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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t Times
CA坐姿如鐘，必須穩重；

站立如松，必須正直；

容貌如鏡，必須明淨；

行止如法，必須合儀；

思想如流，必須清澄。

文／妙普　圖／宜興大覺寺

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

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

� ——《法華經》

曾有人看到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莊嚴的

佛像、優美的環境後，表示希望長住在這

裡清修。也有人看到法師就口稱「阿彌陀

佛，善哉！善哉！」因為一提到佛教修行

，他的腦海自然會浮現出影視劇裡由於人

生不如意而剃髮出家「深山古剎，從此青

燈古佛，常伴此生」的畫面。

究竟什麼是修行呢？只有誦經、拜佛、

持咒、禮懺、禪坐、閉關才算是修行嗎？

其實禪門有句話說：「不開悟，不住山

；不破參，不閉關。」《阿彌陀經》也說

：「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

如果本身的善根、福德因緣不具足，縱使

閉關了，也難免煩惱妄想重重，無法在心

地下功夫，不如先走入人群，廣結善緣，

培植福德資糧。

到過宜興大覺寺的人，經常都會很驚訝

的說：「這裡的法師和人員都很有笑容，

待人很親切，和其他地方很不一樣。」看

到各式法會及活動在進行時，都忍不住被

生活快門

 文與圖／丁萬復

抄經淨心

抄寫佛經可以淨心養性，親近佛法後懂

得改過自新，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收

容人皆有大小不等的領受與感動，有人日

寫萬字佛經，表達懺悔之心，看到他們的

用心，大家也深受感動！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10/25-
1/4/15

天目佛光－羅森豪陶藝展

12/29~31 Blyso Winter Camp

1/1
New Year’s Day
元旦祈福法會(10am)
吳榮賜木雕展開展(11am)

