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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者四事
文／星雲大師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種子不生根，如何開花結果？好的
道理、苦口婆心的教導，不接受也
沒有用。

領導者，他要德能兼備，屬下才會服

氣；被領導者，也要有才學，領導者才

能對你欣賞提拔。到底怎麼樣做一個領

導人？佛教裡有一部《法句經》，裡頭

告訴我們，做一個領導人要注意以下四

點：

第一、統理萬民，毋枉毋濫：統理大

眾的時候，身為領導者，「毋縱」是他

的職責，不可以有虛浮不實的地方，但

也必須基於「毋枉」的立場，謹慎查證

，不可冤枉濫罰。另外，所謂「將不可

吝，吝則賞不行，賞不行則士不致命，

士不致命則軍無功」，應該賞予的福利

，就應該給予，如此才能激勵上下士氣。

第二、常思善法，恆做功德：佛說：

「心淨則國土淨」，做一名領導人，每

天所思，都以大局百姓為前題，每日所

想，都是好事善法，就能帶領大眾追求

幸福美好。例如，如何不斷給人歡喜，

謀求大家的福利，讓大家信任，讓人民

依靠。讓自己有機會服務他人，做利益

眾人之事，所有的行為表現出來的，都

是功德。

第三、重用賢能，接受諫言：觀察一

個人，要如同孔子所說：「視其所以，

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能不能做好一

個領導人，也要看他能不能時常聽取他

人的善意諫言。能有一顆敏銳的心，去

聆聽很多的音聲、不同的建議，尤其聽

得進忠心賢能者的意見看法，並且修正

，可以說是身為領導者的重要條件。

第四、財富欲樂，與民共享：一個領

導人，他的待遇等各方面都會比人好一

點，也會受到別人的尊重。因此，該與

人共享時，就要放開胸懷，與人共享，

而不是凡事都要據為己有。抱著共享、

共有的雅量行事，才是一個有承擔、有

情義、受得起、給得起的領導者，那必

定受到擁戴。

做一個領導人，也不一定專指國家領

導人，乃至一個企業團體、一個機關團

隊、公司行號，那怕是一個家庭，都可

以注意這四事，他就能獲得人心，成為

一名優秀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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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聯誼會 注入年輕創新元素
【人間社記者唐福良高雄報導】為面對少

