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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 走出困頓 喜悅一生
【人間社記者宋滌姬高雄報導】佛光山開

山星雲大師新書《我不是「呷教」的和尚》

分享會，日前在台灣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舉

行。會中以「走出困頓，喜悅一生」為講題

，邀請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祕書長覺培法師

，以及屏東大學中文系教授林其賢擔任主講

人。現場座無虛席，提問踴躍，氣氛熱烈。

高雄市立圖書館館長潘政儀讚歎星雲大師

是「高雄之光」，天下文化社長林天來帶來

《星雲傳承》紀錄片，藉此讓大家認識星雲

大師。

覺培法師提及，首次聽星雲大師談到「我

不是呷教的和尚」，是二○一五年於金光明

寺舉行的「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成立大

會上，大師特別趕赴會場，為佛教諸山長老

、居士大德的勉勵。大師欣見台灣佛教百花

齊放，唯恐正法不能久住，盼見到佛教界的

團結，相互學習彼此的優點。

法師從序言導讀星雲大師「佛教靠我」的

理念，總結書中的十大特質與思想核心：受

人恭敬，卻反對造神；不二法門，生活即修

行；空中妙有，無處不佛法；與時俱進，開

創新格局；有話直言，難掩真性情；知人情

緣，老少皆愛之；樂在眾中，僧信皆平等；

布施供養，給出無盡藏；矢志不移，畢生為

佛教；轉苦為樂，淨土在人間。

    大師如無盡燈 為眾引路

大師從文化到建寺，從辦學到辦報，從台

灣到四海，在匯聚無數人物的出現，就如重

重無盡的華嚴世界，大師都將他們視為菩薩

的化身，覺培法師說：「感謝大師在點燈的

路上，為我們開啟重重無盡的光明。」

林其賢教授認為，星雲大師「能高能低、

能古能今、能動能靜、能大能小、能提能放

」，大師既能規畫佛光山的發展，也會教弟

子掃地；他遵循傳統叢林制度，又辦歌詠隊

、報紙、電視台等現代化設施；大師能領眾

，也聽取弟子的意見；大師放下住持的位置

，卻承擔更多弘法的工作。

許多人仰望星雲大師的成就，但大師卻在

書中自謙有很多缺點，但這些能轉為成長的

養分。大師把如何轉化的「不傳之祕」，明

明白白寫在書中，指點大家把負面思考轉成

正能量，增長自我的信心。

    給人歡喜 細藏言行中

林天來讚歎星雲大師廣結善緣，他舉例，

佛陀紀念館開館時，曾有人勸大師收門票，

但是大師沒有採納，又回顧在二十五年前，

天下文化出版《傳燈》一書，書籍還在編輯

當中，星雲大師就送來二萬本書的書款，只

因年關將近，想讓出版社能發出年終獎金。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理事楊政達分享感言

，星雲大師一生奉行以無為有、以空為樂，

大師給他的啟發，是自我肯定，真正展現人

間佛教的核心價值，他說，大師的這本書是

勉勵佛弟子「佛教靠我」的指標，了解大師

推行人間佛教實踐在世界各地的最好證明。

有讀者問：太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星雲

大師提倡人間佛教，兩位大師都重視集體創

作，都受外婆很深的影響，他們有過交流嗎

？覺培法師指出，書中記載這兩位大師曾見

過面。太虛大師對星雲大師連說三個「好」

字。覺培法師稱或許這是星雲大師推動「三

好運動」的靈感來源。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

教，將佛教義理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讓大眾

易於接受，使佛教普及於民間。林其賢補充

，這兩位大師的脈絡相同，但時空因緣不同

，所以成就不同。

讀者問星雲大師的心願。覺培法師回答，

大師在開刀前，一再強調中國人不能再有戰

爭，台灣不能再分了。大師一生呼籲和平，

認為沒有和平就沒有發展，而平等是和平的

基礎，要尊重彼此。

林其賢讓大家反思：「大師由誰定位？」

如同六祖惠能大師是由後人依其弟子的成就

來定位，星雲大師的弟子成就愈大，大師的

地位就會愈高。林教授請佛光山的弟子們一

起努力，讓星雲大師在後代的評價中有更高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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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王子出家得度 

