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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他古今
文／星雲大師

佳節憶往

文╱王麗娟   圖╱資料照片

典故趣聞

相處之道

福倒！福到？

晨起不說話

文／朱同慶   圖／資料照片

文／陳啟文

【記者李祖翔台北報導】國際佛光會舉辦

「佛光會30．奮起飛揚」慶祝30歲生日，日

前特別為167戶「三好人家」授證，由三組

典範分享「信仰傳承」的因緣與對生活，乃

至人生的影響，聽完令人感佩的心得後，國

際佛光會祕書長覺培法師表示，「這時代每

個人都有信仰傳承的使命，不只要法脈傳承

，更要血脈傳承，把信仰、慈悲、因果注入

家庭和社會，面向更多的30年。」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青年總團執行長慧傳

法師首先分享自外祖父李決和開始，一家

與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結下的緣分。外祖父

本來不信佛，讀了大師文章才起皈依念想，

1953年邀請大師到宜蘭弘法，並擔任閩南話

的翻譯，「那時108人在雷音寺皈依，我的

外祖父是第一個。」

    
不忘師恩 全家護法

由於大師的開示受用無窮，李決和居士不

只聽佛法，更無給職的發心奉獻，參與宜蘭

念佛會的佛堂建造、擔任雷音寺總務主任15

年、在大慈育幼院當義工，更是仁愛之家第

一任院長。

慧傳法師的出生與菩薩有緣，父親過世時

叮囑他哥哥買橡皮筋纏繞他雙手，讓他能合

十往生，佛事都是星雲大師操辦，母親說：

「不能忘記這份恩德，要將此身心獻佛剎。

」有一年，美國西來寺舉辦三壇大典，已出

家的二姨慈莊法師說：「還等什麼，有這麼

好的因緣，快出家！」加上哥哥慧龍法師在

佛光山等種種因緣，他決定加入佛門龍象，

並表示出家是此生必然的選擇。大師影響慧

傳法師最深的是──總有辦法度過難關。他

以四句話分享大師法門：「以無為有，以空

為樂，以退為進，以眾為我。」最後唱誦〈

佛光四句偈〉祝福佛光人，勉勵一起將師父

的理念推廣出去。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副總會長劉招明則是

移民澳洲後，1992年擔任佛光會布里斯本分

會長，1993年皈依，太太陳秋琴也發心在中

天學校當執行校長，當年夫妻邀請孩子皈依

踢到鐵板，為了孩子說的「我們不認識佛教

不能皈依」，全家回台參加短期出家修道會

，2000年再舉辦澳紐青年佛學營，孩子們才

在正知正見的薰陶下有信仰。

  
  集體創作 眾緣成就

劉招明說，佛光會影響他們最多的，是能

讓所有會員一同學習、服務，廣結善緣、修

福修慧，充實有價值的生活。陳秋琴感謝星

雲大師用三好四給弘揚人間佛教，讓人生奮

起飛揚，現場並請兩個孫子獻唱倒背如流的

〈佛光山之歌〉。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南區協會長林文輝則

提及，28年前母親想抵押房地產在旗山建道

場的驚人之舉。母親分享是感佩大師為媽媽

助念，及看大師寫的文章感動，覺得能聆聽

佛法很幸福才想讓更多人接觸這麼歡喜的法

語，從此300、500元的捐款，一席話令覺培

法師敬重：「許多道場、寺院的背後，有太

多小人物和家庭的付出。」

林文輝還說，儘管華人對信仰的自由度高

，但家長有責任為下一代規畫道路與責任，

「只要我們堅持，堅持著就會走過來了。」

兩個兒子因為參加印度公益旅行、童軍有了

服務與信仰的感觸，表示有佛光會給予的學

習機會才有站上世界舞台、回饋鄰里的一天

，強調「面對職場，佛光童軍是很有競爭力

的」

共信仰傳承 授證167戶三好人家

國際佛光會舉辦「佛光會30．奮起飛揚」

慶祝30歲生日，特別為167戶「三好人家」

授證。� 圖╱人間社記者莊美昭

春節是我們最重視的節日，那並非指單一

的日子，而是接連好幾天的活動。大掃除、

辦年貨、除夕敬拜神明和祖先後全家圍爐，

