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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婦小風景 

耕心園

文與圖／花生娘

文與圖／智愚 

當孩子的幫手

無我

生活德國八年，友人問我碰到最大的失

敗與挫折是什麼？我想，就是無法順利生

第二個小孩的身心挫折。

懷恩典前我已流產過兩次；恩典兩歲時

，抵不過恩典的溫情攻勢，他睜著小小的

雙眼問我，什麼時候要再給他生一個弟弟

或妹妹？於是後來又懷了兩次，但一樣是

空包彈，都是到第八周沒看到心跳。

因為這個失敗，生命拉著我、逼著我去

面對關於「不成功」這件事，也讓我不得

不往自己內心深處探去，不斷問自己：我

真的想再生第二個嗎？我的流產，或許顯

現了深層潛意識裡，其實我想要擁有更多

獨處時間，其實並不想再將我的時間瓜分

給第二個小孩了。

第四次流產後，傷心地去找我的順勢療

法師深談，記得當我跟他談起這件事時，

幾乎是嚎啕大哭地跟他說：「我不能接受

自己失敗，我怎麼會有做不到的時候呢？

」原來，我是不能接受自己生不出第二個

小孩，原來，我只能接受完美與成功的人

生。

這些年，我試著跟先生溝通內心真實的

感受，我跟他說，為了生第二個孩子，我

真的努力過，也盡力了，我不想去做所謂

的試管嬰兒，我的身體無法再承受那些痛

了。也因此，他要的那個理想母親形象會

破滅，因為我除了是他老婆，是恩典的媽

，也是一個女人，一個還有自己夢想的女

人。

生不出第二個小孩，讓我曾一度覺得自

己真是失敗，但多年下來，我終於願意承

認，生命不需要完美，不需要再那樣一個

人將所有事都做盡做好。這些不完美，讓

我學會對痛苦、對生命有更大的臣服，開

始可以欣賞生命裡那些無法達成的事：包

括我還是很怕水無法學會游泳、包括我是

朋友眼中注意力不集中一族、包括我是一

個在先生眼裡不夠精明的老婆、包括我是

一個在趕稿時焦慮上身，那一陣子衣櫃就

會亂七八糟的人。

恩典好勝心強，某回因為鞋帶綁不好，

發脾氣大哭起來，那當下，我真的可以了

解孩子的好強與挫折感；幸好，我是一個

慢慢學會了接納不完美的媽媽，所以我跟

他分享了一個小觀察。

我跟他說：「恩典，你想一想哦，媽媽

很會拍照跟寫稿，但到現在還是沒辦法像

婆婆那樣會做蛋糕、家理清潔功夫一級棒

；然後爸爸會修理家電，但他卻不像爺爺

那樣會彈吉他跟吹口琴。」他一聽我這樣

說，就自己舉一反三：「對！就像我比較

會畫畫，Mattis不會，但Mattis的數學就比

我好啊！」我跟他說，就因為每一個人都

不是全能、完美的，這樣才有機會讓我們

大家相互打氣、互補長短地生活在一塊啊

！聽完我的這番話，恩典破涕為笑地抱住

我。

我覺得身為父母，能夠擁抱、接納生命

的失敗與挫折，真的是我們能引領孩子健

康發展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因為那讓我們

不會成為迷失的父母，不會竭盡所能、無

所不用其極地要孩子成為一個萬能小孩，

因為那分坦誠，讓我們的家庭關係變得更

緊密。

而我心裡頭那個受傷的小女孩，也終於

慢慢長成一個成熟的女人，不再將挫敗當

成怪獸攻擊。我看出生命的重生力量隱藏

在每一個挫折裡，在那裡，我們學習鬆解

自己的苦與對自我的錯誤認知，在那裡，

擁有重寫人生程式的最高機密。而我，終

於愛上不完美的自己。

文與圖／皮爾斯夫人

欠缺團隊精神，各自
為政或單打獨鬥，都
是團體成長的缺失。

佛法真義

文／星雲大師

「傳承」的重要

世間上，百種行業當中，最重視的就是

傳承。當初佛陀在印度的靈山會上，拈花

微笑，把真理妙法傳給大迦葉，大迦葉再

傳給阿難尊者；這樣一代一代的傳承，直

到二十八代達摩祖師到中國來，成為東土

禪宗初祖。此後五傳至弘忍，其下六祖惠

能大師，大放異彩，所謂「一花五葉」，

開演出五家七宗；可惜，有些人的根機、

道行不夠，不認為傳承的重要，那麼傳承

就變成了斷層。

其實，不管國家也好、團體也好、事業

也好，到了人才斷層的時候，就是一個衰

敗的現象。如中國歷代的皇帝，傳承得人

，則國泰民安；不得人，則民怨沸騰，天

下大亂，皇朝毀於一旦。很多的老師，千

辛萬苦，就是為了找一個能託付、傳承的

弟子，把他的風範、所學、德行，能夠繼

續下去。

過去叢林裡面，方丈住持傳位時，一條

念珠掛到你頸項上，就代表他把一切傳承

給你，口中會說：「龍天常住，咐囑汝身

，汝當愛護大眾，服膺眾人，要讓常住興

隆。」這就是託付予你的任務，你要能擔

當，這就叫作承擔，這就是傳承。

所以，過去佛教裡，有淨土的傳人、禪

門的傳人，各宗各派都有傳承。傳承久遠

的，能有數十代；也有的傳承不得人，只

有短暫的傳了三、五代，宗派就沒有了。

這是識人、不識人的問題，因此傳承要得

人。

中國說：「富不過三代」，因為富貴裡

面，養不出吃苦耐勞的繼承人。他會認為

一切都是來得很自然，於是任意揮霍、亂

用，不知來處艱難。所以要能知道傳承，

