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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良師與益友

人的命運全由自己決定，因為業報的
定義是自作自受，每個人「身口意」
的行為，皆惡有惡報，善有善報，若
是未報，只因時辰未到。

益友就像良師，良師也可以成為益友

。這種思想，比較可以活絡彼此間的關

係，同時又能保有相當的尊重，是一種

很有活力的想法。

在過去的世代，父母是天，子女是地

；師長是天，學生是地。無論關係如何

密切，總還是天地之間，遙遠的距離。

唯有在佛門傳統之中，有所謂「三分師

徒，七分道友」的認知，這是民主與平

等的一種思想。這種思想，使得佛門倫

理，更加的鮮活，更加的有生命力。關

於「良師與益友」，有四點意見提供如

下：

第一、他挫折時，我要給他勇氣：人

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苦難」與「挫

折」原本可以用來提升我們生命層次，

也是可以讓心靈更加淨化的一種過程，

但是倘若「無法」或「不願」接受，那

就成了真正的苦難了。所謂「當局者迷

、旁觀者清」，這時候正是身為朋友之

人，要伸出援手，像「施無畏」的觀世

音菩薩那樣，有求有應，幫助他度過內

心的困境。等他「走出來」或「走過來

」，再回頭看看，他自然容易發現，「

挫折」反而成了新的力量。

第二、他沮喪時，我要給他信心：沮

喪之時，人皆有之，朋友懊惱、洩氣、

不振作、心灰意懶的時候，正是發揮可

貴友誼的時候。要想辦法激發他的信心

，提醒他原有信念。因為「信心就是力

量，信念就是方向」。今日他靠你行走

，他日或許你還要依靠他飛翔。

第三、他迷惘時，我要給他指引：鄭

板橋先生的名句：「聰明難，糊塗難，

由聰明入糊塗更難。」這是大智之人睜

一隻眼、閉一隻眼來體諒世間人的無知

，此所謂「難得糊塗」也。

然而迷惘並非「糊塗」，更非「難得

糊塗」，而是真正的失卻了生命的方向

。這時候可以導他以正信的宗教，以宗

教智慧的明燈來為他照亮前途，也可以

古聖先賢之言來為他指點迷津，等到撥

雲見月之時，必然是「柳暗花明又一春

」的光景。

第四、他愚痴時，我要給他智慧：「

愚痴」二字並非指「不聰明」，而是指

執著於某人、某事，或是某一種的理論

與信念而不得開解，在佛經當中甚至將

「世智辯聰」列入「八難」之一。世間

人「聰明反被聰明誤」的例子不勝枚舉

，尤其是自命聰明之人，很容易自己畫

地自限，或為自己圈入框框，最後自己

卻找不到出路，這就是一種的愚痴，這

個時候要給他智慧。

聰明與智慧如何分辨？聰明者，領悟

力強，反應快速，但如果將這種聰明用

來為一己之私，往往自縛手腳，如果將

這種聰明用在利他之事上面，那就是一

種智慧之舉。凡事能思利他者，慈悲之

心令人感動，而且招感許多的善緣好運

。

交到良師益友可以提升自我，開拓人

生。做個良師益友，會在朋友當中得到

知交，彼此相互提攜，安慰鼓勵；甚至

夫妻之間如能建立良師益友的關係，家

庭會有更多的和諧與成長。

良師益友的條件有四點：

第一、他挫折時，我要給他勇氣；

第二、他沮喪時，我要給他信心；

第三、他迷惘時，我要給他指引； 

第四、他愚痴時，我要給他智慧。

多元佛教教育 正能量灌注校園
 【記者羅智華高雄報導】「2018年佛光

山大學校長論壇」日前圓滿落幕，有來自

