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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法故事 

心靈花園 

文／莊聰吉

步行是種修行

馬來西亞仁嘉隆村素有毒村之稱，是什

麼力量讓它改變成幸福村，且還是個致富

之村？

二○○七年，覺誠法師奉星雲大師之命

，回到故鄉馬來西亞擔任總住持，並以位

在吉隆坡郊區的東禪寺為重點。當時，他

觀察村庄民風淳樸，經濟以採收棕櫚樹為

主。

回想星雲大師剛來仁嘉隆村建寺時，許

多人不解地問：「這地方很不起眼，為何

要在此發展？」沒想到二十幾年後，仁嘉

隆村已是高速公路必經之地，附近設有飛

機場，別的村庄早已多是老人，唯仁嘉隆

村特別興旺，全村約有三萬戶，老中青三

代都有。

大馬在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間，曾被

日本統治，時間雖短卻激起了馬來人反殖

民民族主義，華人因懼怕馬來人和伊斯蘭

教的支配，紛紛參加馬來亞共產黨，使得

先前在大馬取得霸權的英國為避免黨派生

亂，將華人居住地嚴格畫分成四百多個村

落，村外有英軍看守。仁嘉隆村便是其中

一個村落，至今有六十多年的歷史。

   春節平安燈會 帶動繁榮

仁嘉隆村的華人以宮廟的民間信仰為主

，二○○四年前馬來西亞總住持慧顯法師

發起春節平安燈會後，覺誠法師也接續舉

辦，每年引吸幾十萬人來觀賞，村民依附

做生意，短短十五天的收入，比做半年還

多，附近地價漲了百分之八十。

美中不足的是仁嘉隆村始終脫不了毒村

的惡名，造成外地人不敢來住，村裡的女

兒嫁不出去……，覺誠法師心想：「這裡

是佛光山在大馬的總部，每年辦平安燈會

、青少年學習營等活動，總不能說是在毒

村裡辦吧！」

他想要洗刷毒村給人的印象，於是招集

了村民代表、所有社團、宮廟、校董代表

等領導人。開頭便問：「別人對我們印象

都是毒村，該怎麼辦？」大家面面相覷，

莫可奈何。

覺誠法師建議：「我們應當去找吉隆坡

警察總長，拿出數據，才能證明，毒村的

真實性！」沒想到，會中已布署了區域警

察，事後拜託覺誠法師不要往上報，由他

們來處理。一周後回報的數據顯示，仁嘉

隆村吸毒全國排行連十名都排不上，怎稱

得上是毒村呢？

覺誠法師再次召開大會，誓言保護仁嘉

隆村的清白與信譽。

多年來，陳村長認真打擊毒販，現在說

大馬毒村 翻轉變幸福村

文／妙熙    圖／溏湘 吸毒不嚴重，不就重重打了他一巴掌？他

與覺誠法師間產生了隔閡，於是私下到處

放話說：「法師在騙人。」甚至在大馬首

相納吉來訪東禪寺時，陳村長在餐會中也

不給面子。

   誠心感動村長  前嫌盡釋

如此折騰多年，直到二○一五年上海外

灘跨年活動，發生嚴重意外，開始有了轉

機。意外當時唯一往生的大馬人，竟是陳

村長二十一歲獨女。

覺誠法師得知後，趕緊打電話找到人在

上海的陳村長，請他將女兒火化後回到東

禪寺辦後事。三天後，陳村長說：「中國

政府表示這屬意外事件，可以讓我把女兒

遺體送回大馬。」並負責交通費。

覺誠法師破例讓遺體送回寺院，並舉辦

佛事等。那幾天全村的人，包括國代、官

員等也都來到寺院祭拜，每一位到訪者都

對東禪寺不計前嫌，為村長女兒送別，大

為感動。陳村長一家態度完全改觀，村長

夫人也加入了佛光會。

之後，覺誠法師再次開會，倡議要廢掉

毒村，喊出「幸福村」概念。村民一聽相

當驚訝，「對呀！我們怎麼都沒有想過呢

？在現在生活水平提升了，不能再是毒村

了。」三十幾個宮廟代表、姓氏代表沒有

一個人反對。

   隨順因緣做事  依教奉行

仁嘉隆隨即成立了幸福村工委會，全村

社團會長皆是主席團成員，共同為仁嘉隆

幸福村新年期間承擔各項工作。

