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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出狀元

生活感悟

文／伍華英

自在慢跑

成長路

如果這個人是我教出來的學生，

縱使他不會說英文，考試常常不及格，

我也會很驕傲的。

這些年來，教育改革不斷修改、進行，

希望讓我們的下一代在學習上能夠更沒有

壓力、更有能力，但是站在第一線教學的

我，看著其他國家的孩子不斷進步、甚至

超前我們，內心的急切與壓力實在難以言

喻。

這樣的急切顯現在教學上。學生英文單

字背不到要求的字量、文法錯誤太多，舉

凡聽、說、讀、寫任何一項跟不上班上同

學的進度，星期六早上或下午就要找我報

到；或是我會隨時針對某些孩子需要加強

的部分增派作業。

然而這個方法對有些孩子是有效的，對

有些孩子則起不了太大的作用，長期精神

緊繃、求好心切，疾言厲色的言行舉止反

而讓師生關係開始緊繃。

有些學生不夠努力，但有些已經努力爆

表了，卻看不到太大的進步，他們被狠狠

甩在班級正常進度的後面，任憑我用盡方

法拉著、推著、拖著，也無法跟上大家。

他們不是不努力，但他們努力十分，可能

才有一分收獲；同時他們的生命不是只有

英文，很難把青春全放在英文一個科目。

我常常在午夜夢迴時思考，現在才五年

級就放棄英文，以後的人生要怎麼過？可

以考到什麼好學校？可以找到什麼好工作

？在全球化的時代裡，他們要怎麼自力更

生、養家活口？我在讓學生「快樂學習」

與「快速學習」的選擇上，舉棋不定。

就在我快要到達情緒失控的臨界點時，

有一天晚上，我的機車在半路拋錨了，我

只好撥電話請機車行來把車載回去修理。

就在我站在路旁等待時，熙熙攘攘的車潮

從我面前經過，我看著附近店家的招牌，

鴻泰牙科、美琳女裝、五福美食、信義房

屋、健維診所……我看著自己拋錨的車，

突然有個聲音從心底出來，它說：「你去

叫一個最會讀書的來救你啊！」

這個聲音讓我呆站在原地，我像被重重

地揮了一拳。「你去叫一個最會讀書的來

救你啊！」「你去叫一個最會讀書的來救

你啊！」最會讀書的在哪裡？最會讀書的

大概都在醫院、律師事務所或是科技公司

，他們沒空，而且不懂修車，當然也別奢

望他們會來救你。

就在這時，修車行的人來了，他極有禮

貌地我自我介紹後，檢查了車子，魁梧的

身材，三兩下就把我的車子平穩地放上了

小貨車。他熟練地固定好機車，留下我的

姓名與聯絡方式後，非常貼心地詢問我要

前往哪裡？要不要載我一程？我原本以為

機車行的人把車載走後，我得想辦法一個

人回家。

我開心地坐上了小貨車，想著，如果這

個人是我教出來的學生，縱使他不會說英

不會讀書的孩子

文／葉佳琪

文，考試常常不及格，我也會很驕傲，因

為他對人群一樣很有貢獻，而且彬彬有禮

。那我現在替孩子們擔心什麼？我該擔心

的，是孩子有沒有找到他的興趣與專長才

是。

從那天以後，我的教學生涯像是撥雲見

日一般，教室裡少了急切與咆哮，多了溫

暖與笑聲。

我還是很認真地教學，很認真地要求，

但是不會再強迫。跟得上的，正常走；跟

不上的，安心走。我學會用平常心看待孩

子天賦的不同，因為我知道，在我最需要

幫助的時候，可能正是那一個不會讀書的

孩子來幫我。

放生最大的意義是放人一條

生路；給人機會、給人方便

、給人救濟、給人離苦，這

是佛教徒應有的護生觀念。

守望相助

熱心好鄰居
文／黃詩云

佛法真義

文／星雲大師

菩提心

佛教的教化中，一再鼓勵信者要發心：