人間禪者 歡喜結緣

華嚴之心

文／滿濟

茶之道
無住無心

泛談蓮花

文／曹郁美

出汙泥而不染

在佛教經論中，蓮花以其清淨聖潔的特

質受到重視，大乘經典更常以蓮花譬喻「

真如」、「空性」。例如世親造、真諦譯

的《攝大乘論釋》，就以「法界真如」來

解釋蓮花所蘊藏的意涵：

「以大蓮華王譬大乘所顯法界真如，蓮

華雖在泥水之中，不為泥水所汙；譬法界

真如雖在世間。不為世間法所汙。」

上文的「蓮華雖在泥水之中，不為泥水

所汙」一句，不期然地令人想到中國文士

周敦頤的〈愛蓮說〉之「出汙泥而不染，

濯清漣而不妖」。其實佛教漢譯經典中這

樣的句子比比皆是，舉例如下：

《中阿含經．青白蓮華喻經》：「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猶如青蓮華，紅、赤、

白蓮花，水生水長；出水上，不著水。」

《大般涅槃經》卷九：「復次，善男子

！如優缽羅花（青蓮）缽頭摩花（紅蓮）

、拘牟頭華（黃蓮）、分陀利華（白蓮）

；生於淤泥而終不為彼泥所汙。」

《佛說摩訶衍寶嚴經》：「譬如蓮花生

在淤泥而不著水，如是菩薩生在世間不著

世法。」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猶如蓮華

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

周敦頤是宋人，所生時代遠比上述經典

的譯出為晚，創作也應受到佛教的影響。

除了「出汙泥而不染」之外，蓮花又有

何特性受到重視？《攝大乘論釋》如是說

：「蓮花有四德：一香，二淨，三柔軟，

四可愛；譬法界真如總有四德：謂常、樂

、我、淨。」上文為世親菩薩以蓮花四德

：「香、淨、柔軟、可愛」來譬喻法界真

如的四德：「常、樂、我、淨。」這是把

世俗表相賦予最高的精神層面，乃因人生

無常、人生是苦，大乘佛教提出常、樂、

我、淨的涅槃之道以對治，讓心性怯弱眾

生得以提振起來，繼續往成佛之道行走。

吸引駐足欣賞，或拍照，或讚嘆，或隨喜

加入參與盛會。

過去民風閉塞，佛門活動不多，星雲大

師提倡的人間佛教為了順應現代人的需求

，吸引大眾到寺院，除健全硬體設備，弘

法方式也力求與時俱進，舉辦適合各種年

齡、階層人士參加的活動，目的就是希望

讓佛教與生活沒有隔閡。

像今年宜興大覺寺的新春平安燈會，初

一到初五就有十餘萬人來參觀，曾有位領

導在農曆春節前帶人來訪，看到寺院裡為

了布置平安燈會，到處張燈結綵，每個人

都忙得不亦樂乎，驚訝地說：「沒想到你

們關在山門裡，還做這麼多事！」而來山

的遊客也都不約而同的說：「還是這裡有

過年的氣氛」；另外，每年的宜興國際素

博會也有三十多萬人受到美味素食的吸引

，進一步走入大覺寺，感受法益。

目前宜興大覺寺例行性的活動有：春節

平安燈會、國際素博會、人間生活法座會

、朝山、禪修、念佛共修、過堂、光明燈

法會、報恩法會、大悲懺法會、八關齋戒

會；非例行性的則有：素博文化論壇、佛

誕節浴佛、佛菩薩聖誕法會、學術研討會

、青年營、兒童營、佛化婚禮、義工講習

，還有尋根之旅等，賓客及參訪團終年不

斷。

而不論是什麼因緣走進宜興大覺寺，共

通的反應都是：來這裡改變了自己原本對

事物的看法，懂得轉念與放下；又認識到

「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生

活多了理解，少了抱怨，學會多尋找別人

的優點，改變自己的不足，讓內心漸漸柔

和；同時學習給人歡喜、與人結緣，包容

別人，心胸就開闊了，心靈淨化了，家庭

也和睦了。人間佛教讓他們在人生道路上

，有了明確的方向指引。

所謂「平常心是道」。大師倡導的人間

佛教修行是在日常生活中，舉凡穿衣吃飯

、走路睡覺、待人接物等生活裡的舉止動

念，都要端身正意，體現人生福慧圓融的

美好境界。

所以佛教不是只在經書裡，也不是只在

禪堂裡，更不是只在念佛聲中；佛法是遍

於我們的生活，要在行住坐臥之間落實。

大師曾說：「一個真正的人間禪者，要

頭頂著青天，腳踏著大地，眼視芸芸眾生

，耳聽苦難音聲，把和平幸福布滿人間！

」到了宜興大覺寺，您體會到禪者的心意

了嗎？

茶，在五○年代，常在路邊的施茶亭，

