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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福按個讚

禍福相依

文／段巍巍   圖／洪昭賢

不幸的堂妹很幸福

佛教養生

文／定風坡

食療與養生

小豆苗的美學扎根

文與圖／盧美杏

積極、主動、用心，
全力以赴，
才是做事的態度。

藝術天地

不要想改變彼此
作品／尤尉州 文字／邱鈺喬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6/6~ 28 三好兒童暑期營

6/12~7/26 英文西來佛教書苑

6/24~26
 周五~日

佛光兒童夏令營

睿智人生

文／蘇嘉佑

利和同均 
知足布施

午後的高雄市立美術館，「撒古流個展

」、「24道線索」、「高雄獎」等展出令

我流連許久。就在我靜靜觀賞作品時，一

位媽媽帶著兩個孩子進來參觀。能走動的

孩子約莫四歲、另一個還在推車裡，只見

年輕媽媽很有耐心地以兒童可以理解的語

言輕聲解說著作品，時而誇張時而輕鬆，

四歲孩子有時控制不住大笑，媽媽婉言制

止，看得出孩子不是第一次進美術館，自

律甚好。

我想起新任文化部長鄭麗君所期許的「

文化人口必須從小養成」，她希望能跟教

育部合作，讓小朋友可以有藝術體驗的課

程，帶著他們從小進劇場、了解表演藝術

。年輕媽媽以身作則，不辭辛苦帶孩子走

進美術館，倒是館員緊張兮兮，一直保持

戒心，眼神隨著母子三人來來去去，我猜

想年輕媽媽應感受到有一把無形的利刃彷

彿要穿過衣衫般地不自在。

相較於年輕媽媽扎根的美學教育，此刻

靜寂無聲的美術館，其實才剛被一群國中

生如龍捲風般掃過。他們不聽導覽，嘻笑

吵鬧奔跑，管束不住的老師像交功課般帶

著他們快速進快速出。如常的戶外教學，

老師和館方若能多費一點心，或許能留住

幾顆躍動的藝術心靈吧？

畫家徐畢華從小父母親就任由她在家中

的毛玻璃、紙拉門、白牆壁上塗鴉，種下

的繪畫種子就這樣一路萌生，儘管念的是

政大教育系，但她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才

趣。

年近六十已當阿媽的她，日日看小孫女

穿她的工作圍裙在田野間嬉戲，以童真之

眼為大地配色。小孫女有如她的創作精靈

，她隨意將油彩攤在地上，任小孫女玩耍

，即使玩得滿手滿身髒，也不會像一些家

長那樣厲聲喝斥。

她在孩童的一舉一動中，悟得種子的傳

承真義，將這些靈感畫入畫作，孫女的笑

顏帶給她禪靜定的力量。

有次，我去參加某位插畫老師的蠟筆課

程，與我一同上課的看來都是箇中高手，

插畫老師觀察這些大人學生直言，有「老

師」職業的人「包袱」最重，繪畫作品也

較難看出想像力。她時常擔心這些準備灌

溉幼苗的老師會成為創意殺手，身兼母親

角色的她，當年辭掉高薪工作，就是為了

能隨時當學校教育的後盾，生活裡的「補

充教材」必須有人正確帶領，父母親友都

是最佳角色。

徐畢華到全世界開畫展，國外人士逛畫

廊習以為常，台灣民眾仍將畫廊視為神聖

之地，她鼓勵大家養成逛畫廊的習慣，花

一點時間與畫共處，想像畫家的內心糾結

，編織一幅幅動人故事，培養自身美學；

真有一點閒，從小幅畫開始收藏，把家變

成美術館，浸淫其中，這就是美育，這才

是生活。

當年，從恩師鄭石岩處得到的啟發──

要做「有意義的學習」，徐畢華相信孩子

就像一株株小豆苗，回回灌溉以如空氣似

血液的藝文養分，而這些養分都將轉換成

有意義的生命能量，終有一天會瓜熟蒂落

，帶來甜美的果實。

台灣中部一位生產清潔劑等著名用品公

司的實業家，在家族努力二十餘年後，本

可在兩岸三地爭取股票上市，大展鴻圖。

身為董事長的老二，偶然機會聽到星雲

大師在電視開示：知足惜福、感恩布施與

取捨得樂的觀念。並閱讀《貧僧有話要說

》第二說：〈我對金錢取捨的態度〉，頓

然開悟，決定在公司經營績效利潤最好的

時候，把工廠售出，以現金入袋為安，做

個普通人。

但財務清算，成為家族間另一個信任與

懷疑的開始，董事長長年學佛論道，深知

善惡業力果報，分配盈餘時，成立家族宗

親慈善基金會，每年提撥固定款項，參加

公益慈善事業，布施宗教及弱勢團體。

董事長並依照兄弟間財務狀況，及對公

司貢獻度，訂出標準平等的利潤分配，更

自行提撥一筆大額款項，給年邁母親養老

及醫療。

今天他能以不循私均衡平等，善待母親

及胞兄弟家族，效法佛教六和敬僧團，強

調「利和同均」。

平時董事長與人言談間，最常引用的就

是星雲大師開示：「大廈千間，夜眠不過

八尺；良田萬頃，日食又能幾何？」

兄弟親族間為何要計較？爭奪比較又是

什麼？

一位實業家從己身做起，自度度人，自

利利他，應是社會的楷模，值得學習。

尤老師工作室內的羅漢、男人、女人、

動物正在進行演化，一字排開十來件作品