十七個國家地區、四十六所大學，逾百位校

長以及宗教學者與會，本屆論壇主題聚焦在

國際化與品德教育，共規畫「大學治理與國

際交流」、「佛教行門教育與現代生活」、

「大學生的品德教育」，以及「佛教思想與

當代文化」等四項議題討論，使透過與會學

者的討論，不僅能夠為大學發展與佛學教育

貢獻心力，提供大學辦學方向之參考，以及

大學多元議題的見解與共識。歷經4天熱烈

討論，在閉幕典禮上，與會校長、學者皆針

對論壇意義及成果給予高度肯定，認為不只

促進國際交流，更讓大家集思廣益，攜手推

動佛教教育多元發展，校長們也感謝主辦單

位用心費心，讓各校相聚一堂，並歡喜相約

明年再見。

   
 眾人平台  凝聚佛教研究力量

佛光山系統大學總校長楊朝祥表示，論壇

目的是建立交流平台，助大家更了解如何經

營佛教大學。此次討論十分熱烈，各校除了

熱情分享自身辦學成果，更達成多項未來的

跨校合作計畫，尤其很多人即使討論時間結

束仍捨不得離開會場，可見大家都很關心佛

教未來發展。為了讓大家更深入討論，明年

大學校長論壇也計畫分為兩個主題論壇，讓

論壇可以一年比一年更臻完善。

「謝謝你們一起成就校長論壇的善因好緣

。」佛光山開山寮特助慈惠法師表示，佛教

講究緣起，凡事皆因緣而起，然而單一因緣

無法成就事情，必須眾緣和合才能圓滿，因

此他衷心感謝參與論壇的每個單位、每個人

，共同成就這個因緣，並藉此串連更多善緣

，凝聚更多推動佛教研究的力量。慈惠法師

並提到，校長論壇這個平台不是屬於佛光山

的，而是屬於大家的，他也期待藉由經驗與

智慧的交流，凝聚更多推動佛教研究的教育

力量。

南華大學校長林聰明表示，這次論壇共討

論4個主題，每個主題都引起熱烈回響。他

以品德教育為例，看到許多學校的推動特色

與良好做法，不只與會者受到啟發，也讓大

家更關注品德教育在大學教育中扮演的重要

角色。

南天大學校長Bill Lovegrove則談到，透過

此次論壇，讓他看到許多學校的具體成果，

不只能成為彼此互相提升教育品質的良好典

範，更激盪出更多創新的想法。

對此，西來大學校長張錫?亦有同感，他

認為佛教教育是改善當今社會負面現象的一

帖解藥，「佛陀的四聖諦、八正道不僅是佛

法真理，更讓我們知道為什麼擁有良好道德

是重要的」。他表示，尤其身為一所大學，

更有責任去引導學生發掘心中那把「道德之

尺」，並且透過多管齊下方式將正能量挹注

在校園中。

佛法真理   引導學子向善之心菲律賓光明

大學校長Dr. Helen Correa表示，光明大學是

佛光山系統大學中最年輕的成員，雖然創立

時間較晚，但理念與大家是相同，每次參與

論壇，都令她非常動容。光明大學今年有了

首批畢業生，校方特別出書記錄這些學生的

大學生涯，以及在光明獲得的正向改變。

她說，這些學生大多來自貧困家庭，所以

非常珍惜與感謝佛光山給他們上大學的機會

。身為校長的她，尤其感謝佛光山開山星雲

大師助光明大學成為優質的高等學府，讓來

自多元背景、不同信仰的學生都能在此獲得

良好教育資源。

閉幕典禮上播放了大學校長論壇4天來從

佛光大學一路到南華大學、佛光山的精采影

片剪輯，不只展現與會者在主題論壇上的熱

烈討論與獨到觀點，更傳達出各學府齊聚在

這裡，攜手推動佛教教育向上發展的團結一

心。

⬆2018年佛光山大學校長論壇最後一場論壇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特地到會場感謝與會

