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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止的典範
文／星雲大師

星雲
 
法語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迦留陀夷其人其事

每一個人都在寫歷史，在寫歷史的過
程中，要花費多少時間、培養多少因
緣、付出多少辛苦、投注多少心力，
才能寫出一生精采的歷史？

幽默禪心 500青年學禪定智慧 幽默禪心 500青年學禪定智慧 

【人間社記者蕭惠珠高雄報導】以「禪是

一朵花」為主題的二○一九年國際青年生命

禪學營，日前在台灣佛光山隆重登場，來自

馬來西亞、南非、日本、澳洲、法國、捷克

、西班牙、肯亞等二十個國家地區，近五百

名青年學子齊聚，展開為期五天解行並重的

修持，期能透過「靜中養成」，涵養禪定的

智慧與幽默，學習做自己的主人，活出豐富

人生。

「人人行三好，世界更美好！」來自五大

洲的青年，以熱情有活力的歡呼，為二○

一九年國際青年生命禪學營揭開序幕。

 
   智慧禪心 活用日常

開幕典禮在佛光山雲居樓二樓舉行，營主

任佛光山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致詞時，說明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以「動中磨練，靜中養

成」八個字，概括禪者的修持；禪學營除了

禪坐，也介紹禪的歷史、經典和如何活用，

即屬「靜中養成」的功夫。慧傳法師表示，

大師來台弘法初期，雖飽受艱困橫逆，始終

能秉持禪定的智慧和幽默，來化解各種難題

，實歸功於早年當學僧時，在禪堂「靜中養

成」的修持；希望學員也能把學得的智慧禪

心，活用在生活、家庭和工作中。

「禪是智慧之源，心靜才能開智慧！」國

際佛光會署理會長慈容法師說，生命要飛黃

騰達，有賴於非凡的智慧和心胸；禪修可以

讓雜念紛飛的心靜下來，讓人看清楚真正的

自己，學習做自己的主人。他引用蘇東坡和

佛印禪師的故事指出，圓滿的人生除了知識

，更需開智慧，期許學員深入體驗禪帶給人

的快樂，活出豐富的人生。

會中並由菲律賓光明大學學生演唱大會主

題曲〈We Are One〉，以熱情歌聲和學員熱

絡互動，激發傳遞愛與和平的願力。

  
  提起正念 活在當下

首度參加禪學營的李岡蒲，是美國波莫納

加州理工學院畢業生，在美留學時曾親近西

來寺，在此交朋友、學佛法，為生活充電。

他表示，生命有不同階段，會面臨不同考驗

，佛法總能讓他在挫折中重新站起，因此決

定把握機會參加禪學營，學習把佛法帶入生

活、家庭和事業中。

「看到來自全球各地的青年，展現對佛法

的強烈求知欲，勇於提問，打破我對禪學營

的認知。」也是首度參加的南華大學傳播系

畢業生楊才萱說，希望在營隊中學習「提起

正念」、「活在當下」，深入佛法智慧。

佛光山文化院院長依空法師、佛光山副住

持慧倫法師和慧昭法師、佛光山義工會會長

慧屏法師、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佛光

山人間佛教研究院院長妙凡法師和副院長妙

光法師、佛光山叢林學院院長妙南法師，均

出席盛會歡迎學員。

⬆菲律賓光明大學學生演唱大會主題曲

〈We Are One〉。 

 圖╱人間社記者趙啟超 

什麼是典範？典範是一種引領思考的

方向，一種未來人生的光明指標。樹立

典範者，他們洞察思潮趨勢，懷抱熱情

獻身事業，進而追求智慧，不斷超越，

鼓舞並啟發後人。而吾人的舉止上，該

為自己樹立什麼典範呢？提出以下四點

意見：

第一、思想是智慧的化身：人要有思

想，沒有思想，就和機械、草木一樣，

不是活的，而是死的。但是，所思所想

什麼內容呢？要真、要善、要美、甚至

是要有智慧的。你看，過去三教九流學

說，帶給當時百花齊放的思想熱潮；佛

陀、耶穌、穆罕默德等宗教家，各宗各

派，他們的智慧、慈悲、教化，給予眾

生依靠、解脫。有思想，才有獨立的思

考及判斷的智慧，解決人生各種問題。

