

予讚歎；朋友受到挫折，心情沮喪，真

心的說幾句關懷的話。

第七、慈悲全用：對人慈悲、理性、

耐煩，都是美德。對朋友慈悲，更是訓

練自己的容忍力；有情有義的慈悲，才

能培養真正的友誼。

第八、信用始終：對朋友要全始全終

的講信用。平時相處、來往，如果不守

時、不守信用，是交不到好朋友的。

第九、體諒一點：體諒是最美的釋懷

，因此朋友之間要互相信賴、互相寬容

、互相體諒，有一點體諒，就可以保持

一點情誼。

第十、方便不拘：對待朋友，更不能

擺架子，常常在他需要時給他方便，助

他一臂之力，也是當朋友應有的態度。

以上十劑交友的藥方，若能時時服用

，相信所交盡是善友，自己也會是人人

稱道的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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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快同意吧

這二位大臣聽完太子這識見卓越的宏論，

一字一句，都括盡因緣的至理，心中深深的

佩服。但想到此來的王命，以及高齡大王的

悲哀，和全國人民的憂愁，想不說也不能夠

，只得又向太子說道：

「對啦，太子！站在求道的立場，你的話

都有理。但是，凡做一件事情，有在時候與

不在時候的分別。你是聰明的人，你應該想

想，你說這些話現在並不是時候。

    
大臣勸歸國繼位

你也知道，大王現在已經到風中殘燭的老

年，你若不顧他對你的出走而悲痛，不生起

一絲孝順之心，雖你希望學道，這也是非法

的！你的聰明，還未能見到更深的理，你是

見到原因，而沒有衡量結果，你不過是徒然

地否定現在而已。世界上有人說有未來，有

人說沒有未來，『有』、『無』並沒有一定

的標準，你為什麼一定要否定現在快樂的必

要呢？如果真有後世和未來的話，甘心享受

未來的果倒也罷了，假若沒有未來，『無』

，不就是解脫了嗎？即使如那些人說，未來

是有的，但他們並沒有明示規定出一個求得

的方法！

大地的性是堅的，火是熱的，水是濕的，

風是飄動的，這些，都是現在和未來不會變

動的，因為這就是物性的自然。既然如此，

你今生享樂，未來還不也是享樂嗎？窮富苦

樂也是不變的了！

一切物體有淨的分別，那個淨與不淨，都

是從身體的本性而自然地生起，假若說是方

便流轉的，那個全是愚痴！世界及世界上一

切的東西，都是決定守著他本來的性質，愛

與不愛，也是自性的使然。

現在你太子恐怖老病死的痛苦，一心想要

求得解脫，如果說這是人為的，那簡直是開

玩笑！水能夠消滅火，火能夠煮水到消散的

程度，這個一方勝一方亡互相增壞是他們的

自性，把這個調和起來，就能促成萬物的生

存。好像人在胎內，起初是先有手足，然後

再有各種身體的機構，等到精神知覺自性自

然地調和合成而就能夠成人，這絕不是誰故

意的造作，這是物性的自然所成。假如說另

外能生出一種什麼力量，那個力量也是可以

滅的力量。

仔細的想來，自己的力量實在是不能依賴

的。為什麼要說用自己的力量可以啟開解脫

的大道呢？一個人若能做到，一不違背祖宗

之教，二要學習《摩奴寶典》，三要奉祀天

神，如果不負這三者，這就名為解脫。古今

聖賢所傳承下來的解脫之法，除這個以外，

再求什麼其他的方法解脫，那不過枉然徒勞

而不能得到什麼結果的了。

假使說到出家再回家，這也沒有什麼罪過

，太子！你是知道的，過去菴婆梨王捨棄妻

子眷屬，在苦行林中修行很長的時間，然後

又再回國執政；羅摩王子去國在山林裡修苦

行，一聽到自己國家亂起來的時候，他又再

