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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我都是為你好

君子之品

真正的學佛，講究的是慈悲、布施、奉
獻、服務、破邪顯正、隱惡揚善、犧牲
自我、成就別人等等。

君子有什麼品格？君子有克勤克儉的

品格，有勤學不倦的美德，以及「朝聞

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他們為求得真

理，可以奮不顧身的克服任何障礙；他

們以良善的美德來莊嚴自己，用圓融的

智慧來昇華人格。君子相信多一番挫折

，就會多一番見識，而要求自己要有恆

心、有毅力，面對人生每一個境遇。君

子之品，有四點提供參考：

第一、君子辭富不辭苦：有時候，君

子寧接受苦難也不要富貴。因為甘於淡

泊，經過苦難的考驗，往往能養成堅韌

的節操。如曾國藩所言：「堅其志，苦

其心，勤其力，事無大小，必有所成。

」君子怕享受多了，會減少向上的志氣

，寧可守貧、守苦，也要咬緊牙根撐下

去。

第二、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說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君子以

道德為本，對於貧富不會太計較，他總

是憂懼自己的道德沒有完善。處在貧窮

時，不會計較生活的困難，衣食不周也

沒關係，只希望自己的智慧能增長，所

以鑿壁借光、懸梁刺骨者，終於得以成

就功名。

第三、君子知義不知利：凡是君子都

非常重視義氣、道義、仁義，利害得失

都不掛在心上，若有人用利益來引誘他

，也不為所動。君子認為，人要自信自

守，要有節操，只要是義舉之行，他做

得到的，多少的犧牲，多少的奉獻，都

當仁不讓。君子善待於人，並能激發他

人的自覺和自尊，他們不求名聞利養，

只知有情有義，善待身旁的每一個人。

第四、君子成人不成己：君子有成人

之美的雅量，不會自私、小氣、嫉妒，

他們喜歡成人之美，樂於支助他人的困

難，不會汲汲於自己的蠅頭小利，甚至

認為別人的利益比自己的利益更重要，

別人的成功比自己的成功更美好。君子

有種種好的品性，因此能得到讚美，也

更能獲得別人的真心友誼。

希望成為君子嗎？做一個君子比較辛

苦，福樂先給別人，困難自己擔當；富

時以能施為德，貧時以無求為德；貴時

以下人為德，賤時以忘勢為德。不論貧

富貴賤，只在乎「吾有德乎？」這就是

君子做人的品格，也就是佛教所謂的菩

提心，君子之品有四點：

第一、君子辭富不辭苦，    

第二、君子憂道不憂貧，

第三、君子知義不知利，   

第四、君子成人不成己。

生與死 沈祖堯的人生感悟

 【本報綜合報導】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

、中國工程院院士沈祖堯日前登上揚州講壇

，主講「生與死：一個醫生的感悟」，分享

自己的人生感悟，引導大家如何正確面對疾

病健康、生死。沈祖堯結合數據和實例，從

自身經歷及兩本醫生所著的關於生命和死亡

的書籍出發，讓聽眾帶來思考和感悟。

「隨著醫學技術的提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類的平均壽命不斷增長。與此同時，家

庭結構也在發生變化。」沈祖堯指出，現今

年幼者最少，中年次之，年長者最多，呈倒

三角結構，這種變化是全球性的。老齡化的

過程中，最大的問題不是生理方面的，而是

心理方面的。「因為身體機能的退化，人們

愈來愈需要依賴他人的照顧而生活，在這種

變化中，失去自由，失去自己的空間，生活

要由他人來安排，很多老人因此覺得無奈、

寂寞、沉悶。」

這該怎麼辦？沈祖堯給出自己的思考：要

努力為生活尋找理由，為生命賦予意義。

沈祖堯說，在大陸，有愈來愈多的老人去

念大學，持續的學習讓生命保持成長，而

八十歲和十八歲念書，理解的程度是不一樣

的。在中老年的時候不要停下來，六十歲一

點都不晚。人們可以有不止一項事業，可以

慢慢思索，找到自己人生的意義。

  
  生命尊嚴  最好的告別

由於技術的進步，現代醫學延長了危重病

人的生命，但也延長了病人的痛苦，使他們

失去了生命的尊嚴。沈祖堯舉出，在醫院經

