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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t Times
CA法無善惡，

善惡是法；

境無損益，

損益在人。

慶幸自己「尚未」成為手機控（哈，顯

然對自己能撐多久沒太大信心），一上捷

運不低頭，鬆鬆肩膀慢慢呼吸，開始欣賞

車內「人的風景」。

時近傍晚，人聲雜沓，有座位的我，

眼睛、耳朵忙了起來：左前方的一對高中

小情侶，濃情蜜意咬耳朵；右邊四位型男

ABC，興高采烈比手畫腳聊著台灣見聞；

站在我面前的三位業務員，小聲笑罵，互

換他們對付「奧客」的趣聞。

目光穿越人牆，瞄到遠處。最靠近車門

的博愛座，坐了一位稍有年紀的男士，嗯

，有點眼熟。氣質不凡，帶著濃濃書卷味

兒，正微笑專心傾聽鄰座女士的談話。

鄰座女士是啥模樣？我好奇地挪動身子

，從那群ABC比手畫腳的空隙中，看到她

的短髮，四十五度的側臉，大眼睛……啊

，這麼巧，她是──

我心跳加快，毫不考慮站起來，迭聲向

周遭的「捷客」致歉：「對不起，請借過

……」心急地往博愛座方向移動，深怕他

們離座下車，我會錯過打招呼的良機。

她，是我四十年前就讀輔大歷史系的導

師王芝芝教授。真夠神奇喔，這麼多年來

，她的樣貌沒啥變化，讓人一眼就認出，

坐在她身旁的應該就是師丈徐泓教授。

當年青春正盛，師生都年輕，已婚的王

芝芝老師會特別把男同學調開，對我們這

些單純的女大學生傳授戀愛小祕密。

王老師的一口英國腔教英國史，忒好聽

。很多同學被她的嚴格嚇到，我卻捨不得

蹺課，尤其是她在課堂上提到有關英國歷

史的電影、小說，真真假假的劇情、野史

，與正史相印證，有趣極了。我還曾回家

告訴爸爸：「能上這樣的歷史課，好幸福

喔！」

歷史課很有趣，考起試來就不好玩了。

文／汪詠黛　圖／潘昀珈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4/3 光明燈法會	 	

4/4 觀世音菩薩聖誕紀念日─朝山

4/5 孝親報恩清明水懺法會

4/7 觀世音菩薩聖誕午供

4/10 大悲懺法會	 	

文與圖／白石莊主人

人間植物禪

林投故事多

女兒小時候曾因為看到林投樹上所結的

果子，興奮奔回家告訴我，她看到鳳梨樹

上長鳳梨了。原來她誤把林投當鳳梨，林

投果的的確確長得和鳳梨一個樣，只可惜

林投果所含果肉又薄又少，塞不了牙縫。

台灣原住民有幾樣好吃的林投料理，早

期的孩子們則常在老奶奶教導下，學習用

林投葉編風車、荷包、斑鳩、手表、喇叭

等等童玩；當然，林投最重要的功能，應

該就是當做防風林了，它容易種，長得密

，渾身利刺，防風還兼防盜呢！

白石莊附近海岸曾有偷渡客摸上岸，為

了逃避軍警追緝躲進了林投樹林子裡，後

來一個個唉唉求饒出來就逮，因為被刺得

全身是傷，受不了。

因此，林投好用卻不可親，長林投之處

常常成為荒僻角落，和這樹有關的鄉野傳

奇故事也因而多了起來。

在我們的在地導覽活動中，林投是引人

矚目的植物之一；但讓人驚奇的是，許多

接近中年的道地台灣人，居然不認識此為

何物，真是離鄉土及大自然太遠了，「只

是置身台灣島，不知林投為何物？」

在防風不必靠防風林、防盜不必靠樹葉

