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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做地球人
文／星雲大師

星雲
 
法語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六祖壇經 》草書巨作 長達1公里

【人間社記者李生鳳高雄報導】「行願千

里──許文融創作世界巡迴展」日前於佛光

山佛陀紀念館本館一樓大堂開幕，近三百人

參加。藝術家許文融從二○一八至二○一九

年在佛館駐館期間，創作有全新大突破，首

創一點六公尺高、長達一公里的巨幅草書作

品；另以〈行願千里〉為名，藉由二十九幅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一筆字，打造「星雲」

書法立體不銹鋼雕塑，許文融在開幕式上致

贈此二作品。

開幕儀式有別以往，以展開《六祖壇經》

第一卷草書長卷做為揭幕。在許文融書寫長

達一公里的草書中，涵蓋《金剛經》、《道

德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常清靜

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六祖壇經

》等六部經典，其中以《六祖壇經》歷時最

久，長度最長。

    三個願心 展覽緣起

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致詞表示，許文

融的「千里行願」有三個願，足可說明此次

展覽緣起。一是二○一六年在佛館展出「集

十傑之長．創台灣之光」的初願，此展引起

海內外的關注，許文融因此認識佛光山、認

識喜愛佛館、藝文和他作品的人士；二是他

在佛館舉辦「一曲高山流水──許文融創作

展」，將東方的書法水墨，以自己的藝術語

言呈現；第三個是將星雲大師的一筆字化為

作品，既是「行願千里」，那就寫下一公里

長的經文作代表。如常法師表示，「行願千

里」不僅是一位藝術家的情懷表達，也是其

創作理念、初衷。

籌辦「集十傑之長．創台灣之光」巡迴展

、宏碁集團創辦人暨智榮基金會董事長施振

榮說明，許文融的作品將東方的意境結合現

代，自成一格，並認為「行願千里」的許文

融有三個萬里──來回駐館創作的路程有萬

里，走筆來回有萬里，巡迴展出路程長達萬

里。

    禪與藝術 具共通性

以「至法無法，一路行來，我見青山依如

是」總結創作心得，許文融從書寫經典的過

程中，領悟禪、佛不可思議的境界，創造藝

術、禪與佛學共通的可能性。在寫巨幅草書

時，筆和紙必須平行，需要更高的專注力，

必須一氣呵成不能停頓，要寫出行雲流水，

有法寫到無法。

讀到《六祖壇經》中的「求道之人，為法

忘軀，當如是乎！」時，許文融心有所感，

當下不禁痛哭，經典的字句透過書寫，也一

字一句的寫進心坎裡。

許文融的草書作品布滿展場的牆面與天花

板，現場展示書寫經文時所用的手稿，此外

還有衍生作品，如挑選對經文中有所體悟的

字句，以拂塵書寫成大字，另不銹鋼雕塑〈

菩提〉、〈佛光〉，則是他對《金剛經》有

所感悟的文句，以及多個結合詩、書、畫意

境之美創作的作品。

開幕出席者包括：佛光山副住持慧倫法師

、建國科大董事長吳聯星、佛光山慈悲社會

福利基金會董事長依來法師、台海兩岸農業

合作協會會長喬培祥、三洋維士比集團董事

長陳和順、前彰化縣文化局局長蕭青山、天

帝教副主教賴緒禧等人。

⬆「行願千里──許文融創作世界巡迴

展」開幕式上，以展開《六祖壇經》第

一卷草書長卷做為揭幕。  

 圖／江金德提供 

⬆藝術家許文融。 圖／如輝提供

一個團體的運作，除硬體設備外，人才
的選用是否得宜，是工作成效的關鍵；
有非常之人，才可建非常之功。

現代的世界由於交通便利、資訊發達

，國與國之間的界線，日益淡化，種族

與種族之間的距離，漸漸縮小，可說是

咫尺天涯，近若比鄰，地球村的時代已

經來臨，所以每個人都應該學做一個地

球人。如何做一個地球人呢？

第一、做一個平等的地球人：佛教裡

有句話說：「願將佛手雙垂下，摸得人

心一樣平。」平等的地球人，對於所有

人等，能尊重愛護，沒有紛爭；對於不

同種族，能用心平等，沒有歧視；對於

世界上大小國家，不管是強者或是弱者

，能互通往來，沒有排擠，體認萬法緣

