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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it Times
Australia找到自己，能尋回生命的本質；擴大自己

，能延長生命的價值；昇華自己，能體會

生命的自在；圓滿自己，能覺悟生命的真

諦。

廣結善緣之法
文／星雲大師

兩岸佛教雲集 開創疫後弘法新局
【記者曹麗蕙台北報導】百年大疫讓全球

民眾生活型態大改變，宗教弘法也面臨轉型

的挑戰和考驗。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中

國佛教協會首度聯袂主辦的「2021人間佛教

發展線上研討會」，12月1、2日連兩天隆重

登場。

會中以「後疫情時代的弘法新趨勢」為題

，探討如何在跨疫情期間，開展弘法新局，

吸引兩岸佛教界諸多高僧大德海會「雲（端

）」集，逾500位法師線上線下匯聚參與、

跨海對談，意義殊勝深遠。

12月1日開幕式上，中國佛教協會駐會副

會長宗性法師、明海法師、副祕書長普正法

師、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主席明光法師、

淨耀法師、慈容法師、黃書瑋、監事長首愚

法師、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法鼓山退居方

丈果東法師、香光尼僧團方丈悟因法師、靈

鷲山佛教教團創辦人心道法師、福智僧團住

持如淨法師、佛光山文化院院長依空法師等

，兩岸重量級佛教領袖代表、諸山長老均與

會，顯見對研討會的重視。

    行菩薩道度眾 佛子責無旁貸

普正法師透過視訊表示，疫情讓兩岸佛教

實體交流變得不易，這次透過線上參加研討

會，顯得更為珍貴難得，也展現兩岸佛教界

同根同源、一家親的情誼。

宗性法師致詞時，率先傳達大陸佛教界對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健康的問候和祝福。他

坦言，疫情為佛教弘揚和傳播帶來很多挑戰

，人間佛教與大乘菩薩道精神，相當關切現

世與當代社會，「面對疫情變化，如何能夠

緊盯時代步伐，在弘法形式、內容上能為現

世眾生提供更好的服務，我想這是人間佛教

思想的基本內涵，也是身為佛弟子的責無旁

貸。」他期許大家能針對研討會主題，在交

流互動中，多多提出方案、貢獻智慧力量。

    網路超越距離 給予修持方向

明光法師表示，兩岸共同攜手合辦人間佛

教發展研討會，在佛教發展史上別具意義。

近2年來疫情嚴峻造成生活不便，所幸弘法

者與學佛者對佛教的熱情不減，拜科技所賜

，藉由網路直播或各種教學，也安頓無數民

眾身心。他進一步指出，佛教應該因應ｅ世

代變遷脈動，與時俱進，推陳出新，他盼兩

岸攜手針對「後疫情時代的弘法新趨勢」作

深入的探討、交流，能為佛教開創新局。

逆轉人生

舌尖記憶

人間風景

阿嬤的菜豆仔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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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一個明亮的所在 從環境開始

