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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人的層次
文／星雲大師

圖／李蕭錕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十大比丘弟子

凡事有意見就有參與，有參與就
會關心；在團體中最可怕的莫過
於「局外人」。

領導是一門學問，一項藝術，也是一

種功德，領導者要能為大眾謀求福利，

要為大眾減輕負擔，要為大眾計畫未來

，要為大眾擔當責任。領導的哲學，有

上等、中等，也有劣等，這就要看領導

者的能力如何。領導得法的人，他的屬

下如沐春風，團結合作，不如法者則反

之，有的離心離德，有的故意搗蛋，乃

至求他而去。「領導人的層次」有那些

呢？

第一、下等領導，要盡己之能：下等

的領導人，他逕顧表現自己的長處，發

揮自己的能力，把所有的事情，都給他

一個人都做了。這樣的領導者，確實了

不起，也很能幹，但是他只是一直表現

自己，忽略了團隊合作的意義，不算高

明，只能算是一個下等的領導人。

第二、中等領導，要盡人之力：有一

句話說：「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如

果一個領導人，他的心量如海，不揀粗

細，可以「盡人之力」，也就是說，部

屬有什麼力量，都讓他發揮出來，這是

中等的領導人。

第三、上等領導，要盡他之智：一位

上等的領導人，他不但會讓每個人的力

量都用出來，還要把各人的智慧、才智

都發展出來。他讓每一個人貢獻他的智

慧，所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讓這個團隊，發揮得多采多姿，這就

是一位上等的領導人。

第四、高等領導，要盡眾之有：更高

一層次的領導人，他能夠「盡眾之有」

，讓所有跟隨他的大眾，沒有一個人不

奉獻他的能力，沒有一個人不把他的智

慧貢獻出來，甚至沒有一個人不把他的

心，統統都奉獻出來，如佛門有謂「色

身歸於常住，性命付予龍天」，大家「

群策群力」、「群心交心」，彼此都肯

「交心」，做起事來就會著力。「盡眾

之有」，這就是最高的領導人了。

《荀子》云：「口能言之，身能行之

，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

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

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

，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我們自己要做那一種的層次領導人呢

？這四等領導人，可以作選擇。

第一、下等領導，要盡己之能；　

第二、中等領導，要盡人之力；

第三、上等領導，要盡他之智；　

第四、高等領導，要盡眾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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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豆皇帝大
文與圖╱春羽

