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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之寶
文／星雲大師

星雲
 
法語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凡事好壞，
多半自作自受，
既不是神為我們安排，
也不是天意偏私袒護。

翰林學人 從一筆字探究人間佛教

【人間社記者李生鳳高雄高雄報導】佛光

山藏經樓於日前首次舉辦二○一九年翰林學

人「星雲大師一筆字」座談會，邀請到文學

、藝術、教育、管理、醫學等領域翹楚，透

過多元角度，探討「一筆字」對人間佛教的

時代意義。座談會於宗祖殿舉行，周圍環繞

著星雲大師以一比一等比例的石刻一筆字，

各領域精英就在大師的字旁，從一字一句中

探討道理。

翰林學人「星雲大師一筆字」座談會昨日

於宗祖殿舉行開幕典禮，二百人與會。座談

會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辦單位佛

光山藏經樓、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高雄

市副市長洪東煒代表市長韓國瑜出席致意，

他表示，星雲大師的一筆字從四個點出發，

就是「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

人方便」，如同《心經》的諸法空相，《金

剛經》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實

踐戒定慧與慈悲喜捨。此次座談會與會者都

是各界精英，相信最後殊途同歸，就是慈悲

為懷，普度眾生。

    
一字一句 流露慈悲

開山寮特助慈惠法師指出，星雲大師所寫

的一筆字，已達十二萬條幅，儘管因為身體

因素，已無法寫與看，但大師不氣餒，仍然

讀書、寫文章，如近期新作《我不是「呷教

」的和尚》，即是以口述完成。星雲大師曾

說過：「殘兵敗卒都能打勝仗，破銅爛鐵也

能成鋼。」大師的一筆字，不能單從藝術的

角度看待，因為他並非為了當書法家，而是

慈悲的流露。

高雄市教育局局長吳榕峯認為，最能觀照

到孩子的面向就是「四給」，「信心」是孩

子學習的最大動力，「希望」能夠鼓勵追求

向上，而師長和孩子間的互動，可以使彼此

都開心，這就是給人「歡喜」，「方便」就

是指引他們一條明路。其他還有如推動三好

校園等，這些在教育上都足以發人深省。

  
  用心投入 成就今日

國際佛光會署理會長慈容法師說，星雲大

師的眼睛看不到，往往寫了字後，還必須問

旁人他寫得如何，可見是用「心」在寫。提

及星雲大師沒有拿過畢業證書，但獲世界多

所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沒進過學校，卻在

二十一歲那年當了小學校長，大師今日的成

就，全是因為他的用心投入。

佛光山藏經樓堂主覺元法師敘述「翰林學

人」緣起， 十五年前，星雲大師即發動舉

辦「翰林學士講習會」，有感於各界人士學

習佛學，因各自領域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看法

；此次延續大師的精神理念，再度開啟「翰

林學人座談會」，以一筆字為主軸，聚集不

同領域專家共同探討，從過程中激盪出多視

角的人生智慧，開啟了另一扇窗。

座談會由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李瑞騰、佛

光大學校長楊朝祥擔任主持人，與會有台灣

大學經濟學系榮譽教授孫震、台灣教育大學

系統總校長吳清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

所教授陳芳明、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蕭麗

華、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教授黃宗義、中華

大學校長劉維琪、台北護理健康大學中西醫

結合護研所副教授劉吉豐、南天大學執行董

事傅勝利等。

⬆二○一九年翰林學人「星雲大師一筆字」

座談會在藏經樓舉行。 

 圖／人間社記者莊美昭 

⬅蕭麗華（左起）、陳芳明、李瑞騰以及覺

元法師，在第一場論壇「從文學與佛學看一