我們應該從身體的家，進而營造心靈
的家，最後進入宇宙的家，成為宇宙
的主人；能以宇宙法界作為我們的房
屋，才能永恆長久。

逸饗蔬食

我心深處

記憶中的蘆筍田

衣服的味道

文／林乃光  圖／郭子洋 

文／詹志超

我對蘆筍有很特別的童年回憶。

記得我在學齡前，姊姊都上學了，老么的

我自然是跟著媽媽。那時媽媽美麗大方又有

氣質，有幾次機會幫親戚朋友作媒人，多數

是「便媒人」，據說我小時後很可愛，所以

也順帶附贈「花童」去牽「新娘尾」。有一

次爸爸軍中的同僚相中彰化海邊的一位小姐

，下聘、迎娶我都跟著去，坐在一排吉普車

當中，暈車是暈得七暈八素的，到達目的地

，便是一望無際的、蒼翠漫漫的蘆筍田；一

下車發現蘆筍植株都比我還高，清風徐徐滿

眼綠意，頓時暈車不適全消，我記得我梳著

兩條長長的辮子，穿著白上衣與紅色的吊帶

裙，蹲在蘆筍沙地田邊；記得阿伯說蘆筍冒

出芽的是「綠蘆筍」，他手撥開沙土裡面有

白蘆筍，那些情景都過了這麼許久許多年，

都忘不了。

是因為回憶嗎？我很喜歡「蘆筍」，怎麼

做都喜歡，家常清炒就好吃，我偏愛有一種

細細的蘆筍花，蘆筍風味特別濃。蘆筍很適

合做西式料理，尤其奶焗很美味，許多人怕

炒奶餬，其實很容易的，火不要大，東西慢

慢下，就不會炒成麵疙瘩；試試，材料單純

、程序不多，但很好吃。

奶焗綠蘆筍
食材：綠蘆筍1大把、奶油2大匙、麵粉2大

匙、牛奶300cc、帕馬森起司、鹽 、胡椒。

作法：

❶將蘆筍削去老皮。

❷平底鍋將奶油融化，邊撒入麵粉邊炒，

炒沒有顆粒又略成金黃色，慢慢加入牛

奶攪勻，以鹽 、胡椒調味。

❸將蘆筍放入麵餬裡，加些帕馬森起司略

滾一下，排入烤盤，再灑些帕馬森起司

，移入烤箱，180℃烤15分鐘表面微焦黃

即可，上桌前再刨一些起司放在上面。

品味小撰：改用自己喜歡的起司也可以。

小學時只上半天課，當時沒有安親班，每

天中午放學回家看完布袋戲後，大概就是寫

寫功課、把玩簡單的玩具。傍晚日頭還在時

，便像跟屁蟲似地黏著媽媽，興高采烈地上

頂樓陽台收衣服。

小巧的身軀搆不到高掛在竹竿上經過日晒

風乾的衣服，媽媽一件件取下再傳遞給我時

，總會輕聲地告訴我：「衣服有一股清香的

味道喔！」當我雙手捧著酥暖的衣服深深吸

氣，那經過日晒、混合著清香的味道隨即撲

進鼻腔，而我也漸漸愛上了那股味道。

長大之後，我不再隨著媽媽上陽台，也就

沒再有機會聞到衣服日晒過後的味道；尤其

是自己成家後，買了烘衣機，雖然省去了晾

衣服的時間，衣服卻也因此少了一股熟悉的

味道。但我知道，媽媽在老家依舊習慣在陽

台晾晒衣服，那味道從未消失，心中也一直

眷戀著衣服日晒後的味道……

有人說：「人對味道是有感情的。」後來

發現，自己之所以會眷戀衣服的味道，甚至

每每想起便會心頭一熱，是因為，那味道中

藏有媽媽辛苦操勞家務的記憶。

味道其實不只是味道，它常常包藏著許多

的故事與心情。

自由民主很寶貴，世界上沒有比自由

民主更美好的。如果在民主的社會裡，

人民雖享有自由，生活卻依然不安全、

不快樂，那麼，這個自由民主有何用？

所以，真正的民主要順應民眾的心聲，

提供一個安全、安定、快樂的生活環境

，才是最重要的。

兩千多年前孟子就已經提出「民為貴

，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主張，在「民

主自由」口號高入雲霄的現代社會，更

應該以民為貴。

第一、有民意才能長治久安：當今的

社會，任何政策都要有民意作基礎。當

然，既是民意，就無法取得百分之百的

絕對值，但「少數服從多數」是大家都

認知的遊戲規則，只要能取得大多數的

民意基礎，就能獲得百姓的支持，政治

才能長治久安。

第二、有民聲才能防微杜漸：民主社

會裡，大家都能發表意見，容許每個人

自由表達所見所思。就如現在每份報紙

都有「民意論壇」版，在那兒大家可以

就國家政策、社會現象等發表看法。有

了問題，看到的人多，集合起來就是力

量，就可以防微杜漸。

第三、有民望才能推展政事：處在高

位的領導者，不但要有民意基礎，在民

眾當中也要有聲望。有聲望的人才能鞏

固領導中心，推展政務。現今社會，民