生，彼此密切，才能做一個平等的地球

人。

第二、做一個共生的地球人：地球上

的每一個人都不能離開別人而存在，都

無法離開因緣而獨立。我們的衣食住行

，隨時隨地都仰賴著社會大眾的供應。

生病時，有醫師療護，學習技能智識，

也要有老師先輩教導，甚至出國旅遊，

也要有飛機運載才能到達目的地。所以

，我們要大其心，厚其德，認知大家是

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彼此互助合作，

彼此心懷感恩，才能共生共存。

第三、做一個尊重的地球人：地球上

的人類，雖然有男女老少、貧富貴賤的

不同，雖然有人種、膚色、性情的不同

，但是人格一樣，都應該受到大家尊重

。與人相處往來，互換立場，要為對方

著想，尊重別人的生命，尊重別人的身

體，尊重別人的財富，尊重別人的名譽

，所謂「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

人恆愛之」，尊重他人，人家自然尊重。

第四、做一個包容的地球人：法國文

學家雨果說：「世界上最寬廣的是海洋

，比海洋寬廣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寬廣

的是人的胸懷。」世界上遍布著眾多的

不同，舉凡生活環境、民情風俗、語言

文字、思惟模式的不同，但也因為各種

「不同」，而展現世界多采多姿的風貌。

所以，人在思想上要建立包容的觀念

，才能將自己融入世界裡；一個人的心

胸有多大，世界就能有多大。

世界不是一個人的，是大家共同擁有

的，所以做為一個地球人，有四點建議：

第一、做一個平等的地球人，　

第二、做一個共生的地球人，

第三、做一個尊重的地球人，　

第四、做一個包容的地球人。

最初的比丘尼 

第二、做比丘尼的應於每月月半往比丘

眾所，依其布薩，受其教誡。

第三、做比丘尼的應當往比丘眾所，受

雨安居，若住所附近無比丘，比丘尼不得

受夏座。

第四、做比丘尼的不得舉比丘之罪，說

其過失，比丘得檢舉比丘尼之過。

第五、做比丘尼的若犯誹謗罪時，應於

半月內，在二部眾中自行請罪。

第六、做比丘尼的求受具足大戒雖至百

歲，應當要向始受具足比丘，恭敬頂禮，

承事合掌。

第七、做比丘尼的安居以後，得於比丘

之前，自說比丘尼不相應行或見或聞或疑

三事。

第八、做比丘尼的若有問於比丘，比丘

不聽，比丘尼不得問。」

佛陀說完八敬法後，又再叮嚀摩訶波闍

波提等五百女人道：

「你們對我這尊師重道的八敬法，一定

要盡形壽的奉行，假若有所毀犯，你們固

然失去清淨的梵行，我的正法也會將因此

而紊亂。此八敬法，猶如農夫作堤，預防

水患，我也是為防止正法變成濁流。你們

如能誓願奉行，我今聽許於正法律中受具

足戒出家學道。」

摩訶波闍波提夫人聽後，恭謹地答道：

「佛陀！我們好像年輕美貌的女子，頭

戴華鬘，兩手維護著，我們一定歡喜這樣

來奉行佛陀的教法。」

佛陀雖聽到摩訶波闍波提夫人這樣說，

心中並沒有表示什麼高興。

*  *  *  *  *

摩訶波闍波提夫人等出家以後的不久，

一天，有一年輕的比丘請問佛陀道：

「佛陀！像摩訶波闍波提夫人等的五百

女人出家，他們剃髮染衣，現出僧相，我

們可以不把他看作女人，但對社會上的那

些婦女，我們應該抱持一種什麼態度對待

他們呢？」

佛陀回答道：

「最好是能避開他們，不要看他們；假

使不能避開的話，要像沒有看到他們，不

要講話；假若不能不講話，對他們講話一

定要有純潔的心，要想到自己已經出家，

好像汙泥中的蓮花，雖然汙穢，但蓮花畢

竟是清淨無垢的。世間是罪惡的淵藪，應

該要讓身心清淨無垢的來生活其中。見到

年老的女人時，要把他當母親看待；見到

年輕的女人時，要把他當姊妹看待。

在人間最強大的就是煩惱色欲的力，最

可怖畏的也是煩惱色欲的力，人要想戰勝

煩惱色欲的話，那就得要用誠實忍耐的弓

，銳利智慧的箭，頭戴正思和正念的盔，身

披無我的甲，方能戰勝煩惱五欲的世間。

學道的男子，沉迷於美麗的女人；學道

的女人，醉心於英俊的男子，淫欲就會關

閉人們的智慧心，對於真理就不易明白。

生在這個世間上的女人，無論在走路的

時候，站立的時候，坐著的時候，睡眠的

時候，都希望別人注意他的姿勢。他們畫

眉爭妍，薰衣競俏，一切都像花瓶似的為

了給別人觀賞。別人讚揚的是衣履美觀，

其實與他並無關係，他也引為歡喜榮耀。

有時他們讓人家畫像，有時從人家面前經

