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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努力的方向
文／星雲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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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記者曹麗蕙宜蘭報導】「二○一九佛光

山大學校長論壇」日前一連四天在台灣佛光

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山接力登場。佛光山

系統大學總校長暨佛光大學校長楊朝祥表示

，今年邁入第四屆的論壇在交流形式上有全

新突破，除了規畫專題演講外，還首度開創

學校簡介時段與簽定MOU（合作意向書）

儀式，共創下二十三組學校配對成功、簽下

合作意向書紀錄，其中韓國威德大學與八所

學校簽約，最受歡迎；台灣南華大學也與六

所學校、佛光大學與三所學校簽約締結良緣

，成績斐然。

在開幕儀式上，全球海內外教育人士雲集

，場面盛大。佛光大學董事會董事長、南華

大學董事會副董事長、佛光山開山寮特助慈

惠法師代表論壇創辦人、佛光山開山星雲大

師致歡迎詞。

慈惠法師表示，這次相聚以佛教來講是「

諸善上人聚會一處」、「因緣非常殊勝」。

他分享，佛光山系統大學創辦人星雲大師強

調要「正派辦學」，面對現今動盪不安世界

，佛教背景所興辦的大學，更需著重培養「

正派人才」，提升學生才華能力外，最重要

的是人格養成，「盼望仰仗在座校長、學者

們的經驗智慧，為品德教育找出一條新路」

，他希望佛教治理的學校互相交流，彼此成

為好夥伴，為佛教高等教育開出光明前途。

   
凝結共識 開放各校自我介紹

楊朝祥指出，本屆論壇主題聚焦在佛教大

學的治理與所面臨的挑戰，並深入討論「佛

教大學主要功能何在？」「和一般大學有何

不同？」他在開幕式後以「『佛教大學治理

』—以佛光大學為例」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以佛大書院特色經驗為例，歸納佛教大學治