一日，明太祖朱元璋微服出巡探訪民

瘼，到一古廟忽覺口渴，有一農夫適時

奉上一杯茶，明太祖感激之餘，賜農夫

為縣令。當地一名書生聞曉，心裡極為

不平，便於古廟作一對聯：「十年寒窗

下，不如一杯茶。」翌年，明太祖重遊

此廟，見此對聯，知道是針對自己而題

，遂提筆寫道：「他才不如你，你命不

如他」。

佛教以為：「未成佛道，先結人緣」

。懂得廣結善緣，才會有人緣，才能得

道多助，如同農夫，也是先有一杯茶與

明太祖結的善緣，而後才有獲得官位的

果。在做人處事上，廣結善緣很要緊，

如何做到？有四點意見：

第一、關懷他人要多讚美：讚美是世

間最好的語言，無人不歡喜獲得讚美。

尤其別人失意時，你對他適時的關懷、

問候，如同寒冬送陽，能激發對方的信

心，讓他振奮心情，重燃希望。常言：

「口邊就是緣」，對他人施予關懷，也

為彼此結下好因好緣。因此，關懷讚美

是結緣的最佳妙方。

第二、面帶微笑要常問好：中國人重

視「見面三分情」，既然有緣相見，經

常保持笑容，真心問候，給人感覺如沐

春風。好比處在陌生環境，一個微笑，

能化解不安的心緒；人我間有了芥蒂，

一聲問好，能驅散陰翳。所謂「瞋拳不

打笑臉人」，微笑代表友善與溝通，能

相處融洽，減少磨擦；常常與人問好，

對方得到你的安慰、鼓勵，彼此間，即

已結下一份善緣。

第三、言談舉止要能溫和：與人來往

，態度氣勢凌人，或語帶諷刺，容易令

人心生畏懼而不願親近。佛門教導學人

愛語才能和眾，「愛語」即是以體貼溫

和的語言待人接物。前秦時代，僧伽提

婆大師來中土，譯出許多佛教典籍，也

開啟南方譯經的風潮。他尤以開朗的氣

度、溫和的舉止和悔人不倦的精神，感

動當地許多人心，無人不樂於與之親近

。可見言談舉止溫和有禮，能廣結善緣。

第四、有事相求要不推托：人際之間

是相互成就的，都需要別人的幫助。因

此他人有所困難請求相助時，不輕易推

托，花一點時間，吃一點虧，發心與對

方結緣。如果自己真的力有不足，所謂

「拒絕要有代替」，也要顧及對方的尊

嚴，如語帶和緩婉拒，對方自能感受我

們的善意。願意為人付出，播下的善緣

善種，久而久之，自會開花結果。

人我相處，只要願意為人服務，那怕

是一個點頭、一臉微笑、一句讚美、一

臂助人，都是結緣。所以，如何廣結善

緣？四點意見希望大家參考：

第一、關懷他人要多讚美，　

第二、面帶微笑要常問好，

第三、言談舉止要能溫和，　　

第四、有事相求要不推托。

慈容法師也指出，大疫期間帶來生活諸多

不便，老百姓心中更加空虛，社會瀰漫不安

，此時更需要佛教給予心靈助力，「這次兩

岸發動研討會，即是要承擔出家人的責任，

為大家服務」，舉佛光會近日舉辦國際佛光

會世界會員代表線上大會為例，線上有逾2

萬多人共修；有信徒雖無法參與實體道場，

但透過網路禪淨共修，同時禮拜、打坐、念

佛，能給予信徒精神力量、修持方向，「讓

他們更有力量，把疫情化為烏有，讓業障早

日消除。」

兩天研討會內容豐富，除了首日主題論壇

「後疫情時代的佛教應何去何從？」還有弘

法新趨勢：「線上與線下的佛教弘法」、「

佛教如何停課不停學」、「知己知彼──了

解ｅ世代的思考模式」等。

「2021人間佛教發展線上研討會」連兩天隆重登場，吸引兩岸佛教界諸多高僧大德

海會「雲」集。� 圖／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提供

年終常一起勸募做公益的木蘭姐，非常重

視住家環境清潔，因為她篤信，整齊清潔具

有改變善惡循環的力量。

從事社會服務的她，早年負責探視一些高

風險家庭時，發現不論是一大家子或獨居，

往往房宅本身就充滿風險。因為經濟或社會

條件的不足，或處於身心不佳狀態，為求溫

飽及解決諸多燃眉之急，案主早已無暇管理

居所。

訪視的地區或家庭結構或有不同，但映入

眼簾的景況都很類似：髒汙桌椅，灰暗門窗

，發出異味的爐灶及被單，堆滿雜物的角落

，瓶罐疊置的餐桌、床頭，終年潮溼發霉的

浴廁與牆面。被損壞電器阻斷的出入口，似

乎預告著災難發生時對生命的威脅；衰敗幽

暗的氣息中，總隱藏著許多悲傷或不幸的故

事。就如電影《安娜‧卡列尼娜》的開場白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場景都是

憂悶與絕望。

雖然社福機構也會提供食物、衣物等補給

品，但木蘭姐對於服務對象卻有另類的關懷

思惟：除了協助申請補助、就醫及媒合其他

社會資源，案主也要站起來動一動，而非只

是蟄居一處等待援助，長久下來，身心機能

只會更加惡化。

木蘭姐認為，受助者必須要重新建立跟居

住環境的關係，才能斷除生活風險的累積，

破除生命中「惡的循環」。沒有房子一開始

就是雜亂髒汙的，任何一個住處，初遷入時

都是窗明几淨，預備給住戶遮風避雨的；只

因住戶際遇不順遂、遭逢變故或突發厄運，