下山施行王化；像這例子真多得不勝枚舉。

從古以來，很多國王，一時入山修行學道，

一時又返國教施善法王政，到後世的我們，

皆稱他們為聖王，王是長夜明燈的光輝，是

世間一時一刻所不能少的寶貝。

「在這個時候，在這種情形之下，太子！

請你趕快回國繼承王位吧！這絕不會有過失

！」

二位大臣舉出世間上種種道理，有頭有尾

的，像滔滔不絕的流水，但是太子金剛的信

念，一點沒有為他們的言詞所動搖，他很安

詳慈和地答道：

「對未來有無的猶豫不定，這是增長疑惑

的心。若是說到未來的有無，這些細小的問

題，與我沒有關係。在我覺得只要有清淨之

智修行，自己必定能夠明白。

世間上黑白一切都有理，像這樣傳承學習

，那是絕對不能達到真實義的。

我老實告訴你們，我對那些迂遠之論是不

能夠滿足。聖賢決定自有他的真偽，我決定

不要靠他們來建築自己的信念！因為那如同

盲人問道於盲人！

在黑黝黝的深夜之中，假若以盲人來導路

，他說明道路前面將是怎樣情形，這是智者

所絕不能相信的。說淨說不淨，世間上究竟

什麼是淨，什麼是不淨，到今天仍然是個謎

！如果說這個將是世間上所不許可的，我仍

然願意很艱苦地努力修學這清淨之行。

聽那些婆羅門所說，沒有一個能說出絕對

不變的真理。真實的話，在我現時就覺得以

平等的心，就可以離開這些過患，智者不說

過言和謊言的。

至於說到菴婆梨王、羅摩王子等，他們當

初捨國修行，後來終於返國又再沉沒於五欲

的生活裡，這實在是極卑劣的行為，那絕不

是學習的正法。

我現在告訴你們關於我的決心，日月可以

墮在地上，雪山的頂上可以成海，而我金剛

的信念，到永劫都不變易！假若我要退墮道

心，還不如把身子投入烈火化為灰燼，我絕

不會做出這反覆不定的事來！」

太子說出求道的理由和志願，二位大臣見

太子如此堅決，沒有話可再回答，他倆和王

師在如日月之相的太子前伏倒頂禮起來，他

們計已窮盡，只得辭退而返，但又不敢疾速

地歸去，徘徊在途中，真是萬分狼狽！

 （待續）

一方天地

老屋的果樹
文／李云

如今，市面上琳琅滿目的水果，色好味美

。可我總覺得它們缺少了些什麼，總比不上

父親種的果樹結出的果子好吃。

父親喜歡果樹，在老屋的院子裡種了不少

。小時候，家家日子不富裕，這些果樹的累

累碩果，滿足了我們貪婪的味蕾，伴我們度

過無憂的時光。

春天，桑樹抽出了片片新綠，粉紅色的桃

花鮮豔欲滴，白色的李花一朵朵、一團團，

簇擁在枝頭，在春風中競相開放，淡淡的芳

香，給老屋帶來了片片生機。父親總要忙碌

幾個清晨，修整畦壟，為果樹澆水、施肥。

看著沐浴在朝陽下的果樹，晶瑩的露珠在綠

葉叢中閃著光，父親臉上掛著淡淡的微笑。

夏初時節，桑椹掛滿枝頭。從剛變黑，或

者才紅黑相間時，我和小夥伴們就攀曳枝條

，採摘一顆顆飽滿誘人的果實。有時父親在

勞動之餘，會在樹下鋪一張塑膠布，再拿來

一根長竹竿，幫我們從樹上打下桑椹。我和

小夥伴們便彎著腰，歡天喜地一顆顆往盆裡

撿、往嘴裡放，手上、嘴上，甚至衣服上，

都黏上了黑色的汁液。不過，我們不在乎。

吃過桑椹，桃子就快成熟了。我們天天期

盼著，蹲在桃樹下，認真地數著樹葉掩映下

的一顆顆果實，天天觀察著桃子的變化，祈

盼果實快快成熟。父親看到了，總會嗔怪一

句：「看把你們急的。」

李子的成熟季節在秋天，那時雖然水果比

較多，但老家院中的李子特別甜。看到一顆

顆紫紅色的李子掛滿枝頭，喜悅的神情爬上

我們的眉梢，看著我們大口大口地咬著香甜

的果子，父親臉上也掛滿微笑。

歲歲年年，院中的果樹在父親的精心培育

下，伴隨著我們成長，填塞著我們饞饞的欲

