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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t Times
CA一個人若沒有包容性，對

看不慣的人事會放不下而
覺得痛苦。
所以，生活中要時常自我
調適，才不會怨憎會苦。

生活絮語

文／方梓

走自己的路 都是佳作

沿途風光

文／林振宇

榮譽是對人生的褒獎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12/18~20
 周五～日

  南加佛光青年團冬令營

 12/19
 周六

  人間學院結業典禮暨成果展

 12/20～27
 周日～日 

  彌陀佛七

 12/25
 周五

  光明燈法會
（10：30 am）

 12/27 
 周日 

  彌陀佛七總回向
  ─三時繫念佛事

 12/31 
 周四

  佛光青少年交響樂團冬季公演
（7：00 pm） 

大女兒九個月就會走路、會叫阿公；會

走路是想捉爸爸手上的熊娃娃，而搖搖晃

晃地走了好幾步路到爸爸的身邊；會叫阿

公是每天外婆一餵飽她，外公就抱著她出

去走走，外公一面抱起她，一面說：「阿

公抱，出去走走走。」所以「阿公」是代

表出去走走走的意思。 

兩歲多她就會分辨《中國時報》與《聯

合報》，這是她叔叔無意間發現的，每次

要她拿報紙給叔叔，她總是能無誤地拿叔

叔指定的報紙。我們猜她是以認圖方式來

判別，而且《中時》和《聯合》的字數也

不一樣。於是，我依圖像方法教她認字，

三歲多她就能開始自己讀童話故事。她是

兩個家族第一個孫子，兩個家族的人都認

為她是天才兒童。 

女兒三歲時，我幫她選擇的是開放式教

育的幼稚園，這個幼稚園沒有教注音ㄅㄆ

ㄇ，因此小學一年級開學一個多月，女兒

覺得自己是個笨蛋，因為全班都會ㄅㄆㄇ

（大家幼稚園就學過了，因此老師就沒有

再從頭教起），只有她完全聽不懂。我想

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個大挫敗。 

從高一開始（或者是國中）到大學，大

女兒的求學路跌跌撞撞，原因是她不想走

在教育的體制內，只要三、四年就可以跨

進大學，她走了好多年。這個從小被兩個

家族誇耀絕頂聰明的小孩，好像應驗了「

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情況。 

現在大女兒在台灣南部的某雜誌當主編

，也在報紙雜誌寫些東西，生活算是很充

實，然而，外公外婆總是擔心她是否可以

以及製作傳統食品，都以維護自然生態、

保育及傳承文化為出發點，為事業注入新

生命，即使辛苦也認真而投入。 

這些人以現今極度扭曲的功利角度，可

能被認為不夠「優／佳」，若從理想和意

義的觀點，他們絕對是極佳。從二、三十

年前「孩子不能輸在起跑點」開始，幾乎

所有的父母不僅要子女「小時了了，大也

必佳」，而「了了」及「必佳」都得一定

是「高學歷、高地位、高所得」，所做的

事有無意義、價值就無所謂了。 

工作價值的判定應該是建立在個人的興

趣、發揮所長及成就感，不是用職位的高

低及收入的多寡來衡量；其實，走自己想

走的路都是佳作！

榮譽是對人生的褒獎，只有奮鬥者才配

真正的擁有。 

奮鬥的人生並非是為了榮譽，而是追求

夢想和自身價值的實現。至於榮譽，那是

汗水澆灌出的花。 

然而，人們只驚羨榮譽之花的明豔，卻

不知道奮鬥者的艱辛，以及這其中的血和

淚。與其羨慕他人的成功，不如沉下心來

默默地耕耘，終有收穫的一天。 