第二、道德是行為的典範：儒家的忠

孝節義、仁愛和平，是道德，佛教講五

戒、十善、四攝、六度、八正道，也是

道德；這些道德，是行為的典範，我們

所行所為，依著這許多典範，可以做為

我們的標準，醫治我們貪瞋大病的良藥

，能令我們身心清淨，道德臻於圓滿，

在人生的道路上，才不致迷失方向。

第三、進取是成功的象徵：一個人不

斷的進修，朝向目標努力，勇猛精進，

將來必定成功。漢朝董仲舒，立志向學

，三年不窺園，終成一代名儒學者；晉

朝王羲之，臨池磨硯，寫完一缸水，成

就曠古書法大家。又如過去的讀書人：

「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

」靠的就是他的進取，積極進取，不斷

的向上，不斷的向前的人生觀，是成功

的不二法門。

第四、謙虛是處世的原則：做人謙虛

是美德，而謙沖有禮、虛懷若谷更是成

功的要素。孔子學富五車，猶「入太廟

，每事問」；趙州禪師高齡八十，到處

雲遊行腳，向年輕禪者問道，世人不誇

青年僧的成就，反而尊重趙州謙虛。何

況一般平凡之人，更要懂得在生活的細

微處，待人以誠，處世以謙，自然能夠

圓融處事。

文天祥在〈正氣歌〉中說：「典型在

夙昔，古道照顏色。」一個人舉止動靜

，思想言行，都可以是一個典範。以上

四點舉止的典範，供大家參考：

第一、思想是智慧的化身，  

第二、道德是行為的典範，

第三、進取是成功的象徵，   

第四、謙虛是處世的原則。

行走人間

西班牙白色風車村
文 與圖／吳芳枝

在西班牙，從高速公路上遠望，一座又一

座的藍白相間的風車矗立在山丘上，在一望

無際的黃土平原上。17世紀，西班牙小說家

賽萬提斯來到白色風車村，在1605～1615年

間，完成兩部著名的《唐吉訶德》著作，白

色風車村就是背景的所在地。敘述他脫離現

實，幻想自己是個騎士，劫富濟貧的冒險歷

程。距今4百多年了，是全世界第一本暢銷

文學的長篇小說。

白色風車村是西班牙著名地標之一，站在

高處視野遼闊，天上飄著雲，地上吹著風，

遠眺山下的平原，一片空曠荒漠的景致。

風車是4百多年前的農民，利用風力轉動

來磨玉米、小麥等農作物。進入一座風車內

部參觀，彷彿看到小說故事的主角唐吉訶德

和白色風車的身影，令人緬懷。

古人行誼

金口難開
文／曾昭安

小品人間

修行之路
文／琹涵

三國時期，吳國有個名人叫顧雍，性格內

向寡言、做事沉穩，當吳國丞相的時候，整

天難說一句話，但字字千金，切中要害。

當初他離家謀官時，母親叮囑他常寫信回

家。顧雍是個大孝子，對父母很孝順，每月

十五都寄回一封信，可每封信都只有一、兩

句話，或說自己長進慢，或言自己有些事沒

做好，對不起母親大人。

天長日久，母親心中納悶：這孩子功業究

竟如何了？於是寫信要他多花點筆墨，詳細

談談，家裡人都很關心，並說，東鄰的兒子

已做了縣令，西舍的兒子已當上了將軍。你

書比他們讀得多，文章比他們好，學識比他

們深，德行比他們高，能力比他們強，而且

比他們有涵養，想必你官也比他們做得大。

可顧雍回信還是那一、兩句話，母親一連去

了幾封信，問兒子當什麼官他都不回答。

母親在家坐不住了，便不顧路途遙遠、旅

途勞頓，親自找上門去當面問個究竟。

原來兒子已成大器，做了吳國丞相！國君

孫權聽說顧母前來，還親自上門拜見，口口

聲聲喊：「老夫人！」老人又驚又喜，以為

是在做夢，禁不住埋怨兒子：「你這樣悶葫

蘆模樣，怎麼輔佐朝政，莫非吳王認錯了人

？」

孫權笑笑說：「老夫人請放心，我看中您

兒子的正是說話少、做事多，這才是好臣子

。」

赤烏六年（二四三年），顧雍去世，享年

七十六歲。孫權素服臨弔，賜謚「肅」。

後來，便有了「金口難開」這個成語，表

示：嘴巴像金子一樣珍貴，不輕易張口用來

說話；形容一個人沉默寡言、不愛說話。

修行首在修心，那是一條長遠的路，無法

立竿見影。

他曾經跟我說，他打算去修行。

我大感興趣，「想去哪兒修行？深山古寺

？清幽之處？

他說了，大抵是南部鄉下的一座小廟。

希望他得償夙願，修行圓滿。

我有個朋友整天念佛，看起來十分精進，

還憂心忡忡地跟我說：「再不念，我怕就要

晚了。」

有一年她想去閉關，還大張旗鼓，弄得人