供桌上擺的糕粿插上「飯春花」，表示年年

有餘，因為台語「春」和「剩」的發音是一

樣的。

我當起書僮磨墨，拿著墨條順時鐘方向畫

圈圈，一邊磨，一邊把濃稠的墨汁推向硯池

，磨出一屋子的墨香。爸爸寫的春聯，用他

的名字起頭：「長義千秋名不朽，成仁百行

孝為先」，橫批是「長禮守信萬事成」。每

次進家門時，我都會看著春聯，在心中默念

一次，覺得新年是被爸爸的春聯寫來的。

北部人會在門楣掛上八仙彩，屋裡屋外貼

著「春」、「福」，貼出喜洋洋的年味；南

部人喜歡在春聯的橫批下方懸貼五張彩色的

福符，鏤空的花紋繁麗而細緻，上頭印著「

五福臨門」、「天官賜福」、「福祿壽喜」

的吉祥字樣，風吹了過來，ㄈㄨˊㄈㄨˊㄈ

ㄨˊ，福氣就被請進了屋子裡。

媽媽忙著蒸年糕，方形的籠床蒸著帶有蘿

蔔香氣的鹹粿；圓形的竹籠逸散著一股特殊

的香蕉油香氣，蒸的是甜粿。新年，也是被

媽媽蒸的年糕香來的。甜粿、菜頭粿、發粿

，各式各樣好吃的粿，撐起一個年，也把我

們的肚子撐得鼓鼓的。我不愛吃甜點，媽媽

常說：「呷好粿，好過年。」「粿」和「過

」的閩南語發音是一樣的，我吃一塊甜糕，

讓自己過好年。

喜歡在新年翻看相片，黑白的照片裡，家

族排成兩排，在古厝的晒穀場合照，前排長

者坐在藤椅上，兄長全穿上卡其制服站在後

排，我還小，規規矩矩地站在爸爸和奶奶的

中間。古厝的春聯正是以爸爸名字起頭，那

年，我才五歲，看不懂那些字的意義，現在

才明白，春聯裡融入了爸爸對我們的期許。

這年代，鮮少有人自己揮毫寫春聯，貼的

是噴了香水的春聯，總覺得少了墨香的質感

；也有貼上閃閃發亮的雷射春聯，非常亮眼

，卻少了手寫的溫度。每逢歲暮，我到廟宇

排隊領春聯，老師寫了一幅「歡喜心」，還

貼上閃亮的燭焰，每次看到就會覺得心歡喜

。寫好的春聯掛在繩子上等著風乾，濃郁的

墨香帶著我重返當年。

爸爸揮毫寫春聯，媽媽揮汗蒸年糕，墨香

與甜糕裡藏的香蕉油味，是春節最美好的回

憶。

濃濃年節習俗 最是讓人懷念

在民間，一直流傳著一個關於倒貼「福」

字的有趣傳說，據說，這個傳說與清代的恭

親王府有關。

相傳，恭王府裡的管家，不僅能說會道，

也頗具才華。有一年除夕，管家為了討主子

的歡心，便興致勃勃揮毫潑墨寫了幾張斗大

的「福」字，又命人將這些「福」字，貼於

庫房和王府大門之上。

誰知，其中一個家丁不識字，誤將大門上

的「福」字貼倒了。恭親王福晉見狀勃然大

怒，要嚴懲倒貼「福」字的家丁。一旁的管

家見勢不妙，因怕受到牽連，便連忙跪下說

：「奴才常聽人說，恭親王壽高福大，造化

大。如今大福果真到（倒）了，此乃吉祥之

兆！」

福晉聽了，感到此番言語倒也合情合理，

思忖著，難怪過往的行人都說恭親王府福到

（倒）了。如此一來，福晉轉怒為喜。這一

高興不打緊，非但不懲罰，還重賞了管家與

那個倒貼「福」的家丁。從此，將「福」字

倒貼，即是「福到了」的說法，便以訛傳訛

地流行開來。

有學者認為，大門的「福」字本應正貼，

其寓意著開門迎福、吉祥臨門。而貼「福」

字還講究朝裡貼，寓意著把幸福、福氣統統

領到家裡來。然，倒貼「福」字的地方，也

並非沒有。例如：垃圾桶、水缸、水桶、櫃

子等處的「福」字，就要倒著貼。

早年間，人們認為垃圾是汙穢的東西，會

帶來疾病，因此將倒垃圾視為「扔災」。另

外，垃圾都是一些廢棄物，廢棄物又代表貧

窮，故此倒垃圾也就有了「送窮」的美稱。

將垃圾桶上的「福」字倒貼，每當倒垃圾時

，上面的「福」字也就正了。也就是說，把

災和窮都倒掉了，福便隨之而來。另外，衣

櫃是存放物品的地方，將「福」字倒貼在上

面，寓意著福氣會一直來到家裡、屋裡、櫃

子裡。

在沒有自來水的年代，家家戶戶都離不開

水缸、水桶。在民間素來有「聚水為財」的

說法，用水桶從外面打水進來，往家中的水

缸裡倒，又稱之為「財進家」。將水桶上的

「福」字倒貼，在用水桶往水缸裡倒水時，

「福」字順勢便正了。人們常說，財進了家

，福也就到家啦！

不管春夏秋冬、男女老少，平日或假日、

有事或沒事，很多人都有「起床氣」，我家

也不例外。夫妻、親子之間，時常為了起床

後的一句話或一個舉動而大發脾氣，雖然氣

過不久就風平浪靜，但起床氣爆發當下，還

