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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周五  大悲懺法會（7：30 pm）

 5/13~14 
 周六~日

英文青年寺院體驗營

 5/13周六
環保回收日
（4：30pm~5：30pm）

 5/20周六
西來學校周六班結業典禮暨成
果展（9：30am）

 5/21周日
南加州佛教界聯合慶祝佛誕節
大會（10：30am ）

 5/23周二 西來學校課輔班教學成果展
（7：00pm）

 5/24周三 學校課輔班教學成果展

人間有愛

豐子愷．護生畫集

文／林少雯

有個媽媽告訴我，有天她預感天氣要轉

冷，想要給孩子穿上外套去學校，可是孩

子脾氣倔強，說什麼也不願意穿，母親說

不動，索性隨孩子的決定。下午，媽媽的

預感成真，烏雲罩日，風強雨驟，氣溫陡

降，孩子冷得直發抖，打電話請媽媽送外

套，媽媽很有智慧的拒絕孩子的請求：「

早上好言相勸你不聽，現在你要對自己的

決定負責。」孩子受冷一次後，從此對媽

媽的話言聽計從。這個媽媽看似無情的拒

絕，卻讓孩子學了一次乖，養成聽話的好

習慣。

有個朋友自以為年輕，菸酒不離身，他

的太太非常擔心先生的身體健康，好幾次

苦勸他戒菸戒酒，夫妻為此起口角，可是

他依然故我，他的太太希望我能勸勸他，

我告訴她：「時機沒有成熟，說什麼也難

改變多年的習慣。」幾年後，剛好社區舉

辦免費健檢的服務，我請他參加，檢查結

果他的肝、肺都亮起紅燈，醫師警告再不

戒菸戒酒小命可能不保了，此後他滴酒不

沾，立馬戒菸。他的太太苦口婆心的勸告

數年抵不過醫生的一句話，人總是不到黃

河心不死，要等待血淋淋的教訓才會恍然

等待的智慧     
文／顏福南    圖／洪昭賢

大悟。

很多事情是急不得的，就像媽媽改變孩

子要等待孩子受過苦，就像朋友要戒菸戒

酒要等待時機成熟，強摘的果子苦澀，那

是因為因緣還沒俱足；果熟自然蒂落，水

到自然渠成，都是等待的智慧。

元朝末年群雄爭起，天下大亂，各地英

雄豪傑無不承誥天命，自以為王，唯獨朱

元璋接受謀士朱升的建議「高築牆、廣積

糧、緩稱王」的建議，不稱王避免樹大招

風，減少被攻擊的機會，並加緊自我防衛

的力量—築牆積糧，蓄養實力，等待時機

成熟，終於殲滅強敵陳友諒與張士誠，逐

鹿中原，一舉成為群雄霸主，最晚稱王的

反而贏得最後的勝利。

回想自己年輕時嗜愛吃魚，無魚不歡，

總覺得味覺甘美，有人曾勸我吃素，心裡

不以為然：捨去珍饈美食，生命豈不無味

了嗎？年紀稍長，大魚大肉成了健康的負

擔，反倒覺得蔬菜、榖米最耐嚼，飯香菜

甜，漸漸的從少肉食到多蔬菜，加上經歷

了親人的生離死別，接觸佛法，理解吃素

是和眾生結善緣，我開始茹素，回首來時

路，因緣俱足蔬食甘之如飴，讓人不得不

感嘆佛法的巧妙與因緣殊勝。

等待是一種智慧，別急著改變什麼，「

終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歸來

偶把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四季的

遞嬗默默的流轉，春季的桃李花開，秋季

的菊花芙蓉，都各自季節裡璀璨，時機成

熟了，花兒自然開了，努力踏實，等待最

好的時機，當機會向我們叩門時，敞開門

扉，成功就在不遠的前方。

「歡喜」讓這個世界

充滿了色彩，「歡喜

」讓我們的人生充滿

了希望。

春天記事

季節情感
文與圖／鄭雋立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佛法真義

文／星雲大師

《阿彌陀經》
點名簿的意義

