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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有愛

另類財富

文／山茱萸

 得獎的袋鼠

有一回我要到某所學校開會，在街頭迷

路了，我看見一個小朋友穿著該校的運動

服，直覺的搖下車窗問她：「請問你們學

校怎麼走？」沒想到這個小朋友頭也不回

的轉身就走，告訴我：「我媽媽說不能和

陌生人說話！」我望著他漸去的背影，不

知道該說什麼話才好。

我沒有責怪孩子，因為孩子正是社會現

象的真實反映。我們不也曾經這樣冷漠過

：路旁發生車禍卻踩著油門離開現場，擔

心自己陷入麻煩的詐騙事件？對愛心團體

義賣絕塵而去，心想這會不會是個騙局？

還有人接到國稅局補稅通知以為詐騙事件

而破口大罵，讓國稅人員哭笑不得。

人和人之間彼此提防，孩子被教育要注

意陌生人，面對問路無從判斷好人與壞人

，只能選擇拒絕，社會變冷漠了，不也是

我們築起的心靈高牆嗎？

前一陣子有個紐西蘭父親千里到台灣尋

找孩子，這位父親身上掛著貼有兒子大頭

照的告示牌，獨自來到阿里山山區，尋找

來台灣登山失蹤的兒子。他前後六次來台

灣尋人，兒子的行蹤依然石沉大海，在他

感到心力交瘁，無力承受痛苦與悲傷時，

有的台灣人知道他的遭遇免費開車載他，

有人為他張羅三餐，有人為他募款，讓他

有經濟後盾繼續找孩子。這位紐西蘭父親

自認只不過是個平凡、來自異鄉的人，他

對台灣的人情味感到不可思議，雖然他最

終沒有找到兒子，卻在這片土地上遇到無

私的愛和溫暖。台灣沒有成為他的記憶傷

心地，反而像他的第二個家，他在台灣找

到人性的光輝和無盡的愛心。

幾年前，有位華航經理過年期間在台東

海邊撿到一台防水相機，檢視記憶卡後，

發現是五、六年前在夏威夷拍攝的，從照

片中猜測相機主人是太平洋對岸的金髮少

女。華航為善不落人後，成立臉書粉絲專

頁，透過網路搜尋失主，還提供免費機票

，讓少女可以來台灣親手領回相機，熱心

的網友相互轉傳，沒想到短短兩天就找到

相機主人。尋找相機的過程引起國際注意

，讓台灣人美德傳遍全世界，藉由媒體及

網路的力量，相機終於物歸原主，成為大

家的美談。

誰說台灣人沒有愛心？誰說台灣人冷漠

？我們都曾經渴望別人的幫助，也曾經熱

問 路 

文／顏福南   圖／彩虹樺樺 

血的對人伸出援手，為

什麼要拒絕別人的問路呢？

也許詐騙集團橫行，也許我們

都曾經吃虧上當，但對人的純真與

善良千萬不能忘失，給人溫暖，與人

結善，是做人的基本承諾，讓我們以

助人來減少冷漠，熱心來對抗欺騙，

讓台灣的美好品德持續流布社會，愛

是永不絕版的傳說。

很嚴肅的問題，一
句幽默，可以化解
凝重的氣氛，讓大
家心情豁然開朗。

生命教育

跟孩子談生死
文／盛宜俊

文／星雲大師財富
每逢春節過年，大家見面都會互道「恭

喜發財」。財富是人人所希求，它是一般

人所共同的願望。佛教也非常重視財富，

主張發展淨財、善財，重視均富、共有、

施他、利濟。當初佛陀制定托鉢制度，提

出對財富更深層一步的新觀念，主張「裕

財於信眾」。 

出家人在托?時，心懷平等觀，為信眾

說法；信徒布施飲食，也獲得出家人的教

化、祝福，如此，施與受謂之「財法二施

，等無差別」。「鉢」就是一塊「田地」