子化的挑戰及順應網路社群傳播的浪潮，今

年邁入第10年的「世界神明聯誼會」，日前

在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舉辦為期二天的共識營

，除了中華傳統宗教總會各區幹部與會，首

次邀請佛光山佛光大學、南華大學相關系所

師生共襄盛舉，產學合作共同提出「青年培

育與發展計畫」，籌建科技與創意平台，培

育佛教青年軍，讓年輕人展現所長，成為接

引青年的橋梁，傳承人間佛教的弘揚。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於開營典禮致詞指出

，每年的世界神明聯誼會，都邀請全世界具

代表性的宗教神明回到佛館，因為人能在宗

教裡找到生命的意義與依靠，透過神明聯誼

會不同信仰互動交流，更能獲得智慧、福報

與自在。

    
宗教交流 促進社會和諧

中華傳統宗教總會監事長慈容法師表示，

10年前，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舉辦第一次神

明聯誼時，許多人都抱持質疑的態度，「10

年下來，不只華人地區，連巴西、菲律賓等

世界各地的神明都來了」，不同信仰透過互

動交流，能讓社會更加和諧。

「世界神明聯誼會青年學子不能缺席，因

為正信宗教能安定社會人心、促進世界和平

。」佛光大學副校長何卓飛表示，感謝星雲

大師創辦神明聯誼會，同學們將發揮創意、

討論如何規畫，以彰顯活動意義，發揮最大

效益。佛大創意與科技學院院長謝元富指出

，校方結合四個系所，希望在神明聯誼會10

年努力的基礎上，透過產學合作，達成「創

意、創新、創業與創生」的目標。

中華傳統宗教總會祕書長陳嘉隆詳細說明

「青年培育與發展計畫」的緣起及目標：少

子化讓人口將呈現負成長，佛教人口老化，

信仰傳承恐面臨斷層，傳承的載體是年輕世

代，弘法必須因地制宜、與時俱進，因此與

南華大學、佛光大學合作，籌組校內社團，

由校方設計課程，除了學習採訪、影音創作

、網路行銷等技能，也將協助神明聯誼會各

項實際運作，學習接待技巧、了解各宗教特

色與神明聯誼會的內涵。

    社群給力 信仰貼近生活

陳嘉隆期許未來這批佛教青年軍，能與不

同宗教的年輕人互相交流聯誼，擴展視野及

宗教觀，在網路時代運用所學，以創新、創

意抓住年輕人眼球及心，引領話題風潮及共

鳴。讓人間佛教的美好，更貼進現代人日常

生活。

各區代表隨後進行與宮廟往來概況重點報

告，其中，各宮廟也感受到科技及媒體的力

量不容小覷，許多地處偏僻的宮廟，深耕社

群媒體經營，活動時透過網路動員，卻往往

能有成千上萬的信眾參與，因此都對本次產

學合作平台抱予高度期待。

佛光山開山寮特助慈惠法師以星雲大師語

錄的「觀念財富──正確的觀念是財富」為

題，指出財富有不同的種類，不但有一時、

私有、物質、有形、心外的財富，更有永久

、共有、精神、無形、心內的財富。

慈惠法師表示，星雲大師從小家貧，但他

卻從不自認為貧苦，還感謝父母師長給他正

確觀念，讓他一生受用無盡，讓他一生捨得

結緣，賺到歡喜也賺到人緣。

「行三好就可以創造財富，因為行三好能

讓因緣具足，無事不辦。」慈惠法師以星雲

大師的各種實例告訴與會大眾，身做好事，

好的服務、親切的關懷可以帶來好因緣。

共識營首日有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

法師、佛光大學校長楊朝祥、南華大學宗教

學研究所所長覺明法師等140人與會。

2020年世界神明聯誼會共識營在佛館

舉辦開營典禮，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

前排右五）、中華傳統宗教總會監事長

慈容法師（前排右四）、佛館館長如常

法師（前排右三）與會出席。�

� 圖╱人間社記者蔡忠宏

孝行楷模

孝順，唯心而已
文╱陳文榮

疫外之情

古人軼事

我記得妳
唐寅巧計賑災

文與圖／李燕瓊

文／孫偉

自從王老先生往生後，三個已分別成家立

業的兒子，都要王媽媽搬離老家，輪流到兒

媳家就近照顧。但老人家不肯，她說：「我

自己有個老窩，住在社區20年，鄰居們和睦

相處，親如家人，一切都習慣了，為什麼要

搬走？我不搬。」

王媽媽意志堅定，堅持不肯搬離。她很清

楚，若搬去與兒媳同住，必須遷就新環境，

她一定不習慣。

老媽不肯搬離老家，三個兒子共同協商，

終於得到結論：三兄弟每天晚上輪流回家陪

老媽，天一亮直接去上班，輪值者如臨時有

事，可找別人代班，以一定有人回家陪老媽

為原則；假日，三家的孩子則由父母帶著回

老家過「家庭日」。

剛開始王媽媽認為太麻煩，況且她身體狀

況還不錯，並不贊成兒子們的作法。但當兒

子們開始輪流後，形成良好而周全的制度，

她也就不再反對。

如今每到假日，王媽媽清晨就到菜市場買

回一堆兒孫們喜歡的菜餚，媳婦們下廚燒菜

，飯後陪老人家閒話家常，共享天倫，一家

洋溢著和樂與歡笑；之後，媳婦們負責收拾

廚房，再各自回家，「值班」的兒子則留下

來陪母親。

當今社會，親子活動愈來愈受重視，然而

尊老愛老的觀念卻愈來愈淡薄。王家兄弟以

實際行動輪流照護母親周全，也難怪社區住

戶皆視三兄弟尊親的孝行為楷模。

一句「我記得妳」，很尋常的話，我聽來

卻是如此喜悅感動。

德國因為疫情下了禁足令，我的購物採買

改成一周一次，以減少外出。

依著清單一一拿取，放入購物車，不多買