學者。  圖／佛光大學提供

五眼同觀看見什麼

我愛芳鄰

一起做粿 樂趣多
文／蔡田

美國前第一夫人希拉蕊曾經寫過一本書，

書名就叫《同村協力》。這是引用自非洲的

一句諺語，意思是：要教好一個孩子，必須

要動員全部村民的力量。而這也是國內推動

社區營造的基本理念：一人走百步，不如百

人走一步。大家一起來，社區會更美好，鄉

親也會更幸福！

最近，彰化老家的社區舉辦不少「同村協

力」的活動，其中，鄉親一起合作做芋頭粿

，最有趣，也最好玩！

做粿，是一件非常耗費人力且繁複的工作

，特別是一次要完成兩、三千個手工粿，更

是龐大的工程，非得要分工合作不可。

做粿前一晚，要先將米浸水，凌晨兩三點

時，負責輾米漿的人就要開始工作了。輾好

的米漿用高速脫水機脫水後，就是白白的「

粿粹」。

天還未亮，做粿的大隊人馬陸續前來報到

，絕大多數都是七、八十歲的婆婆媽媽們。

可別看她們歲數大，「做粿」可是箇中高手

，有關的眉眉角角，個個說得眉飛色舞，就

好像回到了年輕時的歲月！

三、四十個長輩們，大家自動分工，有人

剪粿葉、洗粿葉，有人削芋頭，有人準備內

餡，有人用秤分「粿粹」，有人開始做粿，

還有人生火燒開水，準備用大灶炊粿囉！

沒過多久，一籠籠炊好的芋頭粿，擺放在

長條桌上降溫，誘人的香氣味四處飄散，讓

人口水直流，忍不住想先嘗為快。

鄉親們一起協力做粿，不但可以重現傳統

美食，而且鄉親們聚在一起，邊工作邊聊天

，還可凝聚鄰里間的感情。更重要的是，義

賣所得將全數提供給村裡的巡守隊、義工團

和關懷據點使用，這不但是另類的「同村協

力」，更是社區營造的成功範例。

曾有台北的朋友專程南下參與做粿的過程

，他們說，看著高齡長輩興高采烈地一起做

粿，氣氛溫馨和樂，心中有著無比的喜悅和

感動！

我喜歡這種蘊含著「古早味」的傳統習俗

，每次回老家省親，總是期盼著能碰上類似

的活動。但願，故鄉一起做粿的習俗可以代

代相傳，讓我們找回從前的人情味！

釀造醍醐味

愛的醬油
文／劉芳

我的媽媽會釀製醬油，並有一套自己的獨

家祕方。即使已八十高齡，她依然堅持自己

釀造無添加物、無化學成分的純手工醬油，

因此只要一到釀製醬油的時節，家裡就會重

現三、四十年前農忙的情景，熱鬧了起來。

釀製醬油的過程相當繁瑣，從洗瓶、晒瓶

、洗豆、洗缸、晒豆、入缸、曝晒、煮汁，

到最後裝瓶，每個動作都馬虎不得。

首先，必須挑選新鮮的黑豆，洗淨後裝在

大醬缸裡，再加上水、鹽、米糕等材料調和

。每天清晨太陽一露臉，就要掀開蓋子，攪

拌均勻，讓這些豆子充分接受陽光的照射；

等到傍晚太陽下山，再幫醬缸蓋上蓋子，免

得溼氣或露水影響了純度。

這樣攪拌十天，等黑豆完全發酵，接著就

是熬煮醬汁的重頭戲了。

一開始，將醬汁從醬缸撈起，先用濾網將

黑豆皮濾掉，然後開始熬煮剩餘的黑豆水。

這一熬煮就要五、六個小時，而媽媽就在高

溫的火爐旁邊守候，同時在大鍋裡不停翻攪

，深怕一不小心燒焦，就前功盡棄了。這個

步驟最為辛苦也最費時，而且急不得。當醬

油熬煮成功後，還要用麵粉袋過濾殘渣與雜

質，從袋子裡一滴滴流出來的，才是最純淨

、香醇又甘美的醬油。

媽媽把釀製醬油這件事，看得比什麼都重

要，因為只要稍有閃失，就得全部重來。因

此，每次都要等到醬油大功告成，放涼裝瓶

之後，她才能真正放下心來。這些手工醬油

，除了自家使用以外，還會分享給親朋好友

，讓家人吃到最安全、最好吃的醬油，一直

是媽媽的堅持。

我舔著一滴滴最新鮮、最天然的醬油，齒

頰留香，幸福滿滿；而媽媽的那分堅持與不

怕苦的精神，也深深刻印在我的心裡。

初轉法輪教團成立

當佛陀還沒有到達鹿野苑的時候，憍陳如

等已經就遠遠地眺望到佛陀的聖顏。

鹿野苑度五比丘

「你們看，那不是悉達多太子來了嗎？」

正在準備坐禪的憍陳如告訴阿捨婆誓等四人

。「不要理睬他，他是一個捨棄尊貴的苦行

，耽於世樂中的墮落者，他來時，我們絕對

不要向他表示敬意。」

「大概他現在已悔過也不一定，如果他沒

有懺悔的意思而來到這裡，哪有這麼厚的臉

皮。」

「一定是他一個人嫌太寂寞的關係，所以

又再來找我們做伴，不要招呼他，把他當一

般來拜訪我們的客人一樣看待，我們絕對不

要起座向他慰問長途的辛勞。」

這五個人，共同立下約言，緊閉著雙目，

像是一心在用功修行。可是，當佛陀漸漸走

近他們的時候，他們都忘記剛才的約束，心

想不看佛陀但又自然的睜眼看他。他們這一

看，心裡不覺也驚疑起來，僅僅分別一個月

，太子的面容怎麼變成那樣的威嚴圓滿呢？

他們不由自主的請佛陀上座，五個人都在下

面叩頭。

「你們看見我來時不是約定不迎接我的嗎

？怎麼現在又要站起來呢？」佛陀向五個人

這樣一問，好似一面光明的鏡子，照徹五個

人的心，五個人都驚怕慚愧起來。

「悉達多！我們不敢這樣想，您疲倦了吧

？」五個人都懇切地跪在地下慰問。

「你們不要再喊我悉達多，那是我在俗的

名字；我現在已經成為佛陀，我是宇宙的光

明，我是苦海中的舟航，我已經是一切眾生

的父母。」

「你什麼時候成就佛陀的大行呢？您修學

苦行都沒有成為佛陀，怎麼捨棄苦行反而能

成為佛陀？」憍陳如向佛陀這樣問道。

「憍陳如！像你們五個人現在執於一邊的

修行，是永遠不會獲得正覺的。把肉體受苦

，反而使心惱亂；把身心享樂，又容易耽於

愛著。偏於苦或樂的修行，都不能成就根本

的大道。這個問題，我在當初離開王宮的時

候，就已經知道。我所以和你們同在一起修

學六年苦行，這自有我的苦心。捨棄苦樂，

才能得到中道。你們如果要走進正覺之門，

必須要以正見（正確的見解）、正思（純真

的思想）、正語（淨善的語言）、正業（正

當的工作）、正命（合理的經濟）、正精進

（積極的精神）、正念（真理的信仰）、正

定（禪定的生活）等八種正道去修學，才能

解脫無明集聚的煩惱眾苦，獲得清淨寂滅的

境界！」 （待續）

⬆佛陀鹿野苑度五比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