排隊，等待著尤老師的巧手，我突然感覺

好像在做整型手術……

正在胡思亂想時，尤老師說：「老婆，

可不可以幫我整理一下雕塑工具，學生問

我是不是竹籤最好用，讓我好無言……我

是找不到工具才用竹籤。」

整理分類收納擺飾，這樣的工作對我而

言像呼吸一樣自然。

泥土幻化羅漢、菩薩、動物……雕塑這

些，尤老師應該是累世的技能，很是自然

而然的輕鬆。

因為不同而吸引，伴隨而來的煩惱，竟

是因為彼此的不同，總是想改變對方，像

是要讓烏龜參加百米賽跑，希望兔子學會

游泳；我剛結婚時也一樣，常很不懂事的

折磨彼此。

好險！已經走過地獄了，看見天堂的風

光。

用感恩尊重愛，來結這世的緣。

龍陶藝術工作坊 https://www.facebook.
com/m87411/

近年來，隨著健康意識抬頭，除了日常

的運動，利用飲食來強身健體，甚至治療

身心疾患的各種食療法也開始受到重視。

唐代名醫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中提

到，人的身體要康泰平和，只要好好調養

即可，不要隨便服藥，因為藥力雖能夠協

助提升某部分的臟器和功能，服用不當也

會造成臟腑運行失調，容易引生其他的疾

患。

佛教在吃的方面，一向崇尚自然清靜的

食材，飲食合宜，則身心調和愉悅，對修

行有絕對的幫助。依佛法的理論，大地生

成的一切食物皆是藥，因此在佛教戒律有

一個單元「藥犍度」，又稱醫藥法，談的

即是飲食與病者用藥的規範。在佛典裡，

也教以數種防治疾病的食物，試舉如下：

蓮藕：涼血、散淤、止吐血、補虛勞、

清熱。

甘蔗：助脾健胃、潤喉去燥、清熱、解

毒。

茴香：驅風、去痰、避熱。

栗子：補腎、治腹瀉。

葡萄：補血利尿、治下腹部充血症。

橄欖：解酒、止咽喉痛。

菊花：明目、平衡血壓。

蘿蔔：防炎症、解面腫毒。

梨：止咳化痰、治喉痛。

生薑：散寒、止嘔、消痰、解毒，唯懷

孕者不可多食。

紅豆：利尿、治腳氣、水腫、黃疸。

茶：提神利尿。

此外，依個人體質也有不同的飲食禁忌

。例如，水果類如西瓜，胃弱的人不宜；

便祕者忌食桃；脾胃虛寒的人不宜吃綠豆

、枇杷；胃潰瘍者不宜吃香蕉。過量食醋

、烏梅，傷筋骨及牙；薑食用過多，傷心

神，令人少志少智；飲酒過量，影響神智

、傷腸胃及筋骨等；食糖過多，會情緒不

穩定、脾氣暴躁；李子吃多，會造成身體

虛弱。

值得一提的是，佛門的晚餐稱「藥石」

，是因應佛制過午不食，又以特殊情況下

開許的方便，取意為治療飢餓病的食療，

非為貪圖口腹欲望的飲食。時隔二千五百

多年，社會結構改變，仍有部分人士持守

過午不食的傳統，而佛門裡保留其精神，

依然沿用「藥石」的名稱。總之，任何一

樣食物入口，都必須衡量自己的身體狀況

，適時適量，佐以適當的處理方式、合宜

的生活習慣，才能真正發揮食療、食養的

功效喔。

堂妹年輕時，嫁了個情投意合的丈夫

。婚後，生了一個活潑可愛的兒子。一晃

二十多年過去，堂妹一家始終幸福和樂。

然而，幸福不是永恆不變的，青天霹靂

的不幸就發生在前年八月，她二十六歲的

兒子說到網咖去玩一會兒，就這麼一去不

回，猝死在網咖裡。那些日子，堂妹的眼

淚都哭乾了，每日與丈夫相對無言，不吃

不喝也不睡，親朋好友多次勸說都無效。

在告別式中，兒子十六個要好的高中同

學，一起來到堂妹身邊，含著淚緊緊握住

堂妹的手，說：「安安雖然走了，但以後

我們就是您們的兒子、女兒，會代替安安

陪伴您們、孝順您們。」堂妹和堂妹夫看

著這群孩子，感動地連連點頭。

此後，十六個孩子中住在本地的孩子，

三不五時就會過來陪陪堂妹、陪她說話、

陪她做家務、陪她逛街；慢慢地，堂妹走

出喪子的陰影與傷痛，開始上班、與人交

往，進入正常的生活軌道。

那年除夕，本該是一家人守歲團圓的日

子，堂妹和堂妹夫妳看我我看妳，不禁悲

從中來，暗自垂淚。突然，門鈴聲大作，

一開門，就湧進那十六個孩子，紛紛叫著

：「爸爸媽媽，我們來陪您們過年了。」

孩子們帶來各式年貨，其中，兩個在外地

工作的孩子，一個送堂妹智慧型手機，說

：「以後，我想媽媽或媽媽想我，就可以

用視頻聊天了。」一個給堂妹夫買了件羽

絨衣，說：「爸爸年紀大了，冬天要注意

保暖喔！」那個除夕，十六個孩子就陪著

堂妹及堂妹夫，說說唱唱，一直到天亮才

離去，讓堂妹和堂妹夫感到兒子似乎沒有

離去，依舊在身邊般的幸福。

為了與堂妹夫妻有更方便的聯繫，十六

個孩子還設了一個群組，並把堂妹和堂妹

夫拉了進去。這樣，他們夫妻倆的大小事

，孩子們都能及時知曉，也能陪著聊天，

有事還可以向他倆請教。

前幾天，堂妹在電話裡告訴我，雖然自

己很不幸，中年喪子；卻也很幸福，因為

失去一個孩子的愛，卻得到十六個孩子滿

滿的愛。相信在天堂的兒子看見，也會含

笑祝福，因為有他十六個兄弟姐妹在，爸

媽會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