是會影響晨起甚至一整天的心情。

經過很長一段時間，也嘗試過很多方式溝

通、磨合，仍然無法獲得有效的改善，起床

氣依然像不定時炸彈，隨時都可能爆發。最

後，大家乾脆都「不說話」，起床後保持沉

默，各忙各的，誰也不去管誰，直到過了起

床氣爆發的時間後，才開口互相問候。久而

久之，起床後「不說話」，竟成了我們家的

習慣。

事實上，每天起床後要講的話應該大同小

異，如果無法保證不會爆發「起床氣」，不

妨把想說的話，延後到等大家都能心平氣和

的情況下再說，家庭氣氛反而更加和諧。

人與人之間，人與宇宙萬物之間，
都是不可分割的，彼此都是對方的
一部份。

在這世間，有許多的分別，人類有男

女老幼，空間有上下左右，時節有晝夜

冷暖，人生有榮枯善惡等，乃至人際有

自他不同，時間有古今差異。這麼多的

不同中，什麼是「自他古今」的分別？

以下四點說明：

第一、自家富貴不著心裡：擁有富貴

榮華，究竟好壞？其實都在一念之中。

如果你太執著於有錢、有勢、有功名、

有利祿，就會介意、掛念，甚至為之牽

絆，感到不勝負荷。但假如你能擁有而

不負擔，隨緣而不著意，「富貴於我如

浮雲」，那麼在你的世界裡，什麼東西

都能容納，就能逍遙自在，心的世界，

也自然寬廣無限。

第二、他人富貴不著眼裡：他人的富

貴，你歆羨嗎？你貪圖嗎？假如是，你

的心志就動搖了，日子就辛苦了，你會

成天追逐這些而疲憊不堪。但如果你不

將他人富貴著於眼裡，好比「文官不愛

錢，武將不惜死」的精神，在少欲知足

的清淨中，一樣可以安身立命。戰國時

代黔婁，家徒四壁，能安貧守道；居陋

巷的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也樂在其

中。唯有不受富貴誘惑，不因窮困而喪

志，就能堅持信念，成就大器。

第三、古人忠孝不離胸中：忠孝是來

自內心的感情良知，維繫人際間倫理綱

常。在佛教裡，佛陀為父擔棺，又以「

親族之蔭勝餘蔭」感動琉璃王退兵，避

免攻打祖國；目犍連救母離地獄脫苦海

，舍利弗入滅前，返故里向母辭別；在

歷史上，岳飛精忠報國，關雲長赤膽忠

義，文天祥的忠肝義膽，在在顯示古人

的忠孝不離心中，更求忠孝兩全。

第四、今人忠孝不離口中：忠孝是傳

統的美德，至今許多人卻視如戲言，只

是口上說給別人聽，自己卻不一定會去

做。像現在，忤逆不孝的事件，時而聞

之；甚至道德淪喪，不顧社會國家的事

件，也經常見到，實在令人不勝唏噓。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時代不斷在演進，古人美好的行儀

，是今人效法的處世原則；世間雖眾多

紛擾，心中有原則，就不會在妄想分別

的洪流中迷失。如何將「自他古今」拿

捏得宜？有以上這四點。

第一、自家富貴不著心裡，  

第二、他人富貴不著眼裡，

第三、古人忠孝不離胸中，  

第四、今人忠孝不離口中。

一個屋簷下

享受角色扮演
文／洪金鳳

現今，兩個兒子都已各自獨立，但我在家

中最喜歡的，還是扮演「姐姐」的角色。

我因外表矮小、長相平凡，為宣告青春常

在、永遠不老，經常跟兒子們開玩笑，要他

們稱呼我為「姐姐」。「別人若問起我是誰

，要說我是你們的姐姐哦！」兒子們對於我

的宣告總是不以為然，一笑置之。

兒子們高中以前，因為我和老公都是朝八

晚五的上班族，所以下課後就必須到安親班

，讓下班後的我省去許多繁雜事務，也因此

非常感謝安親班的老師與行政人員。

那時，每當兒子問起我的年齡，我都不假

思索回答「25歲」。有一回，安親班老師覺

得很納悶，才25歲怎麼有兩個讀國小的兒子

了，還為此特別開口詢問，我只好據實以告

，老師聽了直呼「媽媽真可愛」。

因為這件事，拉近了我和老師的距離；兒

子們也因為「姐姐」的角色比較容易親近，

每天回家都會跟我分享好事或煩惱。而對凡

事都會尊重我意見的老公而言，我也是他可

以諮詢各類事務的「軍師姐姐」。時間飛快

而過，老公退休、兒子長大，然而我在家中

扮演的角色，並沒有因為時間過去而改變，

永遠是這個家中講話最有分量的「姐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