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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名富貴轉眼空，唯立功、立德才是真

受用；世間三界皆火宅，唯安身、安心

才是好淨土。

極之後
文／星雲大師

台灣民間的信仰，到了每年的正月初一，

許多民眾都會到寺院裡「燒頭香、撞頭鐘、

擊頭鼓」，乃至不少廟宇還有「搶頭香」的

習俗，認為搶到頭香來年諸事亨通，平安順

利，因此，只見大批民眾蜂擁而上，爭先恐

後，不惜大打出手，拚了命要搶插頭香，真

是讓人看了膽戰心驚。

甚至於過去在大陸，還有人事先躲在香案

底下，等到零點一秒，時間一到，立刻衝出

來把香插進香爐，表示「這是我的頭香」。

這樣的想法實在不合乎佛意，確實有改善的

必要。在《六祖壇經》中有一個故事，有一

次，六祖惠能大師集合大眾，說：「我有一

樣東西，它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

，大家還識得嗎？」

當與會大眾遲遲說不出個所以然的時候，

座下弟子神會立刻就站起來，回答說：「是

諸佛的本源，是眾生的佛性。」

惠能大師聽後，卻呵斥他說：「已經跟你

說是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你卻

還要喚作本源、佛性，就是將來能有出息，

也只不過是個知識分子，不是個大徹大悟的

禪師！」其實，佛教對於時間的概念是圓形

的循環，沒有前後、頭尾之分、也無始亦無

終。

禪居食堂

文與圖╱張穎容    料理示範╱妙具

澎派白菜烘 擺盤喜氣吃法多元

「極」是極端、極點，人尤其常常陷

在極端的情緒裡，好比憤怒至極、煩惱

至極、悲傷至極……等等。《易經》裡

說：「剝極必復」，意指惡劣的情況到

達極點後，必定轉好；而所謂「物極必

反」，極盛之後，也會是衰的開始。因

此，無論苦樂盛衰，極之後是什麼呢？

我們對於「極」應該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以下四點：

第一、苦極必須忍耐：人世間，我們

會遇到物質上的不足，事業、學業上的

辛勞，人事上的協調，金錢上的短絀，

愛情上的辛酸，甚至生活上遭遇的各種

境界，都令人感到好苦。苦到極點怎麼

辦？有的人苦到想不通，選擇逃課、逃

跑、逃亡、甚至自殺了斷。苦到極點時

，逃避是都沒有用的，這時候必須要忍

耐。忍是力量，忍是知苦，忍能處理，

忍能化解，苦極之後，你能安忍，就會

有另外的轉機。

第二、憂極必須釋懷：有時候，我們

會憂傷到極點，會掛念到極點，因為太

過憂傷，一直惦記在心中，無法放下，

吃不下飯，睡不著覺，這不僅於事無補

，也是很划不來的。你憂傷，有用嗎？

你憂傷，就能解決嗎？倘若憂傷能解決

問題，倒也還好，若不能解決，就必須

釋懷，另外用智慧、用方法來面對，找

出解決之道。

第三、喜極不可失態：遇到喜事，好

比「股票漲價了」、「中獎了」、「得

第一名了」，甚至運動場上，獲金、獲

銀，這固然是很令人歡喜，但是不能太

過狂歡。有人過於興奮、情緒無力負荷

而暈倒，也有人喜極而言行失控。所謂

：「德不足，力有餘，過盛必衰。」太

喜而沉不住氣，讓人覺得輕浮，太喜而

言行失態，也會給人看不起。因此，喜

極不可失態。

第四、樂極不可生悲：人生禍福無常

，凡事都要適可而止，以免歡樂過度，

招致悲慘的後果。有人主張人生要「縱

欲」，這種快樂是不實在的，縱欲的結

果，跟隨而來的就是身心交瘁、人格墮

落，所以說「樂極」必「生悲」，這是

不究竟的。

人生有苦有樂，太苦了，要提起內心

的快樂；太樂了，也要明白苦的真相。

過於熱烘烘的快樂，樂極生悲；太過冷

冰冰的痛苦，苦得無味，最好是過不苦

不樂的中道生活。這四點「極之後」，

是平衡人生的四個方法。

第一、苦極必須忍耐，       