發慈悲心、發忍耐心、發無我心等，總說

一句，都要信徒發菩提心。

佛教把「心」比喻為一塊田地，你要有

收成，就必須先開發，這個田地裡才能生

長五穀禾苗。或是山坡地，你也要去開發

，要做好水土保持，再種植果樹，你才有

花果可以享用。甚至於河川地，你也要去

開發，這片河川地才能為你使用。

同樣的，對於我們心中的這片田地，假

如你不開發它，就不能生長功德，不能生

長慈悲，不能生長你的財富；因為我們的

心田裡有無限的寶藏，不經過開發，寶藏

就無法出土，所以佛教鼓勵人要發心，要

開發心田，要開發心地。

現在大家可以自我檢討一下，我們的心

田裡，到底擁有了什麼？是雜草叢生的荒

地呢？還是推滿雜物，髒亂不堪呢？你到

了那種骯髒不淨的地上，連個下腳之處都

沒有，當然不容易立足；就等於我們的心

地上有了自私、嫉妒、怨恨、鬥爭、貪欲等

等，在我們的心地上，有這許多骯髒、紛

亂的雜物，它怎麼能成長美好的功德呢？

所以，佛教一再告訴信徒，學佛修行，

所謂「修行要修心」，我們要把自己不當

的行為、不好的心念，先做修正。就等於

房子漏水了，你要修理一下；衣服破了、

壞了，你要把它修補一下。你的心地自私

，要把它修成大公無私；你的心裡充滿嫉

妒，要把它修成對人尊重、包容；你的心

中滿是怨恨，要把它修成慈悲平等；你的

心田充滿貪欲，要把它修成喜捨布施。你

能把無明黑暗的心地，修補成一個光天化

日的世界，你的人生才會充滿光明。

佛陀的這許多教示，都是告訴我們修補

身心的方法；只要我們肯得信仰、使用，

還怕自己不能成長、不能進步、不能成功

立業嗎？

當然，發心也有等級，有的人發心孝順

父母，有的人發心為社區造福，有的人發

心為國家效勞，有的人發心要普利群生等

。其實，什麼叫「發菩提心」？發菩提心

的定義，就是「上求下化」。

對上，我們要「上求佛道」；對下，我

們要「下化眾生」。如果我們有菩提心，

對上要修學佛法，不怕風霜雨雪、艱難困

苦，我們都要勇敢的去追求真理、修學真

理。

如果是對一般的後學子弟，我們要布施

給他們慈悲、般若、智慧，讓他們在優良

的環境中，成長為一個有道德、有品格的

人生。這就是我們佛教徒應該要發的菩提

心。

   發菩提心 開發心地寶藏

但是，關於發菩提心，有人說「露水道

心好發，菩提心難發」。其實菩提心是一

個勇敢的意思，你只要有道德勇氣，你有

俠義的心腸，見義勇為，為維護世間的公

平正義，你要勇敢的去主持公道；你對人

間的諸多糾紛、貧苦，你能解決他們的問

題，這個就是菩提心對世間的重要。所以

從古以來，多少人成為菩薩、成為大德高

僧、成為大慈善家，原因就是他們都能發

菩提心。

現在我們所有的社會大眾，不管士農工

商、婦孺老幼，大家不妨問一問自己，你

有發心嗎？你有發心，你自己就有功用，

家庭就能受你的利益，社會就可以受到你

的貢獻，國家也會獲得你的幫助。如果你

沒有發心，就是只有享受國家的福利、享

受社會給你的施捨，你就會成為一個消費

分子。

你因為沒有發心，心田裡就長不出禾苗

；你的心地沒有經過開墾，能源、寶藏就

無法開發出來，那麼你就會成為一個一貧

如洗的窮人；相反的，你能發心，尤其能

發「自度度人」的菩提心，那麼不僅能自

利，也能利人。所以，這就是佛教重視發

菩提心的原因，這也是我們今日學佛修行

的人，所要學習的第一要務。

⬆充滿貪欲心田，要把它修成喜捨布施。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8/11（五） 大悲懺法會（7：30 pm）    