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誰真正做事，誰只

是作秀，大家都看在眼裡，政治人物的

聲望已無法靠虛張聲勢得來，必須有政

績才行。

第四、有民情才能了解疾苦：古詩說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

中飧，粒粒皆辛苦。」在上位者雖不須

如農民般挽起褲管下田，像漁民般摸黑

出海，像肩挑貨力者揮汗出力，但必須

能體恤民情；能夠了解民間的生活，了

解基層百姓的疾苦，施政才能真正切合

廣大民眾的需求。

先賢流血流汗，前仆後繼的犧牲性命

，好不容易換來的「民主自由」，真正

的考量點應該是「人民」的民主和自由

。人民能安樂生活，國家才能達到真正

的安定。因此，在講求民主自由時，應

將「民眾」放在第一位。

第一、有民意才能長治久安，

第二、有民聲才能防微杜漸，

第三、有民望才能推展政事，

第四、有民情才能了解疾苦。

滿懷慈悲的佛陀，思念故國的前程，和

種族繁榮、社會安定、人民康樂的問題，

雖然這是世間無常，人民的共業所感，但

佛陀仍想要盡心挽救祖國的危機。佛陀挽

救祖國危機唯一的辦法，就是未來國家的

大權，既不能被沉迷女色、庸碌無能的難

陀繼承，又不能交給年幼的羅睺羅擔當，

那只有接引他二人先來出家。至於將來繼

承王位的人，對平等又沒有親疏之分的佛

陀而言，很想在朝廷上選拔一位有才能堪

當此任的人，因為佛陀對政治的看法，是

自由民主的，是公天下而不是家天下。

先是當羅睺羅到尼拘陀樹林時，佛陀就

命令舍利弗為羅睺羅剃度，當時佛陀的僧

制中還沒有兒童出家的規則，佛陀指示用

特別得度的方法，先讓羅睺羅做沙彌，受

沙彌十戒，這完全是佛陀愛國愛民的大公

無私的悲心。

羅睺羅出家以後，佛陀有一天托到難陀

的門前，佛陀問難陀日來忙些什麼，難陀

說道：「我和孫陀利姬結婚不久，他是我

們迦毗羅衛國十六城中最漂亮的美人，我

每日要忙著幫他化妝打扮，以致無暇前去

探望佛陀。人生最快樂的事就是有美麗的

妻子，我現在已經獲得，所以別的事情再

也引不起我的關心。孫陀利姬除了要我終

日陪著他以外，也不准我關心別的事情，

我不能不聽他的話，他實在是我的心肝。

佛陀今日大慈大悲的前來，不知要接受我

的什麼供養，請快些說吧，恐怕孫陀利姬

等我要等得著急了。」

難陀的自白，像是鐵鎚擊中佛陀的胸前

，迦毗羅衛國未來的悲運，佛陀的心中像

早就知道。他聽難陀說後，放下手中的鐵

就轉身向尼拘陀樹林去了。

難陀見佛陀放下鐵鉢，趕快盛滿飯菜追

趕佛陀，難陀因此也進入尼拘陀樹林之中

，佛陀見難陀來時，即刻問道：

「難陀！我為照顧一切眾生，就不能不

照顧你，照顧你就不能不為你永久的幸福

著想，我現在問你，你跟隨我一同出家好

不好？」

難陀以為佛陀是在開玩笑，口中就含糊

地應道：「願意！願意！」

佛陀把舍利弗叫來，著他為難陀剃度。

難陀一見佛陀這麼認真的做法，大驚失

色，想到朝夕尋歡的孫陀利姬，他是無論

如何不能出家，但佛陀威嚴的在他身旁，

他又不敢拒絕舍利弗為他剃度。

難陀剃度後，怎樣也不能安於修行，心

煩意躁的醜態，佛陀看在眼中，佛陀知道

以再多的理論是感動不了他，唯有用事實

說明才可使他覺悟回頭。

一天，佛陀帶領難陀到郊外散步，行行

重行行，走到黑山的地方來，在茂林深處

，忽然碰見一隻骯髒醜陋的母猴，佛陀即

刻指著問難陀道：

「難陀！你的妻子孫陀利姬和這一隻老

母猴相比如何？」

「佛陀！請不要開我的玩笑。」難陀不

高興地回答道：「我的妻子，他有傾城的

美貌，他有無雙的嬌容，對我有恩恩愛愛

得難分難捨的情感，他好似天上的仙子，

怎麼能同這老母猴相比？」

佛陀又再慈和地說道：

「難陀！你的妻子既是美如天上的仙女

，難怪你聽我的話要氣憤不平，不過天上

的仙女你沒有見過，這是不可以相比的。

假若你喜歡要一見天上的仙女，我倒可以

滿足你的希求，我可以把你帶到天上去看

看。」

難陀歡喜非凡，佛陀即運用威神德力，

轉眼之間，佛陀把難陀帶進另一個燦爛輝

煌的世界。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