第二、憂極必須釋懷，

第三、喜極不可失態，       

第四、樂極不可生悲。

佛 法 真 義

「燒頭香、撞頭鐘、擊頭鼓」也是一樣的

道理，它並不是在時間上規定，也不是搶在

別人之前就叫作「燒頭香、撞頭鐘、擊頭鼓

」。燒香是一種恭敬，你有你的頭香、頭鐘

，我也有我的頭香、頭鐘，與別人沒有關係

。你在正月初一燒頭香，我到三月十五才有

時間燒香，那也是我的頭香。頭香並不特定

在哪一天、哪個時間燒，比如，世界各地的

時間都不同，如在台灣是清晨，在洛杉磯則

是傍晚，那麼全世界有一、兩百個國家，寺

廟這麼多，信徒這麼多，哪一個人燒的香才

是頭香？哪一個人撞的鐘才是頭鐘？哪一個

人擊的鼓才是頭鼓呢？

所以，在佛光山我們不稱「燒頭香」，而

稱「燒年香」。往年的過年，佛光山都要等

到晚上十二點零一秒才讓大家撞頭鐘、燒年

香，但我認為要人家等到十二點敲了鐘、燒

了香才回去，路途遙遠，會造成別人的不方

便，佛法是給人方便的。所以，過年到了，

大家燒一炷香，那個年香就是頭香。我們的

心不要給時空、地理錯亂了，燒頭香是沒有

時間標準的。

佛陀上忉利天宮為母親說法，回到人間的

時候，蓮花色搶先於眾弟子之前迎接佛陀。

可是佛陀卻告訴蓮花色：「事實上第一個來

迎接我的人是須菩提。」蓮花色疑惑的問：

「須菩提不是還在室中打坐嗎？怎麼會是第

一位來迎接您的人呢？」佛陀說：「蓮花色

，須菩提現在正在觀空入定，他與真理相應

，就能見到佛陀，這就是迎接佛陀。」

所以說，燒香、敬佛，不可以用世俗之心

與聖者接觸；只要你心意真誠，任何地方、

任何時刻，即使是在家中的佛堂，獻上心香

一瓣，也可稱為「燒頭香」，就是到寺院裡

敲鐘、擊鼓亦是如此。

我認為宗教不可以走向商業化，不能買賣

，宗教是純粹的信仰，宗教是神聖的。每一

頭香與頭鐘、頭鼓
文／星雲大師  圖／游智光

個人只要在一年當中到寺廟插的第一炷香就

是頭香，敲的第一鎚鐘就是頭鐘，擊的第一

陣鼓就是頭鼓，如此，才符合佛法平等的意

義。

大白菜是冬季盛產的美味蔬菜，號稱「

冬季蔬菜之王」，口感清脆鮮甜，且料理

手法多元，不論清炒、燉煮、滷、醃漬等

，都十分適合，「禪居食堂」年菜這次端

出「澎派白菜烘」，白菜與其他食材烹炒

，看起來相當澎派且人見人愛，這道料理

單吃、配飯吃，甚至直接當湯品嘗，也都

極為美味。

大白菜具有低熱量、水分豐富的優點，

富含維生素C、鉀、鈣、鎂以及膳食纖維

等各種營養，是美國癌症醫學會推廣的30

種抗癌蔬果之一。維生素C可提高免疫力

、預防感冒、消除疲勞、預防心血管疾病

。鉀則能排出體內的鈉，不但能消除身體

的浮腫，還有助於血壓調降及利尿，而膳

食纖維則促進腸胃蠕動，改善便祕。

據台灣癌症基金會資料表示，大白菜雖

為綠色蔬菜，但它白色部分並未行光合作

用，因此含有葉黃素抗氧化物質，可降低

癌症的發生。

食材：
白菜1顆、紅蘿蔔1小塊、素火腿1小塊

、乾香菇4朵、杏鮑菇4條、豆包1片、金

針菇1包、薑1小塊、鹽、油、醬油膏、胡

椒粉。

作法：

❶杏鮑菇切片燙軟備用、白菜、紅蘿蔔

、火腿、豆包切絲，乾香菇泡發切絲

（留1朵放碗底），薑切末。

❷起油鍋，依次放入薑末、香菇絲、豆

包絲、素火腿絲、紅蘿蔔絲、金針菇炒

香，加入鹽、胡椒粉和醬油膏調味，再

放入白菜梗炒軟，倒入剛泡發香菇和煮

杏鮑菇的水，最後再放入白菜葉炒軟。

❸準備1個碗公，鋪上年糕紙後，在碗底

放1朵香菇，在將杏鮑菇依序排成1圈後

，再將炒好的白菜倒入碗中，蓋上年糕

紙。

❹電鍋外鍋倒入1杯水，將白菜烘放入裡

面蒸，等電鍋跳起就可取出。

❺白菜烘取出後，先將部分湯汁倒至小

碗，接著將白菜烘倒扣，即可上桌。

日前播下的羅漢松種子，為了迎接新年到

來，陸陸續續抽出新芽。生命真奇妙，那開

裂的種殼還頂在葉稍呢，似乎在向全世界宣

告，一株株綠油油的羅漢松就是從這小小圓

圓的種子裡孕育出來的。看它從土裡露出彎

彎綠莖，那股排除萬難、奮力挺直的勁兒，