理應有的基本原則與態度，獲得熱烈回響。

楊朝祥表示，今年論壇有別於以往，開創

一個時段讓各校能系統性自我介紹，彼此深

入認識各校的辦學理念、資源、強項，讓「

情投意合」的學校，能進一步簽訂合作意向

書。

    
大學配對 南華6所、佛光3所

邁入第四屆的論壇，共有包括來自美、

英、日、韓、泰、印等十六個國家地區、

三十二所大學、一百二十三位校長及學者與

會，今年規畫「佛教大學營運危機與克服策

略」、「如何培育具備佛教特質的學生品格

與能力」、「佛教的現代性、人間性與普遍

性」等議題，並舉行兩場分論壇，同一時段

分別針對「佛教方面：現代佛教專業教育的

課程、教材與教育方式」、「學校治理經營

方面：佛教大學間之招生、研究與資源共享

」兩大議題探討，讓校長與學者能依不同興

趣參與討論。

校長論壇期間也簽定MOU（合作意向書

）儀式，南華大學校長林聰明認為，創造這

樣的平台對各校學術研究、師生互訪等層面

都饒富助益。今年南華大學也十分「搶手」

，與包括印度加爾各答大學、印度那爛陀

大學、越南佛教學院、韓國威德大學、泰國

國際佛教大學、香港大學附屬學院等六所大

學成功配對。佛光大學也與香港大學附屬學

院 、日本皇學館大學 、日本花園大學簽訂

MOU。

⬆二○一九佛光大學校長論壇，共有十六個

國家地區、三十二所大學、一百二十三位校

長及學者與會。� 圖／佛光大學提供

世界32所大學台灣交流  共識未來

身為領導者，除了具備寬宏的胸懷，平
等的精神之外，在思想、風格、處事、
道行各方面都必須有能力，才有資格領
導別人。

無論做什麼事都要有理想、有目標，

才能努力以赴。好比開車時，要有方向

，才不致走冤枉路；工作時，要有計畫

，運作方能順遂。生活在大時代裡的我

們，除了為個人的未來努力，也要能為

社會、國家的未來盡一分心力。吾人努

力的方向是什麼呢？有四點意見：

第一、族群整體的認同：人常因為彼

此的不同而產生情結，其中又以族群問

題最甚。其實，生長在同一塊土地上，

說著共同語言，有著共同文化，何必畫

地自限？美國地大物博，是世界民族的

大熔爐，各人種族群都可以共處；唐朝

所以興盛，也是因為包容不同民族的存

在；近代國父孫中山先生也強調：「五

族共和」。因此，吾人對族群要有整體

的認同，同心同德，群心群力，才能發

揮更大的力量。分化的思想，只會導致

紛爭、戰鬥，對人心社會並非善事。

第二、道德信心的恢復：物質生活豐

富以後，許多人為物所役，道德觀念低

落，反而沒有信心，不知道自己要做什

麼，現今實在更需要道德與信心的恢復

與重建。一個人有道德，人歡喜與之共

事；一個團體有道德，人歡喜參與其中

。無論企業間的往來，或是人與人交流

等，信心、道德都是不可缺乏的品德，

因此格外地需要加強建立。

第三、文化生活的充實：現今的社會

型態轉變，比錢財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

富有，講究慈悲、講究品德，尤以充實

文化內涵、精神更為重要。目前社會正

大力提倡讀書會，這是很好的方法，藉

此可以建立書香家庭、書香社會、書香

人生，提升生活品質。

第四、全民活力的再生：朱熹先生說

：「問渠那得清如許，謂有源頭活水來

。」有活水，就能源源不斷。同樣的，

有活力，就有目標，有活力，就會進步

；人生有活力，才有光采；團體有活力

，才能延續。現在應努力再生全民的活

力，例如鼓勵文教、獎勵投資等，讓我

們的社會充滿色彩、充滿希望。

現在的社會，凡事講求未來性，因此

吾人眼光要能放遠、心胸要能放大，才

能創造美好的未來。有四點建議：

第一、族群整體的認同，

第二、道德信心的恢復，

第三、文化生活的充實，

第四、全民活力的再生。

百寶衣櫃

母親的衣櫥藏著愛  
文╱呂慧齡   圖╱黃錦足

名人行誼

梅蘭芳注重禮貌
文／朱同慶

娘家餐廳牆面懸掛一幅母親精心臨摹的油

畫，畫中的婦人全神貫注地縫補衣物，童稚

的娃兒撒嬌地斜倚在婦人膝部，頂著蓬鬆毛

髮的萌娃好奇地轉頭，深邃純淨的眼眸遙望

一處探索著，彼方正是母親臥房內新買的棕

黃鐵板衣櫥。

此景像極了我小時候與母親依偎相處的情

境，不但反覆絮聒地問東問西，又不斷地瞧

一瞧母親百寶箱似的衣櫥。當時的木製衣櫥

是外祖母送給母親的嫁妝，母親常從衣櫥裡

拿出五顏六色的小布塊為我們縫製衣裳。那

是布店不要的畸零布，母親卻把它當成寶，

拼拼湊湊就是一件衣服，偶爾會多縫一個可

愛的蝴蝶結，有時是繽紛的彩條飄啊飄！

父親往生後，母親遵照約定俗成的儀式，

將父親大部分的衣物在墳前火化掉，幾件較

新穎的襯衫，就一直留存在她的衣櫥裡。年

復一年，堅忍的母親經常不發一語地拿出來

檢查，適時更換包裹襯衫的透明塑膠袋，深

怕久放沾汙了。

是母親懷想英年早逝的父親吧？

記得父親去世時，弟弟還只是一個小學生

。蘊藏無邊愛與希望的母親，經過十年的等

待，興致勃勃地拿出衣櫥裡的襯衫，交給大

學畢業即將就業的弟弟，無奈弟弟手長腳長

，父親的襯衫根本不合穿。

母親失望的淚水頓時滴淌不止，濡溼了父

親的襯衫。往後的數年，父親的襯衫仍安放

在母親衣櫥的一角，備受保護著。當我那慧

黠俏皮的女兒纏著外祖母伊伊呀呀時，重新

燃起母親愛的火花。她將父親的襯衫裁剪開

來，特地用細針細線為外孫女縫製小洋裝、

小背心，還趣味橫生的添上這一叢樹葉、那

一簇花朵；可愛獨特的造型，令鄰居太太忍

不住來拜託，當我的女兒長大穿不上時，要

留給她女兒接收喔！

母親的妙手巧思，讓護子護孫的愛繼續流

轉中。

每當我看到這幅栩栩如生的油畫時，不僅

憶起母女情深，又彷彿聽到她們祖孫窸窸窣

窣的交談……。  

 