喝著喝著，這粗茶淡味，有著濃郁的來自

陌生人的溫情。兒時，外婆，晨起煮茶，

置放騎樓旁，供來往的路人解渴。茶，在

這個世代，走入便利超商，換上新的裝扮

，綠茶、紅茶、奶茶……學生、年輕族群

，手拎著「茶裏王」，灌著冰冰冷冷的甜

茶，他們對茶的記憶，是在超商的透明玻

璃櫃。

喝茶，每個年代都有不同的儀式或喝法

，但喝茶喝到喪命，這個傳奇人物－－日

本茶道之祖的千利休，讓我不禁對他產生

好奇。傳聞，他因觸怒當時的掌權者豐臣

秀吉，奉令切腹自殺。真實的理由至今仍

文／邢增榮　圖／妙顯

僧家風光

叢林一天的開始

叩！叩！叩叩！……板聲在寧靜尚未天

亮的早晨響起。沉睡的我被喚醒。眼睛還

閉著，心裡默默感謝一切讓我們還能活著

的因緣，發願今天不空過，要把握每一分

一秒，活在當下，行三好。

當香燈人員到達寮房外時，板聲漸漸地

變大了，我張開眼睛，起身把棉被折好，

把床墊拉好，枕頭擺好。

今天的第一片人間淨土完成了。

走出寮口，到了長廊，遙方是層層雄偉

的大武山山脈。圍繞著山頂的是一片遼闊

的雲海，陽光從山後微微的透過雲層照射

到我的臉上。大武山下沒幾座高樓，我們

的視線是遼闊的，可以看到整個屏東市。

在近一點是屏東與高雄市的交界處，高屏

溪，川流不息。在美好的早晨，看著這片

美景，心情真是豁然開朗。

這時候，一陣鐘聲響起，這是叢林裡用

來報時的訊號，時間只剩下十分鐘，我趕

緊到洗手台梳洗。大家都忙著刷牙、洗臉

，就像是一群運動健將正在做暖身動作，

不詳不解，但捨命為茶，也算是天下第一

奇事。

近年民間有「無我茶會」、「活茶會」

推動禪茶，希望忙碌的現代人，能享片刻

清寧，端坐茶席，聞聞花香，賞賞書畫，

靜靜喝茶……舒活、慢活，停下匆忙的腳

步，我想，首先應該歇止我們紛雜躁動的

心。心湖不澄明，畫不出梅白桃紅四季的

精采。

我不懂茶，就像不懂咖啡。我的眼裡，

它們很簡單，就是有香味的飲品。兩種物

品個性懸殊，茶可存養，經空氣的陳化、

轉化，自成獨特的風味。咖啡卻不待人，

不趁鮮美沖泡，豆子經不起空氣的揮發，

再入口，甜味香味盡失。品茗耐於等待，

咖啡要及時享用。

千利休的死亡之謎，有一說是利休身為

秀吉的茶堂（亦稱茶頭），是掌管所有茶

事的領導者，他識茶愛茶，對茶室的藝術

觀點，和當權的秀吉有相當大的差異，這

項藝術的觀點，埋下他的殺身之禍。

千利休讓茶道昇華至恬靜、優雅的境界

，更是奠定茶道根基者，令茶道廣泛普及

至今。他把茶道的精神推向質樸、淡靜、

恬雅，茶室建造方式，也因千利休才趨於

簡約、樸質的空寂美學。

或許，掌權的秀吉受不了那麼清寂默然

，他認為金茶鍋、金茶碗、金茶室等金光

閃閃的茶道儀式才能突現王者之威。

也或許，秀吉視茶道境界遠高於自己的

利休，引發他糾結複雜的心結，在嫉憤難

忍時，秀吉殺了一代傑出的茶人。利休以

狹小茶室、黑色靜寂的茶具為主調，一個

人、多人飲茶，利休用的不是華器、不是

好水，而是他用一分靜如空山的心境在煮

茶。

無我茶、活茶……都好，茶有禪無禪也

無妨，我想，利休在喝完生命中最後一口

茶湯，他想要說，也許是，茶之道，不過

是，無住無心。優雅的儀式、準確的程序

、特級的茶種、華貴的器皿……這些場景

可令人收攝六根，亦增添氣氛的整肅、潔

淨。但煮茶的、喝茶的，切勿忘了，一期

一會，此刻，永不重回。茶之道，注入無

心無住之，賓主才能喝到茶湯裡暗藏的芳

香魂魄。

準備為今天全力以赴。梳洗後，大家又快

速地回到寮房，穿好海青和縵衣，走到一

樓的丹墀排班準備上早課。

站在丹墀上，大家有如森林裡的松樹，

站得直直的，做自己的密行，有的人念佛

，有的人持咒，不浪費一分一秒。一陣涼

風吹來，菩提樹葉子在風中擺動，發出一

陣微微的刷刷聲，涼風觸碰到我們的臉上

，感覺好清新。

這時，周圍是寧靜的，蟬的叫聲，幾隻

松鼠在樹上的追逐，小鳥的鳴聲，都可以

聽得一清二楚。大智殿裡的出堂鼓聲響起

，引磬叮的一聲，站在丹墀兩旁的同學一

致的合掌問訊後，轉身走到二樓。脫下鞋

子，踩在冰冷的地上，清清楚楚的觀察腳

步的動作，走入大殿。

叢林的一天，就在與佛菩薩接心的早課

聲中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