佛教裡的一部《阿彌陀經》，敘述了一

個理想的佛國世界——極樂淨土。在這個

極樂淨土裡，有七寶樓閣，有八功德水，

有黃金鋪地，有蓮池芬芳，有鸚鵡念佛，

有奇花異木，有諸上善人聚會一處，而且

思衣得衣，思食得食……。

可以說，在極樂世界裡，環境極其莊嚴

、幽美，生活無比快樂、自在，完全沒有

經濟的窘困，沒有惡人的干擾，沒有政治

的迫害，沒有男女的糾纏，沒有交通的事

故，沒有社會人我的傾軋等等；因為極樂

世界殊勝、妙好，所以很讓人嚮往，許多

人都一心想要往生極樂淨土，希望能移民

到那裡去。

但是，怎樣才能往生極樂世界、到阿彌

陀佛的淨土去呢？在《阿彌陀經》裡提到

了三十七助道品，要具備「信願行」的三

資糧，還有「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

只要具足各種資糧，加上臨命終時能一心

不亂的稱念佛名，那麼就能如願往生了。

只不過在這部《阿彌陀經》裡面，有一

個問題，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沒有？所有

的佛經，一開頭都是有人先請示佛陀什麼

問題，然後佛陀才開講；可是這一部《阿

彌陀經》，並沒有人請問佛陀，關於西方

世界或極樂淨土，但釋迦牟尼佛卻主動的

對一處大眾講述了「極樂淨土」的殊勝。

尤其在這部經裡面，列出的弟子最多，

表示他們有在座聽講。此中，除了菩薩以

外，光是羅漢的代表，就有十六位立名，

從舍利弗、目犍連，一直到周利槃陀伽等

。這不是點名簿，也不是會議記錄出席人

，他們的在座聽講，與這部經的關係非常

重要，為什麼呢？

首先，將上智的舍利弗列出來，表示《

阿彌陀經》不是對下愚的人講說，舍利弗

有極高深的智慧，才能了解十萬億佛土外

的國土情況；立名目犍連，是因為目犍連

有神通，他知道西方極樂世界在虛空中的

位置；立名周利槃陀伽，表示即使是不聰

明的人，只要勤念阿彌陀佛，一樣可以到

極樂淨土。

這就說明了，極樂淨土的居住群眾，是

三根普被，不論出家、在家，只要合乎條件

，就有移民往生的資格。除了十六位的羅

漢尊者以外，裡面有立名的菩薩，如常不

輕菩薩，這是啟示我們，做人要像常不輕

菩薩一樣，要有不輕視人的胸量。從這許

多羅漢和菩薩的代表裡面，就能看出這一

本經，和我們人間佛教社會大眾的因緣。

這一部《阿彌陀經》，你說它是一部上

等的哲學作品也好，說它是一篇最美的國

際旅行遊記也好；甚至說它是一幅理想國

的美好藍圖，也無不可。總之，在極樂世

界裡，他沒有人間社會的各種缺陷，這裡

的國土清淨，人民生活自在，大家平等友

善，彼此相處和樂。這是何等令人嚮往的

美好社會，所以自從淨土的三經一論傳到

中國後，唯有這一本《阿彌陀經》，在中

國社會文化的發展裡，起了最大的作用。

所謂「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甚至

於全國的大人小孩，不論信與不信，口邊

常念「阿彌陀佛」，都有一個天堂佛國的

理想。

   奉行三好 累積淨土資糧

綜觀這一本《阿彌陀經》，若用現代的

人間佛教理念來想，只要我們在當代生活

裡，遵照佛陀的指示：做好事、說好話、

存好心，與人相處和諧，對人包容尊重，

勤勞精進；十六位羅漢弟子中，你能有他

們哪一位的專長，就以那些專長來服務大

眾，濟世利人，好好的發心立願，都能到

極樂世界去。

但是請不要混淆了，在人世間，如果你

不先把這許多移民往生的條件準備好，或

者你對西方極樂世界裡，自然界的美麗，

社會裡的和諧，極樂國土的風光，尤其在

那裡勤勞的修行工作，以及和大眾相處，

如果你有所不到之處，還是要退回的；這

就如同你想移民哪個國家，但資金不足、

條件不符，還是要被退回一樣。