，我們投到?裡的雖然只是微少的一點善

款，就像種下的種子，在未來的時間，一

粒種子，卻能一收百、千收萬，成長無限

的果實。 

人的財富可分為︰一時的財富與永久的

財富，共有的財富與私有的財富，物質的

財富與精神的財富，心外的財富與心內的

財富，日減的財富與日增的財富，有形的

財富與無形的財富，天然的財富與創造的

財富。佛教認為財富從前世到今生、來世

，是一體連貫的，財富不能只看一時，要

看各種因緣關係，所以人在開發自己的財

富之餘，更要創造全民的財富。 

一般人的歡喜大都建立在發財上，但財

富的意義要擴大，因為財富不僅限於美金

、鈔票而已，能與人結緣、行慈悲、發心

、服務、給人一個親切的微笑、點頭，說

好話讚美人、對他人行善能生起隨喜的善

心，所謂的「隱惡揚善」，口業的清淨，

也能為我們積下人緣、福德的財富。 

此外，願意喜捨自己的物品、金錢，接

濟有需要的人，這是積集慈悲的內心財富

。再者，健康的身體、事業順利、出入平

安、交到真心朋友、心中有信仰，這都是

我們的財富。又如：你建了大樓，我就可

以在屋簷下躲雨；你建了公園，我可以在

裡面散步；你買了電視，我可以站在旁邊

看……這些不是我的，但我可以享用。所

以，財富要從很多方面去發掘，而不要只

限於「金錢」。 

由此而知，世間上根本就沒有真正的窮

人，每一個人都可以自我生產出無量的財

富，如︰腦生智慧的財富、心生歡喜的財

富、雙手生勤勞的財富。一個擁有萬貫家

產的人，若不歡喜，一樣很貧窮，擁有智

慧、常懷歡喜心才是我們真正的財富。有

限的財富總有用完的時候，天天跟

著我們的腦、身、手、心的財

富是永遠用不完。 

我曾應邀到日本市中心

的朝日新聞紀念館（朝

日ニュース記念館）舉

佛法真義
行一場以「人心、命運、金錢」為主題的

佛學講座。我說：一般人普遍關心前途、

命運、金錢，較少重視心靈淨化。其實這

三者是互為因果關係的，心好命就好，命

好錢就多，真正的財富在身體的健康、內

心的滿足、正確的信仰、包容的心胸、前

途的美好、生活的幸福、眷屬的和諧、靈

巧的智慧及發掘自我本性的能源，只要心

靈能夠淨化，這些內財自然具備。 

佛教認為真正的財富，不是指銀行裡的

存款，也不一定指土地、房屋、黃金、白

銀，因為這些都是五家所共有，即：水、

火、天災，讓你傾家蕩產；強盜土匪，劫

奪我們的財富；貪官汙吏以種種的手段侵

奪百姓的財產；不孝子孫，浪蕩家財；國

家的苛政賦稅，使民不聊生。 

人生唯有佛法、信仰、慈悲、發心、滿

足、歡喜、慚愧、人緣、平安、健康、智

慧等，才是人生真正的財富。

曾經讀過洪蘭教授

的一篇文章，其中有

段話令我印象深刻，她

說：「父母不需擔心孩子太小聽不懂

，只要是真話，孩子以後慢慢會懂；

但是騙了孩子，他以後就不再相信你

。我們可以告訴孩子生老病死是大自

然的規則，人力不能挽回，對不能操

之在己的事不能強求。」

記得大女兒還小的時候有天問我：

「爸爸，我們死後會到哪裡去？」我

沒想太多隨口回她說：「當然是埋在

地下啊！」沒想到她突然哭著說：「

那我不要死，我不要埋在地下，我最

怕蟑螂了。」心疼她的恐懼反應，才

驚覺自己說的不太妥當，遂趕緊安慰她：

「人生還很長，就算哪天生命到了盡頭，

佛祖也會帶著我們去天上修行。」就當時

年紀還太小的她而言，雖無法完全聽懂，

但能「跟著佛祖去修行」，對一向怕孤單