才使得棲身之所變成灰暗惡臭的淵藪。

因此，她會引導、鼓勵案主學習整理自家

環境，並結合社區義工一起協助住戶清掃、

整頓。往往一間不到10坪的小房子，竟可清

出一卡車的廢棄物，像是人體內積存多年的

毒物沉痾，人因此重病不起，房子也瀰漫瘴

癘之氣。窮途潦倒之人又居此惡地，無疑讓

人生更落入風險之中。

木蘭姐總是勸說受助家庭，不論老小青壯

，只要願意起身，拿起掃把、裝一桶清水，

清洗地板、桌椅、水槽、浴廁，丟棄腐臭物

品，打開窗戶，讓新鮮空氣帶走憂悶之氣。

雖然不可能馬上改變現況或移居他處，也依

然受失業、老病、孤獨所折騰，但是身處不

潔髒亂之處，只會讓生命感到無望而窒息，

更加沉淪而無法振作。

富過15代的奧祕

享譽世界的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享年

102歲，是蘇州富過15代的家族之後。其家

訓只有30個字：

以產遺子孫，不如以德遺子孫！

以獨有之產遺子孫，不如以公有之產遺子

孫！

作為現代建築歷史上「最後一個現代主義

大師」的貝律銘，為世界帶來了精采絕倫的

作品，包括羅浮宮的玻璃金字塔、華盛頓國

家藝術館東館、香港中國銀行大廈和蘇州博

物館等。

在百年人生裡，他獲得了一個建築師能擁

有的全部榮譽。

但是，他留給人們最深刻的記憶，卻不是

他的建築成就，而是他背後那個生生不息的

家族，孕育出大師的那片沃土。

中國有句古話「富不過三代」，很多富甲

一方、紅極一時的富豪家族，都逃不過這個

詛咒似的命運。但是，貝聿銘所在的貝氏家

族，卻傳承了幾百年，富過15代。而其中的

奧祕，就藏在其家族的30字家訓之中。

善意文集

文╱陳亦純

兒時的我，非常喜歡菜豆的獨特味道。

一天，看到阿嬤拿著一把剛從田裡採來的

菜豆，開心地問她：「今天晚上要炒菜豆嗎

？」想到一盤滿滿的炒菜豆，不由得口水直

流。

結果事與願違，阿嬤卻是把那把菜豆放在

太陽下曝晒。新鮮的菜豆炒一炒就很好吃了

，為什麼要晒乾？阿嬤的行為讓我不解。

「幫阿嬤顧好菜豆仔！下雨時要記得收進

來。」什麼！吃不到炒菜豆就算了，還要幫

忙顧？

雨是沒下來，卻來了麻雀，輕而易舉地叼

著菜豆飛走了！外面曝晒的菜豆成了牠們的

自助餐，趕了又來，趕也趕不走。

「阿嬤！」

「讓鳥仔去吃，牠們吃沒多少，等乾了就

不會來了！」

小氣的我，才捨不得那些菜豆被鳥吃了，

於是自己做了小型的稻草人。沒想到，那些

麻雀竟然完全無視，依舊自顧自地挑菜豆來

吃。

還好，果然如阿嬤所講，當青綠色的菜豆

因曝晒脫水成褐黑色，麻雀就不來了。但我

卻皺起了眉頭，因為黑黑乾乾的菜豆一點都

不討喜，看起來就不好吃！

「戇囡仔！別小看這菜豆仔乾黑黑瘦瘦的

，味道可好了。」雖然阿嬤從沒說過謊，但

我怎麼也不相信，這黑黑瘦瘦的東西會好吃

到哪去。

沒多久，廚房霧氣瀰漫，那菜豆仔乾在水

裡翻滾，當湯色由淡褐色轉成深褐色，空氣

中，瀰漫著菜豆的味道。坐在餐桌前的我，

喝著那一碗菜豆仔湯，除了濃濃的菜豆香，

還有跟那滋味一樣揮之不去的，阿嬤微笑摸

著我頭的幸福感覺。

然而，自從阿嬤過世後，我就不曾再喝過

菜豆仔湯了。

一天，在市場看到熟悉的黑黑乾乾的菜豆

仔乾，我興奮地買回家，如獲至寶！

「爸爸，這黑黑乾乾的會好吃嗎？」女兒

問了當年我問過的問題。

「你等一下就知道！」我故作神祕。

沒多久，廚房開始飄出濃濃的菜豆味，我

知道，有一些回憶也跟著回來了。

外孫坐在安全座椅上繫好安全帶，女婿女

兒也各自就位，他們每周回來和我們相聚一

天，此刻要離開，我們在門口相送。

家中四個成員，極有默契地在轎車外成一

列縱隊，居首的是82歲的母親，之後依序是

我、外子及小女。

母親的相送屬於優雅派，她輕柔地對著車

內的外孫說：「和阿太（客語，曾祖母的意

思）握手好嗎？」外孫乖巧地伸出小手，一

老一小的手就這樣緊握良久，母親陶醉在春

風裡，我碰碰她說：「換我了。」

我是熱情派，猛搔外孫的腋下、肚子、腳

底，逗得他呵呵笑，還又摟又親，一再輕拍

他的胸前，頻頻說：「心肝小寶貝。」外子

輕咳兩聲，我才識趣地退讓一邊。

一向嚴謹木訥的外子，面對2歲的外孫，

用極為嗲聲嗲氣的語調說：「一定要想念外

公喔，下周要早點來，好嗎？」然後無限依

戀地撫摸外孫的頭。

殿後的女兒，則是氣定神閒地靠著車窗，

俯身對外孫耳語一番，然後問他：「你最愛

誰？」外孫發出「姨」的聲音，又用小手指

著女兒。小女得意地環視眾人，比個勝利手

勢，露出驕傲的微笑。

車子緩緩移動了，我們不斷揮手、飛吻，

大聲喊著：「小飯糰（外孫的綽號）再見！

」直到車身隱入黑夜裡。

有句話說「飼一個囡仔痟（瘋）3年」，

單就相送而言，即可領略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