帶著豆莢的皇帝豆，你吃過嗎？一早運動

，下山時瞧見路邊竟然有賣「帶著豆莢」的

皇帝豆，青綠色彎月形的豆莢，平均長約10

公分，摸起來緊實又飽滿。

母親告訴我剝豆莢是有撇步的，她教我要

像「擰乾毛巾」一樣，兩手分別握住豆莢上

、下端，反方向施力一轉，淡綠色的豆仁就

一一掉落，輕鬆又快速。不一會兒的工夫，

似脫去厚重盔甲的豆仁，粒粒渾圓飽滿，散

發著微微光澤；倘若一時吃不完，洗淨瀝乾

，分裝冷凍，風味不減喔！

使用天然食材白蘿蔔、洋蔥熬湯底， 不

食五辛者可以用其他取代，再加入皇帝豆以

小火燉煮。母親說這樣就是一道暖心又暖胃

的煲品，好吃極了！蘿蔔和洋蔥的甘甜，與

口感綿密的皇帝豆相得益彰，即便是牙口不

好的長輩，也會吃得津津有味。皇帝豆，也

可和紅蘿蔔混入白米飯中做炊飯，紅綠跳色

的配搭，既吸睛又兼具營養與美味。

小叮嚀：

❶帶皮吃營養更完整：皇帝豆屬於「全穀雜

糧類」，營養價值高，是高鐵食物來源

，有豐富的蛋白質、膳食纖維和磷、鉀

等元素，帶皮吃營養更完整。痛風患者

與腎疾者，宜斟酌食用。

❷全穀雜糧類的重要：「未精製的全穀雜糧

類」最能提供完整與豐富的維生素B群、

維生素E、礦物質鎂鉀、膳食纖維，有助

防治心臟血管、代謝疾病以及癌症的發

生。

    頭陀第一大迦葉

大迦葉尊者是佛陀弟子中的頭陀第一！

頭陀就是修習苦行的意思，凡是修苦行的

人第一要選擇空閒的地方，第二要過托鉢乞

食的生活，第三要常居一處，第四要一日一

餐，第五要乞食不擇貧富，第六要守三衣具

，第七要常坐樹下思惟，第八要常在露地靜

坐，第九要穿著糞掃衣，第十要住於墳墓之

處。修學頭陀苦行的人就是要過這樣簡單的

生活，也是清淨的生活。

這樣理想的頭陀修行者，就是尊者大迦葉

。大迦葉還沒有皈依佛陀以前，他就被人稱

讚是志氣清高，不著欲染的青年，即至父母

為他娶親，他竟和他妻子分床而臥。後來在

竹林精舍聽聞佛陀說法，生大信心，皈依佛

陀，佛陀曾說過若非明徹宇宙的大覺者，是

受不起他稱老師的。

大迦葉尊者是過著捨富乞貧的托鉢生活，

有一次他在王舍城行化的途中，見到一位貧

困的老婦人，窮得衣不遮體，食不解飢，臥

在街巷陰暗的地方，大迦葉尊者很憐憫他，

就向他行乞說道：「老婆婆！我看你窮苦的

情形，心中非常難過，也很同情，你為什麼

這麼窮苦，都是你過去慳貪沒有布施的關係

，我是佛陀的弟子，是人間的福田僧，現在

望你多少布施一點食物給我，讓你種種福田

，將來免除這貧困的生涯。」

窮苦的老婦人回答道：「呵！你是一位尊

者，我很榮幸得你向我說法，不過你要我布

施供養你食物，這叫我感到非常為難。說出

來不怕尊者見笑，我三天以來已沒有粒米可

充飢，現在所有的是很少的米汁，臭惡難聞

，人家將要丟棄而被我討來，這怎麼可以用

來供養你尊者呢？」

「這沒有關係」，大迦葉說：「你就把米

汁給我一點吧，我是捨豪富乞貧窮的大迦葉

，我很歡喜地接受你的供養。」

貧窮的老婦人聞言大喜，即刻取出米汁供

養，大迦葉恐怕老婦人不信，就當著老婦人

的面前，把米汁一飲而光，老婦人後來以此

功德，壽終之時即生天享樂。

大迦葉尊者利人的悲心很值得人敬仰，但

弘法的熱情，比起舍利弗和目犍連等顯然不

如，當舍利弗和目犍連還沒有涅槃前，就常

勸說他忘去自我，來從事弘法利生的真理運

動，大迦葉尊者總是堅定地回答他們道：「

我實在是不行了。弘揚正法，教化眾生，全

不是我的分內之事了。忘去自我，多麼不容

易啊！我充其量頂多在自己的生活中，豎立

起更艱苦卓絕的修行榜樣，讓後來者對於少

欲知足的頭陀苦行，知道尊重與實行。弘法

利生那些艱鉅的任務，全賴你們去擔當了。」

舍利弗和目犍連聽了這些話，並不感到失

望，反而稱讚道：「長老能夠在這一方面樹

立法幢，也是非常難得，佛法是多方面的，

各人可以依著自己的志趣去實踐自己的理想

，我們為長老祝福。」

長老大迦葉對於他的頭陀苦行，任何人的

勸說，他都不會停止。

大迦葉尊者，不懼狂風暴雨，不怕日晒夜

露，總是住在深山叢林的樹下，或是白骨遍

野的塚間，他的年齡逐漸的衰老，佛陀很同

情憐憫他，有一天當他到祇園精舍的時候，

佛陀就勸他安住在祇園精舍。

可是，他反而向佛陀說道：「佛陀！不行

，我不能住在祇園！佛陀的慈悲，弟子深深

了解和感激。不過，弟子住在這裡，一定非

過團體的生活不可，那時我的頭陀苦行會感

到很大的不便。這裡無論是靜坐、經行、聞

法，樣樣都合乎理想，清風明月，鳥語花香

，環境真是太優美了。但我是修頭陀行者的

人，住在這裡是十二分的不宜。這裡聞不到

一點屍臭，看不見半根白骨，生活過得是這

麼適宜舒服，對於修無常、苦、空、無我、

不淨觀等，無論如何不適合。我很樂於塚間

的生活，那裡，長年累月的獨自一人，或在

樹下，或在露天，或經行觀屍，或補破衲衣

。歡喜乞食行化，就自由的進城，不願意乞

食行化，就隨便找些野果草根充飢。我不為

衣愁，不為食憂，沒有人間的得失，我只感

到清淨解脫自由。

當然，有人會說我這樣的生活太過於自利

，像舍利弗、目犍連、富樓那、迦旃延尊者

等，他們負起代佛陀宣揚的任務，不懼阻難

，不惜身命，推動著真理的法輪，讓眾生普

霑法味，同獲法樂。我雖然沒有那一股勇氣

和毅力，但我不會忘記佛陀給我的恩德，為

了報答佛陀的恩惠，我才更要過頭陀的生活

。因為眾生能否得救，全靠僧團的弘法，僧

團中布教的弘法者，是人民的親教法師，他

必須自身要健全，才能擔當弘法的工作。 

 （待續）

大迦葉尊者頭陀第一。� 圖╱資料照片

【人間社記者心昇基督城報導】南島佛光

山於日前舉辦「2020咖啡巧克力嘉年華」，

這是紐西蘭疫情解封後的第一場大型民間活

動，吸引約1500名當地人士歡喜參與。近日

紐西蘭迎來最冷氣溫，咖啡與巧克力飄香融

化了白霜，為嚴冬增添暖意。

紐西蘭佛光山住持滿信法師帶領國際佛光

會紐西蘭南、北島協會佛光人、義工共近70

人投入籌備工作，希望藉活動把善美能量傳

達大眾，重拾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關懷。法

師表示，舉辦如此盛大的活動，目的是傳播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四給」的理念，同時