此外，若過去有殺盜淫妄的罪業還沒有

消除，總不能說你欠了很多債務，就從這

裡逃到別處去，就可以不再受法律或道德

的追究了，這是不可能的。像這許多的問

題，都有待你用心深思，多加研究、探討

哦！

歐陸古諺：「狂躁如三月野兔。」總覺

幽默又一針見血。

春光明媚，是為一整年官能覺醒之始、

萬物生機最盛時，無處不是花鳥聲色，惹

人詩心四起，莫怪古人詩詞太愛寫春，彼

時人皆弦歌，或走春賞花。但我深知情感

氾濫之可怖，倘若隨此風潮縱情逸樂，三

月未過恐與春泥同逝。我狠下心，以日常

勞動讀寫諸慣習，構築起銅牆鐵壁，防禦

警報啟動！

可壓抑情感談何容易？儘管每日將西洋

哲學精神分析奉作圭臬，窮盡理智之能事

，抵禦那股野兔般追求美感的衝動，也無

法不直視大自然的恩澤。

南台灣東風不算友善，然放眼望去公園

仍開滿羊蹄甲、洋紫荊，沿途潑灑粉紫色

韻；七里香濃綠中一抹白，楚楚可憐，暗

香勾人；後山則被暖意提前召喚出蒲桃，

吹來遍野芬芳清甜。在高雄市總提前盛開

的黃花風鈴木因氣候變遷盛況不再，但鳥

兒們的群奏彌補了一切，清晨黃昏皆有畫

眉、綠繡眼與麻雀唱啼滿天，孩童蹦蹦跳

跳追逐，意外驚出草叢裡的鷓鴣啪答答飛

走。

母地之春敦厚溫暖，好不動人！一個月

來，幾番抵禦幾番逃避仍得投降。既然抵

禦無效，不如換個方式低調讚美之。春天

啊春天！我為妳的甜美動人棄械投降，我

沒有文人雅士的文采雅興，卻能靠顏料作

畫敬拜妳，這個月復活節讓我瞧瞧松鼠鳥

兒野兔送彩蛋去。

於是乎桌前有了上圖這幅畫，她是我心

眼裡所見人格化的春天，一位四處復甦眾

生的可愛精靈，想必明年她也會帶著小花

輕敲我窗扉吧？

本人謹在此宣告：警報解除，情感抵禦

工事無限期休止。

蔡京作宰相。大

觀間，因賀雪賜宴

於京第。庖者殺鵪

子千餘，是夕，京

夢群鵪遺以詩曰：

「啄君一粒粟，為君羹內肉，所殺知幾多

，下箸嫌不足，不惜充君庖，生死如轉轂

，勸君慎勿食，禍福相倚伏。」京由是不

復食。� ──《陶朱新錄》．朱幼蘭書寫

這則的故事，取材自宋朝馬純所撰《陶

朱新錄》一書。故事發生在北宋大觀年間

，當朝的宰相是蔡京。

有一年的冬季，下起了大雪。皇上見下

雪了，心中歡喜，為慶賀瑞雪兆豐年，於

是賜宴於蔡京的相府。蔡京因此在府中大

宴群臣，席上飲酒作樂，賞雪吟詩，附庸

風雅。

相府的廚子忙得不可開交，準備山珍海

味等膏粱厚味，單單鵪鶉就宰殺了一千多

隻。群臣大口大口的吃進酒肉，吃得酒足

飯飽，才醉醺醺地各自回府。

那天晚上，蔡京睡覺時作了一個夢。夢

中來了一群鵪鶉，竟通靈似的，像朋友一

般送他一首詩：「啄君一粒粟，為君羹內

肉，所殺知幾多，下箸嫌不足，不惜充君

庖，生死如轉轂，勸君慎勿食，禍福相倚

伏。」

蔡京醒來後，還清清楚楚地記得詩中每

一個字句，心中不由大驚。鵪鶉託夢給他

，讓他感到慚愧，昨天那一席餐宴，確實

是殺了很多鵪鶉，或許真是殺生太多，引

發天怒了。

鵪鶉清楚明白地告訴他，跟他是有緣的

，曾經在他相府裡被飼養過一段時間，現

在被當成盤中飧，鵪鶉似乎很認命呢！但

是人的口腹之欲是很難滿足的，不論殺多

少鵪鶉都不夠人們吃。鵪鶉不在乎成為人

們廚房內被烹煮的肉品，牠們心知肚明，

知道生命很短暫，好像車輪在轉動一般的

快速，很快就轉到別的道上去了。

鵪鶉們勸蔡京要謹慎思考，不要再如此

殺生了，生死一瞬間，是福是禍很難說，

福禍相倚，是一體的兩面啊！

思考過鵪鶉傳給他的信息，蔡京從此不

再吃鵪鶉肉。鵪鶉的提醒，讓人們思考六

道輪迴，循環無端，今日你殺他，明日他

殺你，冤冤相報何時能了？還是早日護生

戒殺少造殺業才是！

窗前生趣有雙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