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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禪，不是口上說，不是心

裡思，不是意中想，而是
這一切的完全放下。

台灣佛教論壇 聚焦弘法跨域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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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的意義
文／星雲大師

有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學問

除了來自書本、來自課堂上老師的傳授

外，其實藉著出外旅遊參學，也能增廣

見聞，甚至藉此將書本所學的知識與生

活的體驗聯結起來，知行合一、行解並

重。因此現代旅遊風氣興盛，這是值得

鼓勵的好事。旅遊的意義有什麼呢，以

下四點提供：

第一、對地理環境的了解：旅居世界

各地，首先一定要先熟知當地的地理環

境。比方氣候、生態、交通等，如此在

旅程當中，就能對當地有更深刻的認識

了解，並且融入到我的內心裡。  

就像到美國玩過，美國即在我心裡；

到過歐洲渡假，歐洲也在我心裡，遊歷

的地區愈豐富，就愈能開闊我們的心靈

視野。

第二、對歷史文化的探索：當我們從

事旅遊活動時，除了得到身心的舒解，

心情的愉悅之外，還要進一步獲得寶貴

的知識。除了外在的景點外，還可以增

加一些內涵，做一趟歷史文化探索之旅

，看出文化的價值，看出歷史的意義。

比方這個建築是三千年前，它歷經什

麼樣的朝代，對這些歷史文化能進一步

賞析後，那我們的生命就跟它連接了。

第三、對風景古蹟的欣賞：不論是本

地旅遊或是出國觀光，沿途欣賞風景，

聽聽鳥叫蟲鳴，看看青山白雲，可以激

發活力，擴大視野，無形中讓我們感染

大自然美的氣息。  

再看看世界的各大奇觀之外，尤其巡

訪名勝古蹟，能引發吾人思古之幽情，

讓我們如置身古代，回到過去，親身體

驗和認識當年的榮耀與文明。

第四、對結伴參訪的聯誼：有的人歡

喜三五好友，結伴自助旅行，走到那裡

，都是悠閒自在。也有的人歡喜參加旅

行團，在一個團隊裡面，認識許多不同

的成員，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來自不

同家庭、不同性格，大家一同外出旅行

，從中學習彼此尊重，互相友愛，隨眾

作息。你若能與任何人相處都可以安住

，表示有隨緣隨喜的性格，一定能廣結

許多的朋友。

人生短短數十寒暑，在有限的歲月裡

，可以藉旅遊增長見聞、廣結善緣、充

實知識，擴大我們的生活領域，開拓生

活空間，讓自己走向世界。旅遊時，應

該抱著尋師訪道的心情，才不會有「如

入寶山，空手而回」之憾。因此，旅遊

的意義有以上四點提供。

第一、對地理環境的了解，

第二、對歷史文化的探索，

第三、對風景古蹟的欣賞，

第四、對結伴參訪的聯誼。

蔬食園地

黑米滋養粥
文與圖／但漢蓉 

心意無價

不參賽的紅包
文／林初

家人相處

文／施少閎    圖／洪昭賢

說愛講理要合宜

【人間社記者張梅雅宜蘭報導】由佛光山

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辦，政治大學宗教

研究所、佛光大學佛教學系、佛光山人間佛

教研究院與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協辦之「第2