8/12（六）
環保回收日（4：30 pm ～ 
5：30 pm ）

8/19（六）
環保回收日
（4：30 pm ～ 5：30 pm ）

8/20 ～ 27
（日～日）

孝親報恩盂蘭盆法會

8/27（日）
瑜伽燄口法會（2：00 pm）

經常看見校園裡、馬路邊，有人全身溼

透、氣喘吁吁地在慢跑，對光跑一百公尺

都會不支倒地的我來說，總覺得他們像在

苦修。

後來外子也迷上慢跑，不論陰晴，不管

寒暑，換上鞋子，說跑就跑，即使是下雨

天，也會在雨勢稍歇的空檔，戴上帽子，

精神抖擻地跑出去。為了夫唱婦隨，更為

了像外子一樣瘦身有成，我鼓起勇氣，主

動要求加入慢跑的行列。

剛開始會上氣不接下氣，好幾次想中途

放棄，可是，當我想堅持下去的意念推動

著腳步向前踩時，原本胸口滯塞的氣竟奇

蹟似地被打通了。此時呼吸的頻率與腳步

的節奏協調搭配，流竄全身的血液好像跟

地球的轉動同步似的，感覺身體一點重量

也沒有，真是身輕如燕啊！

而當我不去管呼吸了，大腦便有餘暇進

行思緒的調整。這時候，可以放空，可以

胡思亂想，許多參不透、想不通的人生大

小事，都可在此時豁然開朗。連村上春樹

都坦言：「我寫的小說，很多都是從每天

晨跑路上學到的。」所以在慢跑中沉思，

理路應該更清楚吧！

原來跑步不是苦修，而是一種享受。只

要不求快，不刻意和別人比賽，用自己的

速度去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跑步高手！

人生的跑道上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唯有

適才適性，找到自己的生活頻率，才能讓

日子過得從容自在。如果一味追求快速競

逐，不僅體會不到天人合一的神妙氣場，

更可能把自己弄得癱軟無力，遍體鱗傷。

忙碌社會中，能有熱心助人的鄰居已是

難得之事。為鄰十多年的阿香姨與媽媽不

僅相約一起運動、上市場，兩家有困難時

必相互幫忙，因此建立起深厚的情誼。

有回，阿香姨的婆婆生病住院，醫院、

家裡兩頭跑，沒時間買菜，媽媽上市場時

，便幫忙買些食材，讓她能將心力放在婆

婆身上。

而先前我因腳疾休養，父親要擔負家計

，照顧與家務則落在母親身上，忙得不可

開交。此時，阿香姨的熱心幫忙，總帶給

我們家無盡的溫暖。

那時，每次從醫院回來已是傍晚時分，

剛踏進家門，便聽見阿香姨拉大嗓門說：

「你們回來啦！肚子一定很餓，我來幫忙

煮飯。」隨即走進我家廚房。

媽媽則從冰箱拿出食材，兩人開始分工

準備。我在客廳休息，不時聞到廚房飄出

陣陣香味，半小時後，四菜一湯已上桌。

我們留阿香姨一起吃飯，她總說：「不

用啦，舉手之勞而已。」回家前，不忘關

心我的回診狀況，叮嚀要多吃點、補充營

養恢復體力，然後才轉身離開。

我夾起一塊嫩豆腐放入口中，想起阿香

姨貼心的舉動，嘴裡的滑順口感，承載著

濃濃人情味；喝一口熱湯，暖的不只是胃

，還有溫情注入心裡。

媽媽與阿香姨的互動，讓我看見鄰居間

如何打破冰冷的牆面，拉近彼此距離，盡

自己所能，相互關懷，真實感受到敦親睦

鄰的可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