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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

                 我們無法停止時間軌道的轉動，但要從中覺悟無常的真諦；

                 我們無法追逐日昇月落的腳步，但要從中認清生命的價值。

                  於情義中，覺悟真理；在甘苦中，領會無常。 ~~星雲大師

金錢可以買得到美服，

但買不到氣質；

金錢可以買得到股票，

但買不到滿足；

金錢可以買得到書籍，

但買不到信慧；

金錢可以買得到床鋪，

但買不到睡眠。

文／白石莊主人

大自然的
公共財

         西來寺活動看版

                                       

8/06（三） 心培和尚佛學講座

8/03（日）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瑜伽燄口法會

孝親報恩梁皇法會
7/27（日）

8/03（日）

~

日期 活動內容

   人間植物禪

❶

到過佛光祖庭中國宜興大覺寺的人都會

說這裡很美，青山綠水、園林雕塑、精緻

彩繪、雕梁畫棟、莊嚴殿堂，隨處禪意盎

然，各有奇趣，彷彿走入山水畫裡，自己

也成為景致的一部分。 

繪畫、雕塑與建築同為「視覺藝術」的

三個主要類別。世界上偉大的藝術作品不

少，其中又以宗教藝術品更能流傳千古，

就像敦煌莫高窟石窟群，以其龐大、瑰麗

、精緻的藝術作品，為後人留下寶貴的文

化資產。

早在佛陀時代，寺院就已經流行佛教繪

畫。根據佛經記載，須達長者布施祇園精

舍後，曾請教佛陀如何裝飾寺院，佛陀教

以青、黃、赤及彩色繪圖，成為後世壁畫

的起源。

繪畫在中國以藝術形式出現，最早是運

用在旗幟、服裝、門板、牆壁，以及各種

平面的繪飾上。到了漢代，技法日臻成熟

，一般廳堂、宮殿的內部更以壁畫作為裝

飾；直到唐朝，寺廟幾乎全以壁畫作為壁

飾，形成一種獨特的繪畫藝術。

佛法的教化由文字到圖樣，由靜態到動

態，無非都是度眾的方便，這些壁畫不僅

是藝術的作品，更反映出現實社會的景象

。藉由壁畫與社會情感願望相結合，融入

當代的社會生活，使得佛教繪畫藝術開拓

出更寬廣的空間。 到宜興大覺寺，細細欣賞，您會看到五

個山門和大雄寶殿的屋梁，彩繪有佛像、

菩薩、羅漢、飛天、祥龍、雲彩、如意、

蓮花等等圖騰，為建築增添美感。

「如來苑」如史詩般的大型佛陀行化浮

雕（圖），畫有佛陀帶領一千二百五十

位比丘在人間遊化，上至王公貴族，下至

平民百姓，甚至飛禽走獸，草木叢林，都

沐浴在和煦的佛光中。鮮麗的色彩，活潑

生動地繪製了佛陀行走四方、廣度有情的

壯美人生。

大雄寶殿內的東西兩幅玉雕經變圖，分

別刻畫了《藥師經》中，藥師佛發十二大

願與日光、月光、藥王、藥上菩薩及十二

藥叉大將，建設東方琉璃世界；和《阿彌

陀經》的阿彌陀佛發四十八大願，和觀世

音及大勢至菩薩建設了黃金鋪地、七寶池

、八功德水、樹木花草水鳥都在念佛念法

念僧的西方極樂淨土。這東西兩方淨土世

界的佛國景象，讓來山大眾升起無限的光

明希望。

大殿外牆上方，四十八幅豐子愷的護生

畫集，樸實簡約的畫風，闡述了人與動物

及自然和諧共存的重要，勸導大眾從消極

的不殺生轉化為積極的護生（圖）。

而十二幅佛陀行化故事圖（圖），讓

我們知道佛陀教育眾生，以身作則、觀機

逗教，不分貧富貴賤，不擇智愚利鈍，以

善巧方便來教導眾生將身口意導歸於正確

、和諧、圓滿的領域，從而改心換性，過

一個健康、自在、快樂的人生。

「佛光緣美術館」宜興分館常態性的安

排各類美術工藝展，體現星雲大師不光以

傳播佛教理念、布教弘法為目的，也在服

務社會、美化人心，讓藝術生活化，將生

活歡喜布滿人間；未來「白塔」完成後，

設有佛寶樓、法寶樓、僧寶樓，將以精美

的現代藝術和科技文物展現佛陀的崇高偉

大，佛教教理的博大精深，以及出家僧人

的弘法利生。

全寺一路走來，最富趣味性的應屬西坡

走道上的彩繪淨房了，許多人發現這座美

麗的小屋子竟然就是洗手間時，不禁會心

一笑。往前使用的同時，也會仔細欣賞牆

面上春夏秋冬的景致，和溫馨逗趣的人物

和動物（圖）。

大覺寺的建築、雕塑與繪畫已融為一體

，粉牆黛瓦的觀音殿，紅黃宮殿式的大雄

寶殿，醒目的香林多寶白塔，以及隨處可

見的星雲法語燈柱，配合著精巧的園林和

青翠的山勢，整體看來就像一座兼具弘法