過，都想用自己的魅力能囚縛對方，他們

對不動心的僧侶，也是同樣有如此企圖！

 （待續）

⬆修道者要像汙泥中的蓮花，雖然汙穢，

但蓮花畢竟是清淨無垢的。

記憶的味道

芋頭粿懷舊的美味
文與圖／歐米瑪

每當舅媽自家耕種的「芋頭」採收時，總

是會挑選上等好幾個來家中分享，因為她知

道善於料理廚藝的媽媽，會變化出各種令人

食指大動的餐點，特別喜愛那種懷舊的美味

，唯獨有「芋頭粿」最是難忘的滋味。

媽媽說過這是她想念阿公時，最愛做的小

吃，當年阿公的綽號台語就叫做「芋翹」俗

稱為「芋頭粿」，日據時代阿公在港務局上

班，僅靠微薄薪水要養活六個孩子，當時有

人看他愛吃芋頭，索性幫他取有趣的綽號。

這道「芋頭粿」飽足美味阿嬤常常做，那

時候一家人有人將芋頭剉成一絲絲，或是切

成小塊狀，有人揉外皮，有人剪香蕉葉當底

用，炒料要包的內餡由阿嬤掌廚，當蒸籠緩

緩飄散出香氣，那一刻一起吃粿幸福的情景

，至今記憶深刻回味無窮。

延續這份懷念的情感，媽媽依舊傳承阿嬤

的好手藝，粿的外皮揉製純粹靠雙手，以圓

燸米前一夜泡水，經磨成米漿後，再壓出水

分成為米團；並以一部分米團煮成糊狀，台

語稱為「婆」，以人工拌勻；再加入各式材

料及調味當內餡並塑形，用香蕉葉剪形墊底

，放入鍋子蒸煮熟度即可，作法簡易便利，

可以吃出純手工自製濃郁的香味口感，還能

體會到溫心暖胃的幸福感受。

「芋頭粿」不僅有分享的愛，有感恩的愛

，還有親情的愛，嘗出懷舊的滋味，也吃出

凝聚家人喜樂情懷的心。

人間風景

母親的裁縫車
文／梁純綉

說來慚愧，我已經是六十歲的人了，舉凡

衣服上需要修改的地方，都還是交給另外一

位八十餘歲的長者來處理。她擅長女紅，眼

力好，還擁有一架走過一甲子歲月的裁縫車

。她是誰呢？就是我的母親。

提起這架歷史悠久的裁縫車，母親的臉龐

總會綻放光彩，因為那是她的嫁妝；儘管現

在不做衣裳了，它仍靜靜地陪伴著我們。當

家人的褲子拉鍊壞了、鬆緊帶沒彈性了、衣

服破了……只要衣服出狀況，母親就會用它

幫我們解決各種「疑難雜症」。

上世紀五○年代，物資貧乏的環境裡，母

親廣為蒐集麵粉袋（當時裝麵粉的袋子都是

棉製品），小的縫製成爸爸、弟弟的內衣褲

，大的則做成棉被套、床單。記得我讀小一

時，中秋節晚會要上

台跳舞，老師規定女

同學得穿白上衣搭配

百褶裙，家裡手頭緊

，母親便將自己以前

的衣服裁剪成表演服

裝，讓我如彩蝶一般飛舞在台上。

身為大嫂的母親，還用這架裁縫車為小叔

、小姑繡制服的名字及學號。她說，那是令

人戰戰兢兢的差事，因為母親只上過兩年的

學堂，識字有限，偏偏小叔、小姑的名字筆

畫又很多，她擔心繡錯了，祖母會不高興。

婚後，我育有三個子女，孩子的衣服有更

多需要縫縫補補、加長剪短的地方，一律由

母親代勞。他們小時候，每逢萬聖節的造型

PK，總是由我想點子，再由母親透過裁縫

車圓夢，將她對我的愛，連綴到孫兒身上。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母親對子

女的愛無垠無涯。單就這台裁縫車，她所賜

給我的溫暖與幸福都已訴說不盡，更遑論其

他更多更多的。

記憶深處

無聲的愛
文／瑪妃

母親約莫在六十歲左右罹患阿茲海默症，

屬早發型的失智症。至今罹病十多年，從早

期的健忘、妄想，至今已到了生活無法自理

的階段。長期服藥導致嗜睡，加上病症引發

的認知、口語表達等能力退化，安靜與沉默

，漸漸成了母親的代名詞。

每當回到南部老家的小木屋，喜歡陪著母

親在小木屋前綠草如茵的草皮上，一同光著

腳ㄚ踩地，慢慢地來回散步、晒晒太陽，聊

聊陳年的往事與趣事；也喜歡坐在屋外小葉

欖仁樹下，聽著屋外大喇叭傳來一首首母親

喜愛的老歌，陪著她哼唱年輕時的招牌曲，

回憶著當年她溫柔婉約、動人心弦的歌聲；

也喜歡幫母親按摩保健，期盼能夠舒緩她長

期久坐、臥床，還有因患病引起的諸多不適

感。

雖然母親幾乎不能言語了，也似乎記不得

我是誰，然而，在陪伴她散步、聊天、唱歌

、按摩的過程中，透過一抹微笑、一次點頭

、一個深情的眼神或是泛紅的眼眶，溫柔的

情感與無聲之愛，在我們的內心交流、滋長

著。

感謝母親，就算不能言語，仍透過肢體、

微笑與我溝通，與我同在。母親無聲的愛，

是我心中最美、最幸福的存在，也帶給我最

深、最感人的悸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