樹枝利刺的今日台灣，林投逐漸被砍光，

長林投樹的林地一區區被移為他用，林投

已不再常見，或許有一天林投樹成了台灣

博物館的展示物，這樣的日子會出現嗎？

從林投樹印證了一件事，與其說植物是

人類的朋友，不如說植物是人類利用之物

，利用價值少了就棄離；失去利用價值，

殲滅也在所不惜，這絕非對朋友之道！

文／常貽　圖／高智洋

悅讀人生

幸福八寶辣醬

這個周末，在南部就學的一兒一女約好

一起回台北。久未下廚的我，要做什麼好

料理給他們打牙祭，慰勞一下每日以自助

餐和麵包果腹的腸胃呢？我腦中不停搜索

著媽媽的私房菜單，對了，就來做道拌麵

配飯皆宜的「八寶辣醬」吧！

三十多年前，家中四個兄弟姐妹分別就

讀中、小學，忙碌的媽媽每天烹調晚餐時

，順便為我們準備第二天中午的便當。

但鐵製便當盒內的菜飯經過蒸煮加熱後

，綠油油的蔬菜變成泛黃萎餒的枯枝爛葉

；煎炸過的魚和肉少了香酥爽脆的口感，

成了濡溼無味的加工物；打開炙熱的便當

蓋，一股燜煮過頭、五味雜陳說不出的紛

然怪味衝鼻而入，瞬間食欲全消，讓我們

對「帶便當」視為畏途，除非那天帶的菜

是八寶辣醬。

八寶辣醬匯集了八種食材，有小黃瓜、

紅蘿蔔、花生、杏鮑菇、毛豆、竹筍、豆

乾和百頁豆腐，切成小丁汆燙後，加入醬

油、糖、甜麵醬、辣豆瓣醬和水一起拌炒

，色彩豐富，鹹香下飯，即使長時間加熱

，也不易走味，是最受我們兄妹歡迎的便

當菜。

婚後只要我回娘家，媽媽就把主廚的工

文／楊奕成

看見生活

人生貴適意

冬末周日的午後，與朋友相約到華山文

創區走走，我們邊喝著紅茶牛奶，邊欣賞

著眼前街頭藝人的表演。

這位年輕人，理著俐落的小平頭，一番

簡單又親切的問候，音樂響起，他的肢體

跟著舞動起來，溜溜球便以各種姿態在他

的手中運轉自如；緊接著扯鈴，流暢繞轉

在他的腰間及大腿間，宛若璀璨的流星，

然後再高高的拋起，又準確的接住，看得

圍觀的群眾掌聲不斷，驚呼連連。

作移交給我。最後一次做八寶辣醬是三、

四年前，她動口下指導棋，弟媳按照指示

將材料準備好，等我回到娘家再下鍋拌炒

。那天所做的分量極多，原本打算如果有

剩餘，就要打包帶回家拌麵吃，但在大家

熱情捧場努力扒飯之下，各個碗底朝天，

最後吃得一口都不剩。這無疑是對廚師的

技藝，做出無言的讚美和肯定，讓我忘卻

溽暑中午在如同燜燒鍋的廚房裡揮汗做菜

的辛苦。

媽媽往生後，我已較少回娘家展現廚藝

。這兩年一對兒女陸續到南部求學，獨居

的我，總是在公司住家附近的小吃店，叫

碗麵或炒個飯，隨意打發三餐。八寶辣醬

並非一般餐館常態供應的菜色，這道菜也

在我記憶中逐漸淡去，直到此刻才從封存

的資料庫中調出來。

想起往日全家歡聚一堂，姐妹妯娌在廚

房各司其職，弟媳切洗，大嫂調製醬料，

我負責拌炒，客廳裡兄弟連襟的談笑聲、

孩子們的嬉戲聲，交織成一幅溫馨怡人的

畫面。我突然興起一個念頭：何不利用這

次兒女回家的機會，邀約散居各處的四兄

妹，攜家帶眷一起在娘家團聚，共同享用

八寶辣醬帶來的幸福滋味！

表演結束，朋友與他閒聊。他說八歲時

愛上溜溜球與扯鈴，自己存錢買了一本學

習手冊，每天花七到八小時練習；但從事

教職的父母認為只有考上醫科，才是人生

勝利組。只是對溜溜球與扯鈴一往情深的

他，仍堅持要走自己的路，練習得更勤奮