屆台灣佛教論壇：台灣佛教的跨域移動」，

11月3日至4日於佛大雲水軒舉行。法鼓文理學

院、玄奘大學、佛光大學、慈濟大學、圓光

佛學院等校師生百餘人齊聚一堂，另有來自

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印尼、越南、澳洲、

美國等地60餘人線上參與，大眾討論熱烈。

開幕式上，佛光大學董事長慈惠法師表示

，佛陀在印度遊化弘法就是跨域移動的展現

，這種弘法利生的積極精神貫穿佛教2000年

歷史，台灣佛教在歷史中與不同地域的人們

、宗教、文化、習俗等產生互動交流，藉論

壇讓人們更清楚體認台灣佛教多元與精采。

跨語言、文化   移動汲取養分 

佛光大學校長何卓飛表示，台灣佛教充滿

能量，這是緣於持續受到不同區域民族的文

化、宗教與藝術等方面衝擊與融和，各場學

術討論能展現台灣佛教的豐富樣貌。

佛大佛教研究中心主任萬金川表示，研究

中心在佛光山教團的全力支持下，作為佛教

研究的平台，致力推動漢傳佛教的相關研究

。台灣佛教海外弘法的實踐經驗，不僅是地

域上的跨領域，也是跨語言、文化的領域，

在不斷移動中汲取養分、茁壯，「可以說，

佛教史就是佛教僧信的行腳史、越域移動史

，是值得研究、討論的主題」。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李玉珍談到，第

1屆台灣佛教論壇是去年在慈濟大學舉辦的

線上會議，與會學者就「佛教跨國發展」的

主題，進行討論並引發許多回響。本次以台

灣佛教的移入和移出為題，聚焦台灣佛教超

越種族、文化與國界的特性，希望未來有更

多討論。

台灣位處東亞區域交通樞紐，自有歷史記

載以來，不停接受各種文化與宗教影響，形

成台灣多采多姿又獨特的社會面貌。

從文教到慈善   研討層面廣泛

本次論壇研討範圍廣袤，從跨國移動角度

，觀看從清代佛教傳入台灣的歷史，到近年

緬甸禪修團體在台發展，乃至近代台灣佛教

向世界傳播的弘法策略與挑戰，展現台灣佛

教活動領域之大、影響層面之廣，不僅不受

限在東亞一隅，也不局限於宗教心靈層面，

如佛光山在歐洲、美洲的蓬勃弘法活動，又

如慈濟人透過慈善活動踏遍世界，還有法鼓

山對教育與學術的重視與推動等。

第2天綜合討論，由佛大佛教學院院長郭

朝順主持，李玉珍、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

系侯坤宏、佛大佛教學系教授闞正宗與談，

分別討論如何定義「台灣」、在所謂的「跨

域移動」如何界定「台灣主體性」；如何界

定「佛教」的範圍？如果畫個同心圓，誰為

核心，誰為外圍；不同研究方法各有其限制

，反映出沒有一個是完美的特性；反思此次

論壇對台灣佛教思想史或哲學史方面的論文

發表不多。

閉幕式上，佛大佛教研究中心執行祕書暨

佛教學系助理教授林欣儀宣布，明年「第3

屆台灣佛教論壇」由玄奘大學主辦，會上由

玄奘大學台灣佛教研究中心執行長陳悅萱，

代表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主任昭慧法師

出席接棒；「第4屆台灣佛教論壇」由圓光

佛學研究所主辦，圓光佛學研究所教務長性

嚴法師代表接棒。

⬆第2屆台灣佛教論壇於佛光大學召開，探討台灣佛教的跨域移動，圖為全體合照。 

 圖／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提供

「哥，今年媽媽生日我包3600，你和我包

一樣喔！」每到年節或是別具意義的日子，

我和哥哥會約定好紅包的金額，準時奉上。

如果說過年是媽媽的年終獎金，那麼媽媽