，夠吃用就好。最後選了一盆近乎墨黑紅的

蘭花，很高興它居然沒被人看上眼買走。

結了帳正要付錢，慘了，我居然帶錯錢包

。退了最高價的蘭花，掏出所有歐分零錢還

是不夠，正要退掉羅勒，排我後面的中年太

太遞給櫃台一歐元，我感激地看著她，疊聲

說著danke schön（謝謝），並表示可以還她

押在購物車上的半歐元。

I remember you，中年太太以英文回話，我

驚訝地看著她，她繼續說：「好久以前我也

排在妳後面，看到妳幫忙前面顧客付了幾十

歐分。」

謝謝她記得我，要不是社交距離，我真想

過去擁抱她。

終於相信：你所給出，終將回還於你。這

也更讓我深自警惕：出了國門我就不僅只是

我，更代表著國家，尤其我市就我一個台灣

人，怎能不更謹言慎行呢？

（台灣前前新聞局邵玉銘邵先生曾在惠賜

給我的第一本書《大人物》的推薦序中寫道

：我一生大概從未打過這麼有影響力的電話

，我不但窩心，而且深自警惕：今後說話要

更謹慎，假如我這通電話的效果是正面的，

那麼，我是否也曾講過負面效果的話語？）

想起曾有陌生人在街上對我微笑並趨近禮

貌詢問：「妳就是來自台灣的記者嗎？我看

過那份台灣的報紙喔！」原來陌生人是我曾

經採訪過的藝術家的朋友，透過藝術家的描

述與報紙的印記，她也記住了我。

在異鄉，可以這樣「被好印象」地被陌生

人記住，甚感安慰。

返家途中經過小西湖，湖中藍天白雲倒影

一朵朵碧藍，我想著：我們的言行也會像那

倒影一樣，被聽見、看見，甚至記住。

疫情下，社交有距離；但「愛」，始終沒

有距離，更不分國界，那是情感與信任的表

現，隨時隨處都在。

我們的言行會像倒影一樣，被看見甚至記

住。

十大比丘弟子

僧團的本身如何才能健全呢？當然只有從

嚴肅的生活中去培養自己的德行。頭陀的行

門，就是一種最嚴肅的生活方式，如能習慣

於這種生活，便能吃苦，便能忍耐，便不貪

名聞，不求利養，一心一德，為法為人。佛

陀！我為了直接的鞏固僧團，間接的利益眾

生，所以歡喜願意居住深山叢林，或是塚間

，絕不捨棄苦行，絕不能長住在祇園！懇求

慈悲的佛陀，能夠原諒我大迦葉的固執。」

佛陀聽完大迦葉的稟告，十分歡喜同意，

看看大迦葉，又看看諸比丘，說道：「很好

！你們諸比丘聽到長老大迦葉的話嗎？將來

佛陀正法的毀滅，不在天魔外道的破壞，而

是在僧團的腐化與崩潰！大迦葉的話說得很

對，要弘揚佛法，讓真理之光永照著世間，

則必先要鞏固僧團。要鞏固僧團，就必須嚴

肅的生活。我的正法，如大迦葉尊者，就能

負責住持。」

大迦葉尊者的修行被佛陀稱讚，從此，他

在僧團中受著普遍的尊敬！

天眼第一阿那律 

阿那律尊者是佛陀比丘弟子中的天眼第一

！阿那律和摩訶那摩（摩訶男）是兄弟，同

是甘露飯王所生的王子，當初他弟兄二人約

定，兄不出家，弟即出家；弟不出家，則兄

出家。後來阿那律和跋提王子等七人同時皈

依佛陀，披剃出家做了沙門。

阿那律長得很英俊，沒有出家時就有很多

王族的少女希望嫁給他，但阿那律卻不易為

愛情女色動心。

出家以後，有一次阿那律從祇園精舍往拘

薩羅國去的途中，路上沒有比丘的宿處，沒

有辦法，他只好向民間投宿，這人家有一位

年輕的少女。

阿那律走到少女的門前說道：「天快黑了

，路很遠，想在貴府投宿一夜！」

少女一見大喜，即刻迎接阿那律入其內舍

，阿那律尊者沒有想到其他，他在內舍中結

跏跌坐，一心的念佛念法念僧，希望早點天

明，以便趕路。

夜半，燈光漸漸的黯淡，朦朧的月色照在

窗前，門聲響處，年輕的少女走到阿那律的

床前，溫柔多情的說道：「你是一位沙門，

我知道，但我見了你，怎樣也壓制不住我對

你的愛慕。近來有很多有名有財的長者婆羅

門，向我求婚，都被我一一拒絕，但我看到

你端正秀麗的容貌，我不怕羞的自願將身許

你，你就住在我的家中不要他去。」

阿那律尊者雙目閉得緊緊，像高聳的山岳

，巍然不動，少女即以手向前推動他，阿那

律嚴肅的把眼睜開，他就莊嚴的呵斥欲的種

種不淨，少女生大慚愧，當即皈依三寶，受

持五戒，作了在家優婆夷。

阿那律尊者雖然不為愛欲所迷的美名令人

敬仰，但有一次當他聽聞佛陀說法時，因疲

倦而打瞌睡，遭受到佛陀的批評。�（待續）

唐寅（1470-1524）字伯虎，明代吳縣人

，與祝枝山、文徵明、徐禎卿四人號稱吳中

四才子。

一年，蘇州發生水災，成千上萬的災民流

離失所，饑寒交迫。蘇州鹽運使官員卻日進

斗金，炊金饌玉，無視災民痛苦。唐寅心生

一計，裝扮道士手持神機妙算布幡，到鹽運

使張貴府上拜訪。

寒暄過後，張貴開口道：「不知道長駕臨

本府，有何見教？」唐寅道：「貧道久聞府

上瑞氣遍布，想必是極富貴之人，今日一見

果然不凡！」張貴道：「哪裡，道長過獎了

。」唐寅接著說：「城外玄道觀年久失修，

若肯布施千金，重修道觀必然功德無量，官

運高升。」說得張貴心花怒放。

張貴看著唐寅神機妙算的布幡，一定靈驗

，當即簽下千兩銀票，捐資重修道觀。唐寅

謝過拿到銀票後，提取紋銀用來賑濟災民，

救活了成千人的性命。

過了不久，張貴特意到城外看看玄道觀重

修的情形，不料道觀一如前貌，一問之下哪

裡有什麼道長？只見牆壁寫了幾行字：

張貴鹽運使，施銀一千兩；

想修玄道觀，後改救災荒。

萬人都得救，百姓仰恩光；

唐寅撰碑文，張公永流芳。

張貴走近一看才知上當，也莫可奈何。

阿那律尊者天眼第一。� 圖／資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