筆字」詮釋他們眼中的一筆字。

自然筆記

愛聽佛號的羊
文與圖／黃盈淑

我和先生很喜歡羊，無論在哪裡旅行，總

會尋找有羊兒的牧場。看著牠們可愛的臉，

瞇起眼吃草的模樣，偶爾咩咩的叫聲，光是

欣賞牠們的動作就很療癒了，恨不得抱抱牠

們。

記得佛經曾說過，眾生皆有佛性，凡是會

動的生物都是。所以，對於小動物都要尊敬

牠，當做是現在的菩薩或未來的佛。我一直

將這個概念放在心上。

忘了是哪間牧場的山羊，某次人潮散去，

我一時興起，靜下心來對著眼前一隻羊兒直

念著「南無觀世音菩薩」，沒想到羊兒突然

專注起來，側耳好像在聆聽，原本想移步的

動作也都停止了，一直乖乖靜止到我不念為

止，牠才恢復動作。牠不動如山的模樣，讓

我好驚訝！後來我把這個情況分享給親朋好

友，親友們也嘖嘖稱奇，或許是巧合，但我

更相信，也許牠也一心向佛吧。

羊在中國文化中是吉祥的動物，許多吉祥

文字都採羊字頭。而在西方文化中，山羊更

象徵不屈。小時候我曾經被公羊追趕，公羊

生氣起來真的不是開玩笑的，牠頂著頭上的

角，氣沖沖地前進，那股不屈的傲氣，令頑

皮的孩子也要嚇破膽。羊也是最代表孝的動

物，有句話說：「慈鳥有反哺之恩，羔羊有

跪乳之義」，原來，小羊在吃母奶的時候，

是用前腳跪著喝奶的，每次看到如此代表孝

順的羊兒，我更恭敬也更喜愛牠了。

寶月上堂齋 

菇拌龍鬚野菜
文／陳寶月  圖／香海文化

野菜嘗起來常給人一種「上山採藥」的綺

想……行履山野、遍地滿是。野菜「龍鬚菜

」是佛手瓜的嫩葉，一條條又細又長的鬚，

形狀像似龍鬚，因而得名，它的營養價值豐

富，與「菇」拌在一起，風味更不凡。

食材：

日本海帶1段（約30公分）、枸杞1/2碗、

枸杞泡水勿泡到開、龍鬚菜半斤、杏鮑菇1

份、真珠菇1份（約5兩）、金針菇1份

調味：鹽1.5匙、味醂1匙、香油適量

作法：

❶海帶稍洗過，用剪刀剪細絲。

❷枸杞沖冷開水，瀝乾。

❸龍鬚菜挑過，汆燙。

❹杏鮑菇切細長絲，真珠菇、金針菇洗淨。

❺乾鍋燒熱，將所有菇，乾炒至有香氣，倒

入熱開水和海帶絲，一起悶燒約20分鐘收

汁，趁熱加入適量調味料。待冷卻，再

加入已汆燙龍鬚菜、枸杞。

這裡是隨著眾生自己業力的大小，感受一

切罪刑，難陀見到各處都有人在受刑，唯有

一個巨型的油鍋還空著，難陀因此就問獄卒

油鍋中是等誰來受刑。

獄卒猙獰地答道：

「人間迦毗羅衛國佛陀有一位弟弟名叫難

陀，他因修行祈禱生天，等他天福享盡，應

墮地獄受此油鍋煎熬之苦。」

難陀一聽獄卒之言，嚇得魂飛魄散，拔腿

往外飛奔。天堂的幸福，天女的多情，竟被

獄卒寥寥數言粉碎。念地獄苦，發菩提心，

難陀深深體會到人生的空幻和無常，以及學

道了生脫死的刻不容緩。佛陀是不捨眾生，

他見到難陀懺悔得痛哭流涕，知道他真正的

覺悟，因此佛陀撫摸著難陀說道：

「難陀！你不要這麼傷心，改往修來，現

在不算遲，你跟我回去吧！」

難陀從此安心出家學道，他和跋提王子等

出家，做了佛陀的弟子，社會上大為驚奇騷

動，輿論也紛紛批評議論，其中最令人驚異

的就是難陀和羅睺羅的出家。

年老的淨飯大王，感覺到實在沒有辦法，

他想自己也來出家才好。短短的幾天之中，

他像又衰老了許多。他不怨恨佛陀，他知道

佛陀是順著法理而行的。摩訶波闍波提夫人

和耶輸陀羅相逢的時候，兩個人怨嘆自己為

什麼不是男人，否則，他們也希望出家才好。

在初期出家的諸王子中，跋提是最具有使

人尊敬的人格，他對阿那律常說出家之樂，

實在勝過世界上的一切快樂。佛陀知道以後

，問他有什麼快樂？跋提回答道：

「佛陀！我以前住在好像銅牆鐵壁的宮中

，有著很多拿著武器的勇士護衛，但我仍然

懼怕怨賊歹徒來對我傷害，我時時都對生命

發生恐慌和憂慮。可是我現在即使獨自一人

，在靜靜的林中坐禪，心中卻有說不出的愉

快。

世俗上的奢華生活，吃的雖是美味，穿的

又是綾羅，但一點安定都沒有。現在的生活

，倒可以自由地睡，自由地坐，一點也沒有

不安的感覺。沒有憂慮，也沒有煩悶，所以

不知不覺中，我時常說現在生活的快樂。」

佛陀聽後就非常歡喜地說道：「你很有善

根，我過去也是和你一樣。」

    淨飯大王的逝世
 

淨飯大王的遺體，用香油沐浴，用高貴的

布帛纏著身體。收殮後，棺上裝飾著寶石，

安置在宮殿的正中，四周圍著珍珠的帳幕，

帳幕旁散著各色的鮮花，佛陀和難陀在棺前

守護，阿難和羅睺羅在棺後守護。

佛陀在祖國逗留大約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然後他就帶領弟子回祇園精舍說法，經過數