的她，倒是起了慰藉的作用。

去年年初，岳父生病過世了，最受岳父

疼愛的大女兒，哭得尤其傷心。因為早年

我們夫妻倆都在上班，在她才剛出生沒多

久，我們就托付給岳父母照顧，多年的朝

夕相處，難怪她很難承受岳父的離去。

我們告訴大女兒說，爺爺茹素禮佛多年

，生前行善受人尊敬，加上捐贈大體的願

望又能夠實現，他的一生算是功德圓滿了

。他只是放下了世間的掛礙，也不再有病

痛了，當時女兒聽到，爺爺快樂的到另外

一個世界去修行，也就沒那麼難過了。

如今大女兒已成年了，雖聽得懂我們的

話，但畢竟爺孫間感情深厚，一想起爺爺

來還是會悲傷哭泣。幾個月前，大女兒無

意間發現了一張小時候跟爺爺的合照，拍

攝地點是在宜蘭的冬山河附近。她說她很

懷念爺爺，想到該地點去走走，追憶

一下他們爺孫倆曾經共處過的快樂時

光。

然而時間過了那麼久，光憑一張照

片，還有僅靠小時殘存的些許記憶，

實在是很難辦到的。沒想到她和她的

男朋友，按圖索驥地，雖費了不少時

間，終究還是讓她找著了，還拍了張

她的獨照回來。她說在拍照時，爺爺

就好似站在她的身邊，像那張小時候

的照片一樣摟著她微笑。我們相信她

已漸漸走出了悲傷，懂得用懷念來取

代執念，並為爺爺的遺愛人間善行感

到驕傲。

人的一生，既有起點也必有終點，

但對孩子們來說，沒有大人的開導，

很難了解生死的真諦。我們要教導孩

子如何面對死亡的課題，以及對親人

的死要如何靠智慧走出悲傷。並提醒

他們在自己有限的一生當中，早些做

好該有的規畫，精采的過完這輩子，

將來才不會有所遺憾。

12/9
周五

大悲懺法會（ 7：30pm）

12/10
周六

人間學院結業典禮

12/11~18 
周日~日

彌陀佛七

12/11
周日

環保回收日
（2：00~5：00 pm）

12/18
周日

彌陀佛七總回向—《三時繫念
佛事》（1：30pm ）

12/22~
2/19

郝毅強作品展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澳洲東方灰袋鼠露露，在一次意外中拯

救了五十多歲的主人李察斯，澳洲皇家防

止虐待動物協會RSPCA，因此頒發了一

座「國家動物英勇獎」給牠，以表彰牠對

人類的貢獻。

露露是李察斯的兒子四年前收養的。當

時袋鼠媽媽在公路上慘遭車輛撞斃，李察

斯的兒子在袋鼠媽媽的育兒袋內發現了小

露露，把牠帶回家，之後，露露就成為這

個家庭裡最受寵愛的一員，並且在四年後

救了李察斯一命。

意外發生在一場暴風雨過後，李察斯在

自家農場巡視災情，被掉落的樹幹擊倒陷

入昏迷，跟在他身旁的露露開始大叫，引

起李察斯妻子琳恩的注意。

琳恩和姪子匆忙趕至，發現李察斯不省

人事地倒臥在地上，露露則拚命地想用自

己的身子把李察斯頂起來。事後李察斯表

示：「我的姪子趕到時，露露已把我翻轉

成側臥，我也吐了一些東西，是牠使我免

於窒息而死。」

一般都說人類最忠實的朋友是狗兒、最

親暱的朋友是貓咪，但從露露身上我們可

看到，擁有「知

恩圖報」情懷的

，應是「放諸動

物皆準」。人類

號稱「萬物之靈

」，不僅應尊重

生命、保護各類

動物朋友，懂得

知恩惜福，更是

做人處世的一大

準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