 

梅蘭芳先生可稱的上是京劇的代名詞，其

絢爛華麗的唱腔、俊美得體的扮相，再加上

柔美優雅的身段，連聽不懂中文的外國人，

也為之傾倒。印度著名詩人、文學家泰戈爾

，也曾賦詩贈予梅先生。

舞台上的梅先生有種脫俗之美，很容易令

人感到他高高在上，觸不可及。而生活中的

梅先生，卻是極平易近人的，從不對人擺架

子。遇到生活窘迫的親友來訪，更是一視同

仁，不曾另眼視之，離別時還會親自送至大

門口，總是與其握手告別，並親切地囑咐道

：「要多保重。」

有些家人常常看到梅先生在大門口與人握

手告別，不禁納罕：「梅先生是否『禮貌』

得過了頭？何必總要與人握手告別呢！」他

們哪裡曉得，表面上看，梅先生是在與人握

手，實則是在偷偷塞錢給人家。

的確，有時候接濟他人，更需要注重他人

的尊嚴。往往刻意標榜自己的「善舉」，很

容易使得對方難堪，進而適得其反，弄巧成

拙。

梅先生的禮貌於日常生活，俯拾皆是。再

例如，梅先生平日在家吃飯，是從不點菜的

，廚子做什麼，他就吃什麼，並且無論吃什

麼都是一副很歡喜的樣子，甚至，從未挑剔

過菜品的鹹淡。梅先生不僅自己這樣做，還

吩咐家人也不許對菜品評頭論足。其原因很

簡單，梅先生認為廚子燒菜已經很辛苦了，

再挑三揀四的，就太對不起廚子了。

過去老藝人都講究「未曾學藝先學做人」

，由此可見，禮貌並不是在裝腔作勢，亦非

刻意敷衍，更多時則是自身修為，乃至內在

涵養的體現。

提婆達多叛逆遭報

比丘們在佛陀開示以後，非常感動，他們

就慚愧地散去，雖然大家散去，但心中仍好

像有什麼人要來進攻的樣子。有很多修行未

熟的比丘或比丘尼，都感到不能安心修道，

已經覺悟的人，心中則很安定。人格業已圓

滿，自性業已清淨的佛陀，則更鎮靜，和平

常沒有一點不同。

有修養的人，見到佛陀解脫的風度，非常

佩服；沒有修養的人，都認為佛陀太軟弱，

他們覺得以後總會發生大騷動，暴風雨的場

面終有一天會得到來。

佛陀和阿難有一次經過耆闍崛山的山下，

適巧被提婆達多看到，他就用巨大的石塊推

下來傷害佛陀，佛陀沒有躲讓，阿難則奔逃

避開，大石滾在佛陀的身旁，阿難很慌張的

前來問佛陀道：「沒事吧？不知是什麼人又

想害佛陀，可能又是我的哥哥提婆達多，我

真難為情，佛陀的處境太危險了。」

佛陀安詳地回答阿難道：「阿難！用暴力

或陰謀想來危害佛陀，這是不可能的事。你

說，投石的人是提婆達多，可能是的，但也

不一定。你不要難過，各人造業各人當，佛

陀的處境不危險，我看危險的是你，你看你

剛才的樣子。」

阿難羞澀地笑道：「我慌張恐懼的樣子給

您看到了。」

佛陀也笑著，用手撫摸著阿難，然後又再

前進。

大石投下來，不知能否擊殺佛陀，提婆達

多很不安心，但佛陀並未把此事掛在心懷。

佛陀對於死的這個問題，看成是很小的事，

可以說死在佛陀的心中是等於零。

可是佛陀的弟子是把佛陀的生命看成大事

。大家知道以後，都懇切地要求佛陀以後要

留心，但佛陀若無其事似地告訴他們沒有關

係。

有一天，佛陀和侍者阿難走在路上，忽然