，他的父親終於被感動而鼓勵他：「喜歡

就好好去學吧！」

一路的堅持，如今他不僅是台灣十大傑

出的街頭藝人，也是台灣外交場合表演溜

溜球的第一人，更是金氏世界紀錄的保持

人，而他依然不斷在超越自己。

看著他擦拭溜溜球及扯鈴，再有條不紊

的收進道具箱，那種虔敬的神情，真的好

迷人，不禁連想起元朝的劇作家關漢卿說

：「世情推物理，人生貴適意。」凡事唯

有適意才能投入，也才能走得長久。

就像我樂在教學，當我扮演起說書人，

向孩子說起一個又一個的經典故事時，他

們那專注的眼神以及因共鳴而發出的笑聲

，讓我更肯定古典文學的青春與活力，也

自許為文學的推銷員。

就像我樂在寫作，我參加寫作私淑班，

在老師的循循善誘與文友的相互切磋中，

我逐漸明白什麼才是文學創作，也讓我更

積極要為生活找一個解釋──更細心的凝

眸生活的光與暗。

聆聽著他為理想堅持的故事，卻顧自己

所來徑，彷彿遇見了知己，有惺惺相惜之

感，並且永遠相信情願的生活沒有勉強，

只有樂在其中。漫步在冬末的華山文創區

，朋友笑說：「春天就在不遠的前方。」

文／徐正雄

改變世界

用文字做環保

影像化的年代，使我經常懷疑文字的力

量，直到最近做了一件事，才重新感受到

文字的力量。    

台灣號稱美食王國，撇開食安風暴不說

，我們的餐飲和服務品質，的確進步神速

，但許多小吃店的餐具質感卻節節敗退；

從瓷餐具、鐵餐具、塑膠餐具，到今天，

為了爭取時間、節省人力成本，許多小吃

店都改用紙餐具。

其實，免洗餐具除了不環保、不健康之

外，也會影響食物的美味和觀瞻；若是外

帶或是無水可洗的路邊攤，倒還可以理解

，但很多餐館只是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或

貪圖一時的方便，才用免洗餐具。

尤其是某些小吃店，免洗湯匙配環保筷

，奇怪的一國兩制，為了改變這種奇怪現

象，幾個月前我決定開始行動。

只要發現這類店家，我就把地址抄下來

，回家後立刻寫一封明信片寄過去，好言

相勸，如今已寄出八封，實驗證明：有些

店家真的把免洗餐具換成環保餐具了耶。

這證明文字還是有它的力量，小人物也

可以改變世界。

所以，這種信，我會一直寫下去。

文／心培和尚

花開禪心   

佛心妙用

一顆慈心任運，猶如虛空下普施的甘霖

一種共生的信念

是久遠劫來同體的悲心

無念無住，無相平等

應緣即現，感應道交

觀機逗教，開佛知見

眾生在人間得度

諸佛在人間成道

不當低頭族
的美好巧遇

王老師都出申論題，可不是

「背多分」可以過關；我平

日嘻嘻哈哈樂觀開朗，但遇

考試就胃痛，同學糗我是緊

張大師，其實我自己知道，

求好心切是為了拚獎學金，

減輕父母的負擔。

有一次期末考，寫完最後

一題，鈴響，交卷，我胃疾

當場發作，痛得幾乎爬出教

室。王芝芝老師包包一收，

立刻請助教叫一輛計程車，

開進文學院的荷花池畔，從

新莊一路送我回永和家中，堅持不讓媽媽

付計程車錢。那個年代搭這麼遠的計程車

，所費不貲呢！

我來到博愛座前，興奮地欠身問安：「

王老師好，我是汪詠黛。謝謝那年您叫計

程車陪我回家……」

在捷運車廂內，我慶幸沒滑手機，才能

巧遇恩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