令人萬分感動，我不禁在一旁幫它搖旗吶喊

：「加油、加油！」

那纖弱身軀一日日伸展，翠綠嫩芽迫不及

待、拚了命地開枝散葉，像極好奇寶寶忙著

探索這個大千世界，旺盛的生命力，令我驚

豔不已。這讓人動容的畫面讓我想起了育兒

的情景，雖含辛茹苦卻滿心歡喜，一路陪伴

孩子成長茁壯，那是彌足珍貴的緣分與福分

啊！

一盆不畏寒冬、努力求生的羅漢松，讓我

看見生命傳承的喜悅，也讓我體悟，精采人

生需要勇氣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新年伊始萬

象更新，我對著這欣欣向榮的小生命許下新

年新希望：願未來的日子裡，愛我的人和我

愛的人都能健康平安，懂得感恩知足，擁有

快樂美好的幸福人生。

新生喜悅

新年新希望
文／郎英 

處世哲學

以茶為師

文／珍珍    圖／資料照片

人在江湖走，哪有可能不踢到石頭。

小孩不聽話、老公不體貼、婆婆大小眼、

主管攬功卸責、同事欺善怕惡……生活中的

大小烏雲總是欲走還留，給不了幾日朗朗晴

空的好日子。

茶，是當年考大學熬夜苦讀的提神良藥，

而今卻是我排憂解悶的心靈雞湯。

想那茶葉原本生長在雲霧繚繞的高山上，

被採茶姑娘摘下，經過日光萎凋、揉捻成團

、高溫烘焙等層層工序，改變了它的色、香

、味、形，最後還得經過沸水的一番潤澤浸

泡，才能入口回甘、香氣怡人。「茶」以它

的一生，驕傲地展示了處世的哲學。

如果未曾精製，它只是生長在高山茶樹上

的一片普通葉子，沒有任何價值，也沖泡不

出醉人滋味；但一經摘下，它的使命便油然

而生，通過烈火沸水的千錘百煉，造就出非

凡身價，成為「茶亦醉人何須酒」的最佳注

解。

在一泡又一泡的茶湯中，憤怒、不甘、失

望、難過慢慢淡去，最後喝一杯白開水，竟

也嘗出淡淡的甜味；心靈被洗滌了，路漸漸

開展，體會到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更要

處之泰然，面對、接受、處理、放下，才是

有智慧的生活態度。

關關難過關關過，日子總會迎來雨過天青

、望見雲破處的湛藍。我想成為一泡「貴參

參」的冠軍茶，「喝了再上」，在人生的戰

場馬力十足，火力全開！

每一個人只要在一年當中到寺廟插的第一

炷香就是頭香，敲的第一鎚鐘就是頭鐘，擊

的第一陣鼓就是頭鼓，如此，才符合佛法平

等的意義。

阡陌之時

爺爺的鍋貼
文╱吳鈞堯 

回金門一定會到莒光路。它是金城鎮最重

要的街道，市場、商店、小吃在這裡，名聞

遐邇的貞節牌坊古蹟也是，小三通後莒光路

成了大陸街，香菇、漁貨、衣物等，擺滿店

面。

到金城，都得「盛裝」，穿上較新一些的

卡其制服。爺爺常帶我進城訪姑姑，一次留

宿竟沒有棉被，爺孫受凍一夜，隔天才說，

姑姑又氣又笑，當笑話傳了好一陣子。今昔

之間，街景與路最容易改變，我已經找不到

曲折之間通抵鎮中心的小路，它像尋寶祕徑

，消失不見，讓它本身更夢幻。

我停機車在貞節牌坊附近，看一看「金馬

照相館」、「鍋貼大王」，還在不在。莒光

路是我童年美滿豐富的大街，它擠滿了人，

花的綠的衣裳高高掛滿商店樓房，矮的胖的

老的少的都走在街上，指著玩的喝的用的議

論紛紛。水果香、鞭炮硝味混合出一股非常

足滿的味道，市集在玫瑰色的氣流裡流動起

來。

我走進「集成」鍋貼店，點了鍋貼跟湯，

問老闆「鍋貼大王」還營業嗎﹖他說，「鍋

貼大王」早就不做了，補充說他們的鍋貼料

好味美，也是老店。晚間，走在莒光路，行

人三三兩兩，燈光有昏有暗，我走在參差的

記憶上。

鍋貼大王是我跟爺爺的最愛，告別姑姑、

婉拒午餐，實則在此報到。爺爺願意帶我，

必定是我的饞樣驚人，熱呼呼的鍋貼上桌，

我謹記不能先爺爺動筷，忍著時口水咕嚕，

肚子裡頭有一隻蛙。而今牠產卵、孵化，跳

啊跳，跳上莒光路。

鄉愁類似肚子餓，呱、呱……我終於等到

爺爺夾起第一粒鍋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