也在當地給出服務、給出奉獻、給出創意，

為疫情後的社會增添正能量。

當日活動相當豐富，包括邀請基督城著名

合唱團現場演唱，銅線藝術家Leonore Ashby

、版畫藝術家Esther Gane示範藝術創作；道

場內的美術展、抄經、園遊會等讓大眾收穫

滿滿，滿信法師親自展示的禪意插花，更成

為藝術欣賞焦點。絡繹不絕的人潮，突破了

往年活動紀錄。

因應疫情，南島佛光山也在如來殿設立了

祈福區，讓大眾恭讀星雲大師〈為新冠肺炎

疫情向觀世音菩薩祈願文〉及獻燈，同時也

能為十方眾生寫下祝福。根據統計，當天有

逾1100人歡喜抽取「星雲大師法語」，深受

大師智慧感動。

園遊會有16個當地店家參與，包括紐西蘭

著名咖啡商、巧克力商、有機農產商等。為

了接引大眾茹素，南島佛光山別出心裁，製

作20種迎合當地人口味的點心及佛光素食，

邀請大眾加入「蔬食Ａ計畫」的行列。

活動當天有紐西蘭國家黨代表Dale Stephen

、民族事務部官員Candy Zhang、紐西蘭基

督城華裔市議員陳金龍，紐西蘭警署部坎特

伯雷區指揮官John Price、紐西蘭皇家警署部

種族策略顧問督察Rakesh Naidoo等人出席參

與。

南島佛光山舉辦「2020咖啡巧克力嘉年華

」，這是紐西蘭疫情解封後的第一場大型民

間活動，吸引約1500名當地人士歡喜參與�

� 圖╱南島佛光山提供

草木有情

那些年的紫色回憶
文／小魚媽媽    圖／資料照片

院子裡曾有過一棵桑樹，那是姪媳同事所

贈，果實顆粒大、滋味甜，引人垂涎。

幾年後，樹徑已有碗口大小，暮春時節，

濃密綠蔭間結滿或紅或紫的葚實，可比五線

譜上的跳躍音符，引得綠繡眼、紅嘴黑鵯、

白頭翁、麻雀等鳥兒，忽上忽下地鳴唱出美

妙樂章。

捨不得熟透的桑葚掉落滿地，我便趁著上

班前，摘下如同一串串深紫小葡萄般的果實

洗淨晾乾，等晚上有空時，再加冰糖慢火熬

製桑葚醬分送友人。有時則用果汁機打碎後

，帶到學校教小朋友，做成果汁、果凍、冰

棒等甜點，請大家品嘗。當冰涼香甜的汁液

溢流唇齒，孩子們總會直指對方鼻尖，互嘲

對方是紫色大嘴怪現身。

想起童年自然課需要觀察昆蟲的變態，同

學們一窩蜂養蠶，附近的桑葉都被人捷足先

登採光了，而可憐的蠶寶寶，總是難逃飢餒

或遭蟲蟻侵擾的厄運。當見到大人、小孩們

，忘情流連在樹叢下，為採果屈膝低頭；聞

風而至的學童，再不乏新鮮葉片，能將蠶兒

養得白白胖胖，亦同感欣喜。

為小朋友說故事時，也不忘提及有些地方

的台語將「蠶」稱為「娘仔」，其實源自古

老的神話。相傳，愛慕主人女兒的白馬遭處

死後，馬皮仍將姑娘捲走，伏在樹枝上吐絲

纏繞。家人尋獲後，帶回來飼養，由於這種

蟲老是作繭自縛，人們就將之命名為「蠶（

纏）」；又因姑娘喪命於此，大家就把這種

樹叫「桑（喪）」。而為了感激她給人們帶

來絲綢錦衣，尊奉她為蠶神，又稱「馬頭娘

」。

而當採果的季節結束，為了矮化植株方便

來年採摘，必須修剪茂密的枝葉。將殘枝裁

成小段扦插，又成了一棵棵綠意盎然的盆栽

，可以分贈親友種植。

後因進行戶外空間改善，不得不忍痛移除

此樹，只是留存於心中的過往回憶，總會在

春末夏初，見到路邊桑樹結實累累之餘，

一一重現眼前。

咖啡巧克力嘉年華 南島傳遞四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