常會有一些患者長期昏迷，透過一堆儀器維

持生命徵象。這種情形，與他讀過的《最好

的告別》中的觀念恰恰相反。

《最好的告別》的作者是哈佛醫學院教授

、醫生阿圖·葛文德。他的父親生病時對他

說，不要做那麼多檢查，不要開那麼多藥，

他需要的不是這些，他需要的是尊嚴。

《當呼吸化為大氣》的作者保羅·卡拉尼

什是位優秀醫生，他自我完成專業訓練，在

史丹福大學任副教授，在人生最高峰時，突

然一天，他倒地不起，送醫後，檢查出罹患

肺癌第四期，才三十六歲。在治療的過程中

，保羅開始撰書，他說：「我寫這本書是因

為想拯救生命，但不僅僅是生命，更是為了

帶出尊嚴的重要性。」

「很多時候，當看到一個癌症患者時，我

腦海裡想到的是他的病症處於哪一階段，並

將他的病情列入自己的研究範圍。」沈祖堯

不斷反思，「其實，我們更需要想清楚，醫

者究竟是醫病還是醫人。」

  
  萬物有定時  看破虛幻

沈祖堯給出了三條建議：一是保持健康，

因為身體的狀況影響內心的狀況，健康的身

體會讓你更加自信；二是學會自理、適應自

處，當你年老時千萬不要自憐，去學習新的

東西，即使獨處時，也要享受人生；三是看

重關係、珍惜家庭，那是你情感的源泉。

沈祖堯說，他曾向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請

益：「當校長好苦啊，請問大師，怎麼才能

不那麼苦？」星雲大師說：「上班的時候拿

起你的公文包，下班的時候就放下你的公文

包。」

有人說，人生就好像雜技，四個球在每個

人的手裡，分別是健康、家庭、朋友、事業

，三個球都是玻璃的，落地就碎了，再也沒

有了。只有事業的球是塑膠製，人的一生可

以有很多事業。

「萬物都有定時，《心經》也啟示我們要

看破一切虛幻不實的身外之物，如果我們能

積極面對，心裡的痛苦都能放下來。」沈祖

堯說，死亡是每人必經的生命歷程，無論你

是什麼年紀，都要經過生死的過程。生命的

意義不在長短，在於價值，當經歷到生命最

後階段時，不必害怕，想想有意義的事情，

過完最後的日子。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沈

祖堯先生登臨「揚州講壇」，逾9百位醫務

工作者及醫學專業學生到現場聆聽。

 圖／靳璨 

小品人間

雨意

雖說夜裡聽著雨聲，總能使我很快入眠，

但這雨已連續下了三日，早上起床映入眼簾

的便是那溼漉漉的窗台，以及那盆和我一樣

渴望陽光的仙人掌。幸運的是今天是周末，

不用出門上班；但不幸的也是今天是周末，

這雨打亂了原本的計畫，手機訊息顯示：「

下雨，不想出門，聚會取消」。

睡眼惺忪地走到客廳，只見媽媽一籌莫展

的摸著陽台那幾件已掛了多日的衣褲，一邊

叨念著：「台灣這麼潮溼的氣候家家戶戶都

該有台烘衣機的」；眼鏡上沾了幾滴雨水的

爸爸開了門進來，一邊收傘，一邊喊著：「

買了早餐，快來吃！」鬼靈精怪的弟弟拿出

早已租好的DVD，以一種「不用誇鑽我」

的神情看著我們，然後將光碟放入機器播放

。是我們都愛看的搞笑片。

這場雨，讓全家人有了難得的早餐約會，

似乎也挺美好的。

文／高毓霞

平凡滋味

難忘的飯菜香

文／歐咪媽

孩子的同學來家裡聊天，正值午餐時刻，

於是簡單準備了清淡爽口的湯麵招待他們。

在廚房裡頭忙著烹煮時，聽到他們說：「好

香喔！好久沒有聞到這種飯菜香，一種家的

味道。」言下之意，似乎家裡許久未曾開伙。

一起在飯桌上享用午餐時，見他們一個個

意猶未盡的模樣，於是借這一個話題聊了起

來。

方知，有的人全家幾乎都是外食一族，廚

房只是高檔擺飾，鮮少使用，餐桌則根本只

是一張放置雜物的桌子，平常吃飯就在客廳

茶几上，一邊看電視或滑手機，各自草草裹

腹了事。別說有媽媽的味道了，連一家和樂

融融共桌吃飯的景象也沒有。

原來，他們的媽媽不是忙碌的上班族，就

是晚上必須兼職工作，早出晚歸難得休假，

因此，吃飯這件「最重要的小事」，只能各

自解決。其實，食物好吃與否並不是重點，

對他們來說，能吃到媽媽親自下廚做的飯菜

，享受到家的溫暖，才是他們真正羨慕、渴

望的感受。

孩子們正值青春期，回家後最想要的，不

過是一頓熱騰騰的晚餐，以及與家人共度的

溫馨時光。共享天倫的幸福，應該是再平凡

不過的想望罷了，看到他們複雜的表情，令

人忍不住心疼。

這頓午餐，對他們來說是久違的家常滋味

，對我而言也是難忘的共享時刻。許下再次