人皆知，卻連著閉關幾次都失敗了。

她有點沮喪地對我說：「怎麼會這樣呢？

別人都有感應，為什麼只有我沒有？」

我沒敢接話。我知道為什麼？她太強勢，

欠缺柔軟。她從不省思，因為錯都在別人。

她出口批評，世上只有她有理……

真的是這樣嗎？我覺得，一個不夠謙卑的

人，看不到一己的缺失，很難修正自己。一

個老是出口傷人的人，如此強勢，恐怕怎樣

的修行都難見佳績。

我敢跟她說嗎？不敢。只怕結局不歡，我

也可能被她痛罵而灰頭土臉。

我以為，修行首在修心，心好了，一言一

行都慈悲；在我，這樣就可以了。

既然是修心，何處不能修？深山古寺可以

，清幽之處可以，紅塵角落又何嘗不可以？

那麼，又何需拘泥呢？如果，紅塵即是道

場，縱使修行的途程漫長而又充滿了艱辛，

只要我們肯用心，虔誠禮佛，願意跟著至理

之路走，何處不可修行？何時不可修行？

舍利弗不信似地回答道：「沒有這回事，

被毒蛇咬了的人，顏色馬上就會變，我看你

的顏色和往常一樣，你怎麼說這樣的話呢？」

優波先那仍然平和地說道：「舍利弗尊者

！佛陀說人的身體是四大五蘊假因緣集合的

，沒有『我』這個東西，也沒有『我所有』

的東西，人生像一場戲言，如幻如化，本來

是空，毒蛇能咬眾緣和合的色身，怎麼能咬

空呢？我的顏色不變，就是這個道理。」

優波先那能解脫肉身的痛苦，靜靜地進入

涅槃，見到的人，都很感動讚歎，舍利弗就

以此說明覺悟的聖者，身體可遭兇報的力量

死去，但心境卻都是平和安樂的。

不久，殺害迦留陀夷的那個盜匪被捕，民

眾中有人說那天還看到迦留陀夷和姑娘同走

的，因此姑娘和盜匪經過審問後，波斯匿王

下令判處極刑。

從此，迦留陀夷的身體是毀滅了，但他的

性靈卻得救了。

   玉耶女的悔改

用黃金鋪地建立祇園精舍的須達長者，他

的第七個最小的兒子，迎娶王舍城護彌長者

的女兒玉耶為妻，玉耶生長得姿容秀美，身

材楚楚動人，他自恃自己的美麗，對公婆固

然沒有孝順服侍，就是對丈夫或親朋也看不

在眼中，有時眉目言談之間，還有輕慢侮辱

的意思。

須達長者討娶這一門媳婦，使一個和樂的

家庭，不時發生無謂的糾紛，糾紛的原因，

都是為了玉耶不能善盡婦道，沒有女子賢淑

的德行。

須達長者非常失望傷心，六個兒媳都能融

洽相處，想不到本是大家閨秀的玉耶，小小

年紀，竟然是這麼目無尊長。他常要子媳們

不時的到祇園精舍去聽聞佛陀說法，唯有玉

耶持著反對的意見，不肯前去。他說，就是

佛陀法駕親來，他也不願相見。玉耶的增上

慢，須達長者往往想用棍棒責打，使其悔改

。但當玉耶知道公公有這樣用心時，他就哭

鬧不休，口口聲聲地鬧著要帶自己的東西回

去娘家。

須達長者知道教化玉耶，除了佛陀以外，

任誰也沒有辦法，但玉耶就最不高興和佛陀

相見，最不願意聽佛陀說法，這有什麼辦法

呢？

有一天，須達長者懷著無可奈何的心情，

到祇園精舍求見佛陀，對佛陀稟告道：

「慈悲的佛陀！我今天有一件事情不能不

來請佛陀相助，本來家醜不可外揚，但佛陀

是我們眾生的慈父，唯有佛陀的智慧威德，

才能調伏剛強難化的眾生。

「佛陀！弟子一共生有七個兒子，六個兒

媳都能孝順賢慧，唯有第七個兒媳玉耶，長

得絕頂聰明美麗，但他驕慢異常，時時出言

不遜，侮辱尊長。

「我們本想常帶他來請佛陀開示，但愚痴

遮蓋他的心靈，他非但不信，而且毀謗佛陀

。他以為人生就是享樂第一，美貌第一，愛

情第一，除此他什麼都不願關心。我們沒有

什麼辦法可想，只得請求佛陀慈悲，為度化

我這頑強的兒媳想個辦法。」

佛陀察知須達長者的心，當即說道：「玉

耶既不願前來，你又對他這麼愛護關心，那

麼，我明天就到你府上去訪問一趟吧！」

須達長者聽佛陀說要光臨他的家裡，驚喜

感動得老淚橫流，當即奔向佛陀座前，頂禮

佛足。

佛陀帶領弟子，到達精緻的長者府中，長

者夫婦，以及七子六媳都出來環繞佛陀三匝

，以示歡迎，獨有玉耶逃避佛陀，不肯出來

。長者命第七公子去叫他，但他回來說玉耶

不在房中，長者心裡感到非常對不起佛陀。

討娶這不賢慧的兒媳，而且辜負到佛陀的慈

悲，這是全家的恥辱！ （待續）

玉耶，長得絕頂聰明美麗，但驕慢異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