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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世間
文／星雲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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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可使不潔之歸於清潔，油則使清潔之變

成不潔。君子群裡投進一個小人，就像滾

水中滴進一滴油，水可以默默容納油，但

水歸水，油歸油，是為「和而不同」 。

【人間社記者許貞慧高雄報導】大慈育幼

院創立50年，日前舉辦「感恩歡喜大慈日」

，禮請國際佛光會署理會長慈容法師、傳燈

會執行長如展法師、蘭陽仁愛之家執行長妙

志法師、信眾監院室監院覺善法師，及國際

佛光會世界總會副總會長劉招明、佛光山澳

洲中天學校執行長陳秋琴，多名佛光山法師

等人，與老師、義工及歷屆院童「一起回家

」話當年，說感恩。

慈容法師提及，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因一

念善心，秉持「全天下兒女，都是自己兒女

」，將育幼院的孩子視如己出，每個院童都

是「佛光山的王子與公主」，教導他們樂觀

成長，擁有健全正向的人生觀。至今陪伴千

名孩童走過失依困頓，讓孩童能安心學習、

安樂生活，在社會上成為有禮貌，有能力的

人。

大慈育幼院導師依來法師分享，因星雲大

師的一句話，讓他從老師的身分成為出家人

，體悟「難行要行，難忍要忍」；在院童身

上學習到「服務與奉獻」的人生價值。雖然

他們命運多舛，卻因為大師的慈心悲願，獲

得溫暖的家、培養藝術的生活，進而改變他

們的人生。

    
受助於眾 回饋大眾

姜文中分享，他有一半的青春都在育幼院

成長，最大的收穫就是學習到「正能量與三

好」，出社會後能以所學的藝術與眾結緣，

回饋給來山的大眾，這種「付出最感動」。

吳建緯則感謝所有的老師、義工與兄弟姐妹

的「陪伴」，讓他不孤單。

「當時的我們終於有家、有愛的感覺。」

林俊哲代表弟妹分享，四年前因父親病故，

大師知道他們的困境，就將五個手足一起接

到育幼院，他也不用再擔憂弟妹的生活無著

落。路易士帶著懷孕的妻子一起回家，他說

：「回到家就是開心。」

當天下午舉辦「穿越時空，與師公接心」

，院生以描繪大師一筆字，在當下思惟與學

習大師的願心。「話說大慈」則是邀請歷屆

院生、老師、義工們回院分享過去生活點滴

。同時禮請慈容法師頒贈聘書，給予大慈育

幼院院長蕭碧涼，以及各位老師，並將在大

師華誕獻上「感恩的人生50周年特刊，精采

照片集和佛光慈音50的紀念CD」。

院生為感念大師的恩德，特別以藝術家古

志勇畫的師公畫像做成拼圖卡片，請慈容法

師轉交，文中感謝師公的護育，給他們最大

的財富「給人歡喜，不怕辛苦自己來」，未

來必定會將師公的愛傳播下去。 

⬅大慈育幼院創立50年舉辦「感恩歡喜大

慈日」，大眾歡唱〈生日快樂〉歌。 

⬆大慈院生為感念大師的恩德，特別以藝

術家古志勇畫的師公畫像，做成拼圖卡片

，請慈容法師（左）轉交。

⬇「穿越時空，與師公接心」活動，邀請

院生描繪大師一筆字，思惟大師的慈心悲

願。 圖／人間社記者許貞慧

 