須先跟隨老師學習十年、二十年。過去大

多數傳承成功的範例，都是心意相投，思

想一致，品德、道行、學歷都相契合的。

傳承的條件，最重要的，不可以傳給眷

屬、私人，不可以傳給自己的所愛，要傳

給有公平、公正、公益、有量、有道德、

有智慧、有公德心之人，抱持私心就不可

以了。但看歷史上，公天下和私天下的傳

承，其結果就有所不同。

當然，傳承首重人的品質，等於一顆種

子，你是好的種子呢？還是敗種呢？長出

來的結果是不一樣的。所以過去做老師的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人生一樂也。天下

父母萬般的辛苦，就期盼著「望子成龍」

；也有的老師在哪個地方一住幾十年，就

為了等待一位能接受他傳承的人。如印度

那爛陀寺的戒賢大師，年逾百歲，他奮力

抵抗病魔，就為了等待玄奘大師的到來，

把畢生所學的佛法傳授予他，這是佛教裡

一則很美的傳燈故事。

在佛教史裡，凡是初學的學僧，你不能

養深積厚，涵養自己的學問道德，對於能

夠接受傳承的條件不具備，即使你當了傳

承得法的人，對於自己將來也要弘法傳承

，那就很困難了。

⬆佛陀在印度靈山會上，拈花微笑，將妙

法傳給大迦葉。

4/8（六）
~22（六）

萬緣水陸大法會

❶水陸外壇佛事：4/8~22

❷水陸內壇佛事：4/16~22

❸水陸送聖佛事：4/22

4/9周日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30am）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4/11周二 光明燈法會（10：30am）

4/14周五 大悲懺法會（7：30pm）

4/16周日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佛學院每學期總是會安排一場演講比賽

，讓同學們體驗上台的感覺。這是一段讓

人心跳急速不規律、寒天汗流浹背、夏天

手腳發冷的緊張時刻。

有一名同學的演講比賽題目〈認識自己

〉。他一上台：「各位在座同學，你們認

識自己嗎？認識自己的請舉手……十秒已

過，來不及舉手或剛才想舉手而沒有舉手

的同學，因我僅有五分鐘，來不及給大家

多一點時間思考，現在也不用舉手了。

大家好像不是很認識自己，但是說不認

識，在請問您怎麼稱呼時，每一位都可以

回答出來。所以，諸位同學，原來我們還

是『認得』自己，但不是『認識』自己。

出坡作務中，總是有理念不同的人。這

是那位同學做的，這個地方是我的……這

個時候的『我』出現了。我覺得『我』受

了委屈、『我』認為……『我』為何要忍

耐……為什麼佛門待久了養大了『我』呢

？我們不是常講要『無我』嗎？

原來是不認識自己，只是一味看別人，

看著他人成功失敗、看他人的優缺點，拿

著放大鏡放大他人的點點滴滴，卻沒有自

我省思，不會或不懂的事，其實是我們多

生累劫沒有薰陶……一個有智慧的人，做

任何一件事，都可以舉一反三，十件事當

一件事做。能力有限的人，簡單當複雜做

，一件事當十件事去思惟。如果一而再，

再而三將『我』一直放大，只會在太陽底

下見到自己的缺失和黑影。

為什麼說『好』時，姆指會伸出好來表

示，而四根手指頭便會自動握緊配合，因

為自知上場的不是自己；問路時，換食指

上場，指出地方的方位，姆指便彎曲握拳

，因為謙卑認知現在舞台不是輪到自己。

『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

六根清淨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如

果能認知以退為進的道理，就是每天在增

長福慧，修道便不會一直增長自『我』了

。」

「我」到底是誰？誰是「我」呢？參！

參！參！

整理舊物時，發現幾張從小學作業本撕

下來的紙頁，上半頁的大框畫圖，下半頁

寫字，應該是中年級的作業本。我依稀還

記得當時苦惱著不知如何下筆畫圖，只好

向爸爸求救，於是爸爸認真幫忙畫插畫，

甚至有些全部由他完成；後來則是爸爸完

成初步描繪，再由我上色。這樣的作業有

四、五次，之後就能全部自己完成了。

同時也想起女兒上小學時，不會寫「日

記」作業，我試著引導、提示，她依舊茫

然，我開始顯露不耐煩的態度，適巧爸爸

在一旁見著，勸說

：「念給她聽，照

著寫，慢慢就會了

。」這無疑是個很

好的提醒，先有一

種範本讓她依循，

孩子的腦筋迴路會

記憶這種模式，幾

次之後就可以試著

自己寫；還有對孩子，慢慢來別心急。

我的父親從小少有父母的陪伴，又因為

家貧，沒受過幾年的日式教育，但是給予

孩子很大的空間，總是適時伸出援手，屬

於溫柔教育派。如果我沒有因為繪畫的挫

折而討厭畫畫，反而非常熱衷於繪畫；如

果女兒也沒有不愛寫作，還試圖開始寫小

說，都是拜這種溫柔的教育所賜吧！

愛上不完美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