有的人為了榮譽用心良苦，不惜用金錢

去獲取，因為名不副實，到頭來只是博得

一些虛名罷了。而真正的榮譽絕非金錢所

能買到，它是生命內涵的一種詮釋，是自

身價值的一種體現，更是人格魅力和精神

力量的彰顯！ 

於是，榮譽如樹上的桃子多麼地誘惑人

，以至天下熙熙，追名者多矣！然而，榮

譽雖好，人所愛之，若不以正道取之，則

不可為。 

養活自己，工作是不是很順利。不管是家

族的長輩或世俗的認知，她成長後的發展

都不算「佳」，因為她沒有爸爸的博士、

媽媽碩士的學位，收入比25K好，但談不

上高薪。 

先生的學生碩士畢業後，回家鄉接替父

母耕作，投入無農藥化肥的有機稻米耕種

，今年第一次收割；另一位學生則回南部

考上清潔隊員，日日跟著垃圾車。這兩位

學生在工作閒暇之餘都致力地方文化、歷

史的研究及推動。 

詩人林德俊放棄媒體的高薪工作和作家

老婆韋瑋兩人回到霧峰，在九二一地震全

倒後重建的老家創立「熊與貓的咖啡書房

」，是以在地文藝復興的期許，建造「霧

峰的人文客廳，旅人的歇腳驛站」。這樣

的抱負可以想見有多麼地艱辛。 

多年前，更有留日碩士賴青松去當農夫

。賴青松深具環保意識，二○○七年決定

開始完全不使用農藥與化學肥料的自然栽

培法，一個人照顧五甲大的地，種植出無

汙染香甜的稻米，也將日本共購經驗帶回

台灣，成立穀東俱樂部。十二年來，從宜

蘭的深溝村僅有一家嘗試無農藥的水稻栽

培，直到今年已有超過二、三十位的歸農

夥伴，希望能「迎向慢島、開村、志願農

的新時代」。 

賴青松揚棄了「高學歷、好職業、高收

入」的普世價值，轉而走向被一般人認為

比較沒有出路的農夫，在十多年前想必大

多數人都不看好。 

這些年來，還有更多年輕人或中年人離

開都會，投入家鄉或自己的產／事業，不

管是在山裡及田裡種作，或是賣麵賣餅，

藝術天地

基因狂想

主婦小風景

珍惜人生

訂製完美人生？

味覺的魔術

文／邱鈺喬    作品／尤尉州

文／鍾邦友

文與圖／花生娘

周六我起得很早，六點半就出門去，因

為是個很重要的日子。 

周五尤老師邀約去故宮看郎世寧的畫展

，我說改下星期吧！明天我要參加八關齋

戒，要先將身心安頓，擔心看展回來太晚

，會影響明天的精神。 

佛光山寶塔寺每個月都舉辦一次的八關

齋戒，而寶塔寺因為有塔位，所以更是凡

聖共修的道場。 

有一天過堂用餐時，身邊坐著地藏殿的

義工菩薩，我問師姐好嗎？師姐答：「今

天很忙，有八罐。」我當下一時會意不過

了，很認真的想八罐的意思，突然之間明

白了，人活著時是個人，死亡後只是個罐

，我隨即說：「師姐，那辛苦了！」 

八關齋戒戒文最後有一段文字總是讓我

動容，與大家分享： 

「勿輕小罪，以為無殃；水滴雖微，漸

盈大器。剎那造罪，殃墮無間，一失人生

，萬劫不復。

壯色不停，猶如奔馬；人命無常，過於

山水，今日雖存，明亦難保。」 

我漸漸明白生命真的在呼吸間，更要珍

惜此時人身，時時刻刻攝心守意，堅持淨

戒。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啊！

榮譽的取得要靠個人的努力和奮鬥，這

其中有汗水和心血的付出，也有心志的磨

練以及對失敗的超越，才有了成功後的榮

譽。 

榮譽也是有重量的。譬如競技者胸前掛

著的獎牌，沉甸甸的，那是拚搏汗淚的結

晶，獎牌的重量雖然可以稱得出來，但是

，它所象徵的榮譽沒有人能夠稱出它究竟

重幾許，而它蘊含的價值，也絕非能用金

錢來衡量。 

世人都想得到榮譽，卻不知道榮譽也有

不利自己之處。如果有人一旦出了名，那

麼，他或許就會遭受到別人的猜疑、嫉妒