世間人為了生死，悲喜交替；為了生

計，憂悲苦惱；為了貧富，斤斤計較；

為了有無，惶惶不安。一天當中，忽悲

忽喜，忽苦忽樂，好像熱鍋上的螞蟻，

失去了方向。因此，在這一個動亂的生

活裡，總想有一點解脫自在的生活，超

越現實，超越對待。如何超越呢？有四

點意見：

第一、要視生死一如也：一般人以為

生可喜、死可悲，開悟的禪師卻視生死

一如，坐脫立亡，來去自如。生死，也

是觀念的轉變。過去有位母親想要尋死

，老和尚告訴她：「既然你生命不要了

，就把它奉獻給佛教吧！」她若有所悟

，從此在服務的義工生活裡，獲得歡喜

，也獲得重生。生死是什麼？如薪盡火

傳、如蟬脫殼，此死彼生，「生未嘗生

，死未嘗死」；視生死一如，就能超越

限制，超越輪迴。

第二、要視苦樂一味也：中藥裡，甘

草味甘，具清熱解毒之效；黃連味苦，

亦可解熱去毒，可見甘苦同功也。練功

，下苦工夫，才會有所榮耀成就；小丑

，內化辛酸，帶給世人歡樂，苦樂亦是

同體也。能將苦樂調為一味，認知苦是

一種奮鬥、一種增上、一種成果，也就

能「處苦境不覺得苦，處樂境也不以為

樂」，超越感受，體會中道的生活。

第三、要視貧富一念也：人生的幸福

快樂，貧富不是絕對的條件，也不是判

定人格尊嚴的標準；有人粗茶淡飯不改

其樂，有人富甲一方，仍然憂愁煩惱。

如果心裡擁有滿足、歡喜、豁達、緣份

、平安，即使身無立錐之地，也可以超

越貧富，享有三千大千世界。

第四、要視空有一體也：大部分的人

視「空」和「有」為截然不同的境界，

「有」的，就不是「空」，「空」的，

絕對不可能「有」，用二分法把空、有

的關係一刀兩斷。事實上，空、有是一

體兩面，好比手心和手背都是肉，又好

比孿生兄弟，兩者相需相求、相生相成

。如同杯子空了，可以裝水；口袋空了

，可以置物。認識空有一體，可以發揮

無限。

超越世間，就要超越對待，就要超越

分別。所謂：「猶如木人看花鳥，何妨

萬物假圍繞？」面對紛擾生活，面對萬

花世界，內心不會動搖，這就是超越。

如何超越世間？有以上四點意見。

第一、要視生死一如也，      　

第二、要視苦樂一味也，

第三、要視貧富一念也，      　

第四、要視空有一體也。

豐子愷．護生畫集

蛻化

文／林少雯
圖／豐子愷

新手爸媽

恩典牌物盡其用
文╱阿茲

蠢蠢毛蟲醜，嬌兒莫殺傷，

春來化彩蝶，點綴好風光。

 ──明石詩，虞愚書

豐子愷先生所繪的〈蛻化〉，內容是兩條

毛毛蟲和兩隻翩翩飛舞的美麗蝴蝶，讓讀者

一目了然，直接就能看懂畫面所要表達的意

思。

易懂，是弘一大師期待的，他希望《護生

畫集》的流布，能讓不識字的人看了都能明

白其意。這也是豐子愷的平民風格，他總是

以市井小民的生活為內容，或是畫他平日所

見所聞，所以很容易就能看懂。他的漫畫還

有一大特色，是每幅畫都加上畫題，更有助

於了解畫的內容。

豐子愷作畫，最令人佩服的是他為畫命名

的功力，常令人讀之一驚，尤其是他所繪作

的《護生畫集》，每每可讀到驚人之作，如

〈！！！〉、〈開棺〉、〈我的腿〉、〈吾

兒〉、〈刑場〉、〈謀殺〉等篇章，有如當

頭棒喝，像這樣的畫題，真是收到畫龍點睛

的極致效果。

這幅〈蛻化〉則是毫無轉折，直接了當的

述說。毛蟲變蝴蝶，是自然界中的奇蹟。

從小不點兒的蟲卵，孵化出醜醜的、看了

令人毛骨悚然的毛毛蟲，但是當毛蟲結蛹，

蛹內的生命蘊育成熟，破蛹而出時，竟是美

得令人目眩的蝴蝶。毛蟲和蝴蝶的形象相差

實在懸殊。

就是因為毛蟲和蝴蝶差別太大，懵懂不懂

事的孩童無法想像，見到毛毛蟲那恐怖的模

樣，總會害怕和厭惡，有時不假思索一腳就

將牠踩死。這樣的毫不憐惜，有時不是因為

殘忍，而是害怕，那是一種情緒的發洩，要

將厭惡的東西毀滅，讓身上長滿長長尖尖細

細的毛，還有奇怪顏色和可怖圖紋的蟲蟲消

失掉。

這時，大人就要負起教導的責任，溫言軟

語的告訴孩子，不要去傷害毛毛蟲，牠不久

會變成在花間飛舞的翩翩仙子，讓孩子不再