相聚的約定，就讓我這個媽媽，與孩子們分

享我家的家常菜、手路菜，讓溫暖上桌，一

同品嘗家的味道吧！

王師追至苦行林

所以，具備法與威以及五欲，別人因羨

慕你的五欲而才恭敬你，你的盛德才能流

布宣揚，也才能實現你自己的主張。

你現在的生活，把威捨棄了，把五欲遠

離了，只求一個渺渺茫茫的法，你不過是

徒然使自己受苦罷了。我現在看到你如此

希有的尊容，相信你一定是振霸人天的大

人物！我講的都是至誠之言，我絕不是用

王者的權力來挽留你的。

我看到你出家的相好，心中不覺生起恭

敬，我聽說你要去修學苦行，因此才感到

非常的同情。你現在過的是行乞的生活，

那麼，我就以我的國土供養你。

在少壯的時候，應該要享受五欲的快樂

；在中年的時候，要儲蓄財寶；到了年老

的時候才再去求法。若是年輕的時候求法

，最後終不免要為情欲所壞的。因為在年

輕的時候，有著很豐富的熱情，心輕易亂

，終究是很難得到法。若是老時求法，就

不會有這種現象發生。因為老年的時候，

欲望、氣力，都已逐漸地衰弱，這才能自

然生起隨順樂法的心。

希望你接受我的摯誠之言，像古代聖賢

一樣，先作一度世間的聖王，然後舉辦一

次祭祀大會，終究可以去到天上享受福樂

！」

悉達多太子聽後，對這位尊嚴與仁愛都

兼備的大國之王的頻婆娑羅王，也很恭敬

地回答道：

「大王！假若有人在苦難之中，能忘記自

己的痛苦而去救別人的苦難，那這個人一定

是世界上的善知識。為了朋友毫不慳吝金錢

名位，這才是用之不竭的寶庫；假若守著財

寶高位，只圖為著自己，這一切終究還會亡

失。

國，這種財，是難得的寶。你能歡喜地惠

施給我，我很感謝你的厚意。我相信你並不

是說虛偽的話，而是真實的意思。不過，你

所要給我的與我所要求的完全是背道而馳，

我現在不能不向大王說出我的看法來求得你

的了解。

我為了畏懼生老病死的痛苦，想要斷除此

患而求得真的解脫，所以捨親戚離恩愛，出

走王城而來出家，我哪裡還想再回到那個五

欲的古巢裡去呢？我現在不畏做毒蛇的餌食

，不怕寒風吹僵我的身體，我唯怕被五欲所

囚。

流轉的相，實在憂勞了我的心，我想到五

欲的賊能劫奪人的功德法財，我的心就不覺

戰慄起來。五欲好像幻化的人一樣，只能暫

時的迷惑人的眼睛，其實它是欺詐虛偽不實

的東西，它是求真理的一個最大的障礙。」

    頻婆娑羅王俗利勸誘
 

悉達多太子接著說：「天上的快樂尚且是

招苦的因，何況人間這更短暫的五欲的歡樂

呢？恣情縱欲，能增加人的憂執的念頭，最

終他也不會有滿足的時候，好比正在風勢很

盛中燃燒著熾烈的火，再多的薪投下去，也

會感到不足。在世間上所有的過失之中，是

再也沒有超過貪欲的，可是沉溺在其中的人

並不覺可畏；因此，有智慧的人，才知道畏

懼五欲。誰能夠畏懼五欲，誰就不會招到痛

苦。

做王者已經領有四海，但他還有另外的

希求，要更多的財寶，更多的美女，更想

長生不老。貪欲像大海似的，終難有滿足

的時候。

貪欲是不會滿足，把他的國家滅了，把

他的身體亡了，他還是不要命的執著放逸

的生活，古今不知有多少國王都是如此。

國王所領有的土地，也不是常住堅固的

東西。從喧囂的王宮走向山林，披草衣，

食花果，飲清流，默默無語，沒有名聞利

養的苦行者，最後又回到貪欲染著的生活

裡去，他長年修積的功德，畢竟還是歸於

泡沫，王位、愛樂、財色，無一不是修學

正道的仇敵與冤家。人若貪求名位、愛樂

、財色，終不免要招致苦果。智者知道這

是苦中之苦，所以必定會滅除貪欲的心！

世間上一般的所謂善意，有時也不免有

錯誤的時候。勸人執著不究竟的世俗之樂

，容易使人流於放逸，反而害他將來要招

受苦報。這樣的善意，聰明的人一定是不

肯接受。

王位、財寶，在我看來，那些都好像借

來的東西，假若一定要說是自己的話，我

們只應該為這個人可憐，而不該羨慕他。

追求貪欲，若是得到了，增長愛著的念頭

；若是失去了，更是煩惱不安；這一切都

唯有使身體受苦。好比一個人手中執著火

炬，這火炬已經漸漸燃到手掌，為什麼不

把它捨棄，而執著在手中做什麼呢？

可憐那些愚痴卑賤的人，被貪的毒燒灼

著心，終身受著苦。安樂的心，一瞬也不

可得。貪欲好比毒蛇一樣，任何人也不能

靠近。我已經離開它，你叫我再向它走近

，我不是有心辜負大王的美意，因為那樣

將使我恐怖戰慄不安！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