年，又再回到王舍城靈鷲山的竹林精舍去安

居。

在北方有舍衛城的祇園精舍，在南方有王

舍城靈鷲山的竹林精舍，這都是佛陀經常說

法的地方。大聖佛陀的經典中，如《勝鬘夫

人經》、《阿彌陀經》、《金剛經》等，都

是在舍衛城祇園精舍說的；《無量壽經》、

《般若經》、《法華經》等，都是在王舍城

靈鷲山說的。

佛陀作有系統的說法，大都在夏安居的時

候，因為在夏天約九十日間的雨季，不便到

外面乞化度生，所以就集合各方弟子於一處

，講述修行的法門，以及宇宙人生的真理，

後來大乘經典的結集，大都是佛陀夏安居時

所說的言教。

佛陀離開祖國以後，到處宣揚得救的聖音

，時光迅速，數年以後，當佛陀在靈鷲山度

過一個安居期，有一天，佛陀安住在寂靜的

涅槃境界中，忽然心中稀奇的生起一個很悲

哀的想法，佛陀就預料到淨飯大王的患病。

這是事實，佛陀是知道過去、現在、未來

的大覺完人。不久，淨飯大王派遣使者來求

見佛陀，報告他的病體非常沉重，希望能最

後再見佛陀一面。佛陀得悉父王的病訊，沒

有耽擱，簡單地吩咐諸弟子之後，馬上就帶

領難陀、阿難、羅睺羅等諸弟子趕奔到迦毗

羅衛國。

 （待續）

諸王子出家得度

我們待人處事，有時會養成不自覺的

負面態度，比方：抱怨、冷漠、虛偽、

傲慢、主觀等。長久以這些負面的態度

待人，必然會讓人反感。在此提出八個

代替方案：

第一、以關愛代替抱怨：每個人都有

自己的個性，又因生長環境及不同的生

活經驗，在思想、態度及行為習慣等各

方面，不免會有歧見。若是以抱怨來反

應不滿，只會加劇爭執；唯有以關愛來

代替抱怨，才能化解衝突。

第二、以熱忱代替冷漠：身旁的人是

我們的鏡子，當我們顯示一副冷漠的表

情，鏡子映現的當然也是一副冷面孔。

所以要以熱忱來代替冷漠，如此，我們

所回收的熱忱，必定百倍於所付出的。

第三、以鼓勵代替責罰：子弟、下屬

若有過失，用責罰的方式來要求，不一

定能收到效果。若善用鼓勵，婉言規勸

、一句嘉許的話，或一些賞賜，讓他感

受到我們的期許，產生的力量會更大。

第四、以啟發代替公式：現代人辦事

都講究程序、公式。當然，公式、程序

很重要，不過，若能以啟發性的引導代

之，對受教者必能得到更大的助益。

第五、以寬容代替嚴苛：古人說「律

己宜帶秋氣，處世宜帶春風。」秋天之

氣是肅殺、嚴謹的；春風是溫暖、柔和

的。對自己的一言一行要謹慎嚴格，德

行學業才會進步；待人則要寬容敦厚，

才能讓對方衷心感動、服氣。

第六、以真誠代替虛偽：虛情假意或

許能騙人一時，幾次過後讓別人瞧出我

們的虛假，會自動將我們的言行舉止打

折扣。還是真誠待人，才能歷久不衰。

第七、以謙讓代替高傲：有的人以傲

慢的態度顯示自己的高貴，冀望獲得別

人的尊敬。其實傲慢的態度往往代表內

心的淺薄，反更讓別人輕視。唯有謙虛

禮讓，才能贏得別人的真心尊重。

第八、以客觀代替主觀：能客觀的觀

察事物，所提出的建言或看法，會更周

延完整，容易為人接受。因此，不要太

主觀、太執著，才能贏得他人的好感。

提出八點「代替之寶」，希望大家能

以好的、正面的處世態度，來改正負面

的、不好的行為態度：

第一、以關愛代替抱怨，

第二、以熱忱代替冷漠，

第三、以鼓勵代替責罰，

第四、以啟發代替公式，

第五、以寬容代替嚴苛，

第六、以真誠代替虛偽，

第七、以謙讓代替高傲，

第八、以客觀代替主觀。

藝術天地

勞動方知惜福
文／鄭翔釗

女兒年紀稍長，我們便讓她到外婆的田裡

實際體驗農作。雖然無法下田幫忙，但是她

會努力拔草，幫忙整理收成的蘿蔔、芋頭，

就算動作緩慢，但是看著她露出歡愉的笑容

，我想她已經感受到了，腳踩在泥土上那種

難以言喻的喜悅。

我自小便得幫忙農事，在父親的帶領下，

彎著腰拔花生、種地瓜，幫忙翻藤或是播種

，而那時最大的快樂，就是父親買給我們的

一支冰棒。雖然務農很辛苦，一支冰棒也微

不足道，但是勞動後舌尖上的沁涼，是一種

簡單又實在的幸福。

女兒在田野間奔跑，笑聲悅耳，卻也嚷嚷

著「好熱」，洗淨手腳後，童言童語地說：

「種田很辛苦。」只有真正下過田的人，才

知道農夫的辛勞。有此體驗後，女兒似乎也

比較不挑食了，開始喜歡吃米飯，而非總嚷

著要吃麵條。

親身體驗農作讓女兒有了轉變，更懂得惜

福，不浪費自然的饋贈。當我們開車行經一

片稻田，見到農夫頭戴斗笠，晒得黝黑的皮

膚透出光亮，在車裡吹著冷氣的她，不由得

開口說道：「種田很辛苦，要珍惜！」聽到

這句話，我不禁露出一抹滿足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