害怕毛毛蟲，而且對這個小生物懷著期待的

心情，善良的孩子自然就不會去傷害毛毛蟲

了。

「小孩長得實在太快了！」朋友一聽到我

生孩子，馬上傳訊息來，說他有一堆東西可

以寄給我，要我別亂買一通，尤其是衣服。

剛出生的這個階段，是生長速度數一數二

快的時期，買多了沒幾個月就穿不下，太浪

費了，大概這也是老一輩總說小孩穿恩典牌

會比較好養的原因之一。畢竟以前各種花銷

能省一點是一點，用「小孩會比較好養」當

理由，聽起來「比別亂花錢」順耳多了。

收到快遞一開箱，發現裡面果然應有盡有

，從新生兒背巾、蝴蝶包巾、各式衣服，到

專門給寶寶吃的益生菌。拍照給朋友後聊了

一圈，最後她說，「幾個月後你兒子穿不下

、用不到了，再寄回來給我，我打算明年生

第二胎。」

轉眼，兒子已經長到穿不下這些衣服的月

齡了，我將衣服、背巾等物品一一洗乾淨、

裝箱，再放入兩塊用自己的奶做的母乳皂，

聊表謝意。看著箱裡的用品即將再度發揮它

們的功用，我忍不住想，這應該也是一種「

物盡其用」的完美闡釋吧！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十大比丘弟子

   多聞第一阿難 

阿難尊者是佛陀十大比丘弟子中的多聞第

一！

阿難尊者在當時的僧團中，年齡最輕，相

貌非常端嚴，聰明而多聞，佛陀很歡喜他。

摩訶波闍波提夫人等當初要出家作比丘尼

，佛陀的僧團制度，本來是不允許女人加入

，就是因為阿難一再的為他們請求，佛陀想

到事實不可違背，只得方便允許，用八敬法

來補救僧團中容納比丘尼加入的缺點。

因為阿難對女子的出家，非常盡心幫忙，

加之他的人緣很好，女子對他非常的恭敬。

有時，阿難和大迦葉尊者同在行化的途中，

路過比丘尼的蘭若，比丘尼們總是請阿難最

先開示，然後再請大迦葉，可是論大迦葉的

年齡、法臘、戒行，總是強過阿難，而比丘

尼們總是不管這些。

阿難十分受到女人的歡迎，他有一次托途

中，曾給摩登伽女迷惑，佛陀很關心他，用

方便使摩登伽女也出家了。阿難常有這些事

給佛陀麻煩，但阿難有善良的心地，強記的

智慧，肯得幫助人，所以很得佛陀的歡心。

佛陀常常單獨和阿難說教，有一次佛陀住

在跋耆國重閣講堂的時候，曾教阿難對三寶

要有堅定的信仰，不壞信仰比嚴持戒律更重

要。

又有一次，阿難遵照佛陀的指示，禮拜西

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曾見阿彌陀佛大放慈

光，他真是幸運的寵兒，他比別人更易受到

佛光的庇護。

阿難是佛陀的侍者，他常常親侍在佛陀的

左右，當初大家請他出來侍奉佛陀，他曾提

出三個希望要目犍連轉呈佛陀：

第一、佛陀的衣服，無論新舊，他絕不要

穿著。

第二、如有信眾恭請佛陀到家中供養，他

不能侍奉前去。

第三、不是見佛陀的時候，他不去見。

目犍連尊者把阿難的希望轉呈佛陀，佛陀

很歡喜地讚歎道：「阿難真是很有品格的比

丘，他所提出的要求，都是避免譏嫌的預防

。因為阿難是怕比丘們批評說，阿難是為了

穿衣才侍奉佛陀的，或是阿難是為了食物才

侍奉佛陀的，他知道預防，才有這樣的要求

。信者來見佛陀的時候，佛陀說法的機緣是

否成熟，阿難都能夠知道，他實在是一個很

聰明賢能的人。」

阿難做了佛陀的侍者以後，他就經常跟隨

在佛陀的身旁到各地弘化，以這樣的因緣，

如大海似的佛法，完全流入阿難的心中。

佛陀的年齡漸漸的老了，有一天在佈教的

途中，佛陀坐在一棵樹下休息，對阿難說道：

「阿難！為了挽救沉淪在苦海中眾生的慧

命，佈教家是什麼辛苦都不應該推辭的，你

和我常在各地行化，你已逐漸養成信心、慧

心、慈悲心。我現在渴得很，想喝一點水，

你把我的拿出來，到那邊的河流中盛一點水

來給我喝。」 （待續）

阿難尊者多聞第一。 圖／資料照片

歡慶大慈50年 院生回家道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