生日就是分紅的時刻！數字隨心意，但一定

和哥哥約定好，紅包袋裡裝的不見得只有鈔

票，也可能多放張電影套票，或是旅遊住宿

券，讓媽媽在每一次打開紅包時，都能有驚

喜！

媽媽總是教育我們，包紅包不是競賽，珍

貴的是心意。也因為媽媽永遠不去比較親朋

好友的紅包大小，所以我們兄妹倆從來沒有

這方面的壓力。倒是每年紅包上的祝福文案

相對來說是比較傷腦筋的。平日裡，我們不

習慣表達肉麻的感謝和祝福，就趁著這些特

別的日子，將滿滿的謝意寫在紅包上一併送

達母親手裡，因此每一個紅包袋都被媽媽好

好收藏著。今年祝賀媽媽生日的紅包袋，我

們寫上「媽媽請保持健康，繼續當我們的靠

山！」

黑米營養價值豐富，富含花青素、鈣、磷

、鐵及維生素E、維生素B群，無論煮飯或

粥都色澤黑亮、帶著淡淡的米穀香氣，加入

同屬麥類的燕麥粒、麥仁（珍珠米）與麥片

同煮。燕麥中的β葡聚糖口感豐富、滑溜順

口，並有助降低壞膽固醇、促進心臟健康、

改善免疫力、穩定血糖的功效，同時加入—

—健腦補腎的核桃、黑芝麻、松子等堅果種

子食物，香甜、補氣血的龍眼乾與枸杞調味

，再加入少許補腎明目的養生黑豆露促進氣

血通暢，在寒冷的季節裡，是一道豐富飽足

的滋補粥品，是補腎養陽的藥石。

《本草綱目》記載：「燕麥多為野生，因

燕雀所食，故名。」

燕麥，性平、味甘，歸肝經、脾經與胃經

，具益肝和胃之功效。用於肝胃不和所致食

少、納差、大便不暢等。」

《本草綱目》記載：黑米有「滋陰補腎，

健脾暖肝、明目活血」之作用，被譽為「補

血米」、「長壽米」，含有滋陰益腎、補胃

等多種食療功能，用黑米釀成養生酒露，色

澤黑色，其氣味芳香，味道香醇，亦有生津

補血之功能。

食材：
A.黑米1米杯、綜合燕麥（燕麥、珍珠米、

麥片混合）1米杯、水約2000c.c.。

B.養生黑豆露100c.c.、龍眼乾半米杯、枸杞3

大匙。

C.核桃1米杯、松子半米杯、黑芝麻粉5大匙

、黑糖半米杯。

作法：

❶將黑米、綜合燕麥快速洗淨2遍，加水浸

泡約30分鐘，放入電鍋煮成黑米燕麥粥。

❷將龍眼乾、枸杞用養生黑豆露浸泡軟化備

用。

❸將泡開軟化的枸杞與龍眼乾，放入煮好的

黑米燕麥中再次煮滾後，小火熬煮3～5分

鐘散發掉酒氣，關火燜10分鐘左右，讓黑

米粥與果乾的香氣、甜味融合。

❹熱粥盛入碗中，適量加入食材C，核桃、

松子、黑芝麻粉與適量的黑糖調味即可。

經常聽到有人說：「家不是講道理的地方

」 。乍聽之下，平常喜歡講道理的人可能會

像挨了一記悶棍，但是，「家不是講道理的

地方，是講愛的地方」。才是它真正要完整

表達的意思。這句話並非否定講道理這件事

，其更深層的意思應該是指，當道理跟愛相

抵觸時，哪一個優先？哪一個該被放下？不

要贏了道理失去了人心；不要道理沒講成，

連愛也被撕裂了。應該要讓愛先行。

每個家庭成員都是獨立的個體，即使人人

都講愛，當觀念不同、想法互異時，該如何

相處？雖說愛才是家庭的基石，但在很多情

況下，講道理才能讓彼此的關係更和諧。講

道理並不是得理不饒人，更不能以愛之名行

情緒勒索之實。不論是講愛、講道理，合宜

的拿捏總需要智慧。

「家不是講道理的地方」，這句話可能被

刻意曲解嗎？可能成為家中某成員蠻橫霸道

、私心自用的盾牌嗎？有些人把愛看得很輕

，對「講道理」也不屑一顧，習於盤算利益

，把私欲擺前頭。職是之故，「家不是講道

理的地方」是把兩面刃，對心術不正、賣弄

小聰明的人，反而可能成為逞私欲的工具。

原本該是一句美善之言，卻也可能被價值

觀不純良的人濫用，這樣的後果，其實是令

人沮喪不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