望。出嫁後，每到果子成熟季，父親都會興

奮地打電話來，催促我們回家嘗鮮，我們也

習慣了這種索取，心安理得地享受著。從沒

想過，有一天，老屋的果樹會消失，像父親

一樣，不見蹤影。

每次看到街上五花八門的水果，就不禁想

起老屋的那些果樹，那些父親在的快樂時光

，心底蕩漾著絲絲的暖。

17典範教師 獲星雲教育獎

【記者羅智華高雄報導】「二○一八第六

屆星雲教育獎」頒獎典禮日前在佛光山藏經

樓法寶堂舉行，今年共表揚十七位堅守教育

崗位、為學子無私奉獻的典範教師。他們春

風化雨的教學歷程，不僅令人看到得獎者發

揮熱情與理想來翻轉孩子生命、作育英才，

更彰顯「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創辦

人星雲大師期許的「不忘初心」精神，令人

動容。

頒獎典禮氣氛溫馨而熱烈，有近五百位教

育工作者與得獎者親友齊聚一堂，包括佛光

山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公益信託星雲大師

教育基金諮詢委員慧讓法師、覺培法師，以

及四位曾擔任過教育部長的星雲教育獎指導

委員會主任委員楊朝祥、及委員曾志朗、黃

榮村、吳清基等人都親自出席見證這場教育

盛會。總統府也傳來總統蔡英文賀電，感謝

得獎者對教育的貢獻及主辦單位的用心。

「在所有教育中，星雲大師認為有一種教

育特別重要，那就是自覺教育。」 慧傳法

師致詞時表示，星雲大師從一九六七年開創

佛光山時，第一個創辦的就是佛學院教育，

並藉由寺院學校化與學校寺院化來培養良好

品格；他也期許每位老師，對教育能夠不忘

初心、對校務要做不請之友、對師生要不念

舊惡、對生活不變隨緣，攜手為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的教育基業而努力。

主任委員楊朝祥也談到，雖然現代社會一

切講求快速，但有件事絕不能要求馬上立竿

見影，那就是教育工作，因為這是日積月累

的過程，老師就像園丁般，需每日以愛心、

耐心灌溉，才能讓教育種子漸漸發芽、開花

結果。這也是星雲大師為什麼要創辦「星雲

教育獎」的原因，就是希望透過典範精神的

發揚，為教育挹注真、善、美，鼓勵教育工

作者成為「以學生為榮」的好老師。

今年獲獎的十七位典範教師，分別來自特

教、醫學、餐旅、護理、科學等多種領域，

儘管專業各有不同，但他們秉持的「教育初

心」卻是一致的；多年來始終站在第一線，

扮演教育的「心靈捕手」、成為許多孩子生

命中的貴人。

「人生不能等待的兩件事，一是孝順、二

是行善。」獲獎的嘉義世賢國小教師郭玉玲

教書三十年來，持續把愛奉獻給學生；任教

台中大鵬國小集中式特教班的沈煒軒，則是

自己研發App程式，教導可愛的「慢飛天使

」結合平板電腦彈奏歌曲，激發學習潛能；

而成大醫學系副教授盧豐華更以「一輩子做

好一件事」為信念，投入大半生推動醫病溝

通教育、努力提升醫療品質。

不只如此，「星雲教育獎」更成為這群典

範教師永續深耕教育的動力。慈濟科大護理

系副教授羅淑芬發表得獎感言時談到，感謝

委員會在她技職教育服務滿二十年的今天，

頒給她這個別具意義的獎項，未來會繼續努

力推動原民教育；新北莒光國小教師周理慧

在台上致詞時，更動容表示「下輩子還想繼

續當老師」、繼續為教育奉獻，真情流露讓

大家聽了都十分感動。

⬆第六屆星雲教育獎頒獎典禮溫馨感人，近

五百位貴賓齊聚一堂見證這場教育盛會。 

 圖／人間社記者趙啟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