，甚至詆毀，人生陷入危困的境遇；抑或

是這個人沉迷於榮譽之中，驕傲自滿，心

生懈怠，難有大的作為，不進反而退步，

重蹈別人失敗的覆轍。 

所以，我們對待榮譽要有一個清醒的認

識和淡然的心態，不要被榮譽迷惑而亂了

心境，更不可為一時的榮譽而沾沾自喜。

須知榮譽只代表過去，並不能決定將來，

我們只有把它看作人生的起點，戒驕戒躁

，再接再厲，才能取得更大成績，開拓更

加美好的明天！

最近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邱契宣稱他已完

成尼安德塔人基因組計畫，他只要在人類

的卵子重建DNA，就可以生出一個尼安

德塔人的小寶寶，而且更厲害的是，透過

基因的「智慧設計」，類似巴西生物藝術

卡茨在兩千年推出的螢光兔，即由人類扮

演上帝角色，創造優質進化的生物，都將

成為可能。 

撇開倫理及道德的問題不談，選擇的問

題必然接踵而至；也就是說，到底大家想

要的是個什麼模樣的優質寶寶？ 

可以想見，英雄所見想必略同，所以未

來當我們在街頭上看見無數擁有林青霞的

美貌不敗或阿諾的魔鬼胸肌，還是郭台銘

金頭腦般的完美典型，千萬別太訝異，而

且那些整型診所，還是打著腦力開發旗號

的補習班，可能都要關門大吉。 

只不過當人人都是劉劭為「九品中正制

」作嫁的《人物志》裡兼俱英與雄的勝者

劉邦，那誰甘做那位終在烏江畔自我了斷

的敗寇項羽？楚漢相爭會是兩國交鋒，還

是一群睥睨群倫的鬥雞互咬？是雙雄優勝

劣敗的四年爭戰，或萬眾勢均力敵且永無

休止的纏鬥？ 

生命歷程果真能化約成古典物理學裡，

物體運動軌跡皆可以運動方程式來精準預

測的命定論，而非量子物理學中，「測不

準」的微小粒子以機率行為來解讀運動軌

跡的自由論？基因真的可以鐵口直斷人生

？那要不要也檢視另一半是否楊花水性，

再決定是不是投入深深感情？ 

在環境與基因孰重孰輕的爭辯當中，我

們還是得小心提防一個美好宗教基因的德

蕾莎，因為背負過多的民族情仇而質變成

賓拉登的或然率，否則同樣的曹操不會是

不同時空下的治世能臣與亂世奸雄。 

只是當人生的未知與驚歎，就此被剝蝕

殆盡；大量訂作的超群特殊個體，竟變成

人我皆如是的無奇平凡人生。當金城武滿

街跑的時候，怎會有粉絲追星的瘋狂行徑

，而池上鄉的那棵樹，又有誰會稀罕、注

目？如果每個人下筆均入木三分，王羲之

的快雪時晴帖，則不過廢紙一張；而你我

皆韓柳，千古文章又有誰稀奇！ 

人生至此，也未免至極索然乏味了。

市場無疑是個寶藏地，小兒曾經提過的

神祕果，果然現身，我依承諾發現神祕果

就為他買回；紅潤小巧的神祕果只要吃下

一顆，再吃檸檬或其他酸性的水果，就會

變得甜美無比，只是不知這種幻術下的甜

度可否測出是幾度甜？ 

孩子們吃過後，都露出驚喜的表情，有

滋有味地吃著整瓣的檸檬，完全不用皺著

眉頭，還直嘆真得很甜耶！我試了原本微

酸的蘋果和葡萄酒，酸味完全隱去，只剩

下強勢的甜味，葡萄酒變得過甜。我想有

了小小神祕果，果農就不需要再用甜味劑

，糖尿病患者也可無罪惡感地嘗嘗甜頭，

水果商只要賣水果附送神祕果就行了。 

原來，神祕果裡有種酵素，是一種蛋白

質，能包覆住味蕾，但我不理解為何失去

酸味，甜味卻被強化了。原本對檸檬的印

象只有酸味和微微的鹹味，現在感受到的

甜味又是哪來的？難道檸檬原本就有如此

強烈的甜味，只是被更強的酸味所掩蓋？

又或是味覺完全是舌頭主觀的感受呢？以

我有限的智力，實在無法參透這個味覺的

魔術，看來神祕果果然神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