與藝術功能的大型美術館，目的即是希望

成為世代人心的歸趣與精神寄託。

每到夏天，因為溼熱難忍而抓癢，破皮

的成果，皮膚表面布滿大大小小的紅點，

讓我每年對夏天，心情總有難言的無奈。

佛陀時代，有夏安居，比丘們在溼雨高

溫的季候，安居於綠林處的蘭若，現代的

弘法進入「人間傳教」的時期，夏安居逐

漸成為歷史名詞。

如何處炎夏而清涼？記得一位禪師說過

：「參禪何須山水地，滅卻心頭火自涼」

，這句禪話，對現代傳教者有深刻的提醒

。我們奈何不了地球暖化，造成的「極熱

」，也許避夏不在山林，而在生活中增添

一點清涼的味道。

於是，每到夏天，偶爾上白河賞蓮，吹

吹十里蓮田的香風，讓我找到消暑的妙法

文／滿濟

黑糖蓮藕  氣泡水

    華嚴之心
之一，就是泡製「黑糖蓮藕」。這家常簡

易的甜品，看起來容易，要泡到濃稠綿密

合度，拌勻糖粉，讓甜品呈現出晶瑩剔透

的「藕色」，我學習好一段時日。藕粉太

多；成膠著糾結狀態；藕粉太稀，整碗是

湯湯水水。黑糖要選細沙，不能是塊狀的

，細沙摻入，藕粉相得益彰，若摻入塊狀

黑糖，任憑你如何的大力拌轉，兩者各分

一半天下，望著難以水乳交融的它們，只

能徒呼奈何。

今年的夏天，突破往年不吃冰的慣例，

在一個星期內，我吃了三支霜淇淋。這過

於魯莽的行為，我付出慘痛的代價，就是

牙床腫脹十日，每餐飯菜要細碎入口，免

得碰觸時，引起疼痛。

藕的前身是蓮，蓮葉被汙泥包圍，氣味

不減清新芳香；結果成蓮子，枝節碎為藕

粉，蓮子、蓮藕皆為消暑的聖品。夏天，

我拌著黑糖蓮藕，細細地感受香華的潔淨

。蓮在人間的濁泥，從未見它愁眉不展，

或日漸有一絲頹勢，綠葉成傘，花田如海

，如出塵的仙子，隨風飛舞，灑下最綠與

最紅的美景。

夏天，偶爾路過街道，一路看到超商打

得火熱的霜淇淋大戰的招牌，有加巧克力

餅、當令水果等等，甜滋滋的霜淇淋，可

愛的長相，討人歡喜。但繽紛的甜度，過

度的糖分，每每吃完一球後，你想要的是

再喝一杯無味的開水。

消暑飲品從六○年代的黑松沙士、七○

年代青春少年的雪碧汽水，到現今，我喜

歡的氣泡水與黑糖蓮藕。無色無香的氣泡

裡，我體會到一期的生命如「泡沫生滅」

；從黑糖蓮藕，我吃到樸素無奇亦有驚人

的沉蘊與蜜香。

夏季，我無法朝向森綠樹林安居，但幸

好有氣泡水、有蓮藕粉，讓我在揮汗如雨

的熱氣中，日子也有幾分滋潤與涼意。

擁抱著暑氣，翻開每日暮課的《金剛經

》，在句句的經文，我跟隨著佛陀走入舍

衛國，空靈的祇樹孤獨園，剛醒來的天空

，有藕色的舒心，晨間露珠的味道，散發

出氣泡水的清澄淡香。我乘著《金剛經》

，穿過，台灣、印度，千年的夏季。

山居的歲月，如藕色如氣泡水，悄然中

，花開了，樹綠了，爆開的翠綠與醉紅，

驚喜這一片天地萬象的奇美，原來藏身在

最平凡的飲水中。

【大覺之美】 文／妙普    圖／宜興大覺寺提供

藝術弘法 精神歸趣









8/08（五） 大悲懺法會

我曾寫過一篇童話，三隻松鼠為了葡萄

園是誰的而爭辯不休，甚至大打出手，後

來才發現葡萄園不是松鼠的，當人們列隊

採收那一刻，大家發現人類才是這園子真

正的主人。

其實在動物的心目中，誰都是這個土地

上的主人，可以共享土地上一切產出而無

分彼此，更無產權界定的問題。

如果我們聽得懂動物的語言，或許常可

聽見牠們對大地的讚歎：啊！這土地多麼

豐饒，讓我們盡情享用吧！

偶爾在一片葉子上發現了兩隻螞蟻和兩

隻瓢蟲，似在對話，又似在商議。我曉得

這植物很奇妙，葉的基部有兩個腺體會分

泌蜜汁，是瓢蟲和螞蟻最愛的大餐，但牠

們也非平白受惠，牠們會幫這樹清除一些

害蟲，尤其是那種貪婪無比，連整片葉都

啃光的蟲。牠們幫樹除蟲，樹則回饋以蜜

汁，彼此互惠。

樹是昆蟲的公共財，昆蟲則是鳥類的公

共財，誰先到誰先享用，吃飽便罷，不像

人類吃飽還要囤積於冰箱，吃剩還要繼續

採摘用以販售，諸種累積以求致富，比起

昆蟲之於植物，鳥類之於昆蟲，人類的態

度有如無情之掠奪。

大自然總有奇妙的平衡機制，唯有人類

介入之後才破壞了平衡。人類不認為土地

是眾生共享的公共財，圖的是全權占有，

和肆意支配。偏偏這種占有和支配方式，

往往難教大自然得以自然永續，終致造成

自然反撲而引發浩劫。

聰明的人類往往做盡不聰明之事！且看

葉片上的蟲和蟻，身型如此之小，大腦容

量是如此之少，卻比人類智慧太多。

如果有一天地球毀了，與昆蟲絕對無關

，昆蟲是因人類之貪婪才無辜陪了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