看到提婆達多和他的弟子迎面走來，佛陀很

快的避開道路。阿難怏怏不樂地問佛陀道：

「佛陀！您為什麼要避開提婆達多呢？他是

佛陀的弟子，難道佛陀還怕他嗎？」

佛陀知道阿難心中的不平，就安慰他道：

「阿難！我不是怕他，不過是不要和他相逢

，何必要同愚人見面呢？我們都不要同他在

一起，也不要同他辯論，他現在滿懷著邪念

，如同打惡狗，惡狗更加狂暴，所以不要觸

犯他，一切麻煩就會減少。」

阿難對佛陀的寬大很是不服，但想想也沒

有別的辦法。

佛陀雖然不要記著提婆達多，但提婆達多

決意不放過佛陀，他欲陷害佛陀，是不擇一

切手段。他知道阿闍世太子雖然相信自己，

但頻婆娑羅王依然信奉佛陀，他覺得頻婆娑

羅王是一個危險的人物，將來一定會對他不

利，他想要打倒佛陀，一定就先要打倒頻婆

娑羅王。

因此，提婆達多就進行煽動阿闍世太子，

他們陰謀計畫開創新的世界，妄想要將摩竭

陀國建立成一個理想的國家。就這樣，頻婆

娑羅王被他的太子和太子的心腹之臣拘禁在

囚獄中，並禁止一切人前往探監送飯。阿闍

世太子接了王位，提婆達多登上國師的寶座

，國中的人民心中雖懷怨恨，但被新的威力

壓迫，又不得不假裝著服從。

頻婆娑羅王被自己的太子關進獄中，又不

准人送飲食給他，他雖然養了如此忤逆的兒

子，但他很能看破，心中總安慰自己，這是

過去的因緣。

頻婆娑羅王愈受到艱危困苦，愈想到佛陀

對他說過的話：「天地、日月、須彌、大海

，沒有不變易的時候，有成必有壞，有盛必

有衰，有會必有離，有生必有死，有樂必有

苦，有喜必有憂，世間上沒有永久不變的快

樂，唯有苦才是綿綿沒有盡期。」

佛陀的這些話在頻婆娑羅王腦海中浮現出

來，好像並不光是佛陀說的話，而是世間的

真實之相。 （待續）

去年底搬回花蓮，到友人的農地「玩土」

之後，對農務興起了莫大的興趣。近日，終

於在鳳林尋找到大約30坪的小小農地，開啟

了夢想數年的田園夢，正式當起假日農夫。

由於這塊農地過去幾年無人耕種，附近的

好心人為了避免雜草叢生，都會定時來噴灑

殺草劑。因此開始耕種前的第一件事，就是

向鄰人表達我們會自行除草，避免雜草遮蔽

視線或是影響鄰田作物。

不噴除草劑後不到兩個月，農地上開始長

出細小的雜草。在從小務農的先生指導下，

我學著用鐮刀割除長出地面的草，只保留大

約0.5公分的莖，讓根慢慢向地底伸展，這

樣一來，就可以幫忙鬆土；而割下的草先集

中起來，日後可以覆蓋在農作物四周。

我們這兩個假日農夫，目前看起來更像是

假日除草工。但是每周到鳳林晃晃，除除草

、流流汗，倒也挺舒暢。

雙十連假前下了幾天的雨，可能是隨著風

飄來的孢子落在土裡，加上接連數日的雨水

滋潤，過去可說是不食之地的農地上，竟長

出了一小叢金福菇！夕陽下看起來，像是嬌

貴又精緻的小小涼亭。

看著可愛的菇菇，心裡很是感動。想著，

土地的療癒力真驚人，只要我們停止傷害它

，自然會湧現無限生機。

小精靈的涼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