當覺誠法師提議要在村口打造一個蘋果

造型的拱門，意味「平安幸福」，村長也

義不容辭，全力配合。

經過多年波折，毒村翻轉成幸福村，成

為一個不可能的奇蹟。覺誠法師回憶當時

初來大馬時，師父星雲大師給他的一句話

：「看什麼因緣做什麼事，就去做吧！」

他如是奉行。

我們希望在社會成功
立業，最重要的，應
該有道德的修養，過
道德的生活。

校園即景

記憶的鑰匙
文／侯吟佳

媽媽的話 

文／陳芳修

一張板凳

人間系列

文／星雲大師

 給人接受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11/16~19
周四~日

藥師法會 

11/18
周六

光明燈法會（10:30am）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禪淨共修 （7:30pm）

11/26周日
西來寺建寺三十週年系列
─文化藝術節 二○一七年
（9:30am~4:30pm）

12/2周六
光明燈法會（10:30am）
洛杉磯協會會員代表大會 
（3:00pm）

12/3周日
英文一日禪（8:30am）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00am）

老和尚聽了就說：「我的徒弟只叫我倒

茶，沒讓我去燒茶，燒茶就比較辛苦了；

他只叫我去切水果，並沒有要我去種水果

，種水果就更辛苦了。他因為體諒我年老

體衰，只叫我做一些輕鬆的事，怎麼說對

我不好呢？」因此，凡事往好處想就不會

有比較、計較，人與人之間就不容易起紛

爭。

   降伏自心 遠離心中敵人

所謂「天人交戰」，這顆心，經常在善

惡之間不斷的戰鬥，完全要靠自己降伏。

如《金剛經》說，要降伏其心，把這個妄

心、壞的念頭都降伏了，等於敵人，我們

一定要遠離他。

其實，人生最大的敵人，就是我們自己

。你不能降伏你心中的敵人，你就不能超

脫，你就不能在世間上為人所接受。

所以，我們從幼兒起，父母師長就要先

教導我們，如儒家說不正當的東西不看，

不正當的語言不聽，不正當的話語不說。

佛教裡也說，先把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六

根、六識管好，看世間上的六塵，眼觀色

，耳聽聲，鼻吸氣，舌嘗味，身感觸，心

思想；一切當然心識為主。心往好處想，

眼耳鼻舌身也會跟著我們轉好去看、去聽

；如果心術不正，則眼耳鼻舌身都跟著我

們不正。心的好壞，所謂「誠於中，形於

外」，人家都會看得出來。所以要往好處

想，所謂：「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治

心的法門，是最重要的。

心，是我們的主人，我能不好好的重視

他嗎？我的主人不正、邪道、不善、惡事

做盡，這種主人我們跟隨他，還會有好的

未來嗎？

在世間上，要想做一個正正當當的人，

必須要把我們的真心往好處想，這是無庸

置疑的事。每天能說：我的父母怎麼好，

我的朋友怎麼好，我的主管怎麼好，我的

事業怎麼好，我的交往關係怎麼好……，

把好掛在嘴上，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

，你還怕不被人認為你是好人嗎？能夠這

樣去做，還怕不能夠給人接受嗎？

 （本文完）

⬆人生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能降伏心

中的敵人，能超脫。

小時候，放學寫完功課，不是趕往補習

班，而是要幫忙做家事。同時，媽媽也會

一邊做事，一邊講人生道理給我們聽。

每當擦拭家裡的陳年古物時，就有聽故

事的機會了。一次，擦著一張長條形板凳

，媽媽說，這是阿公分到的家產，非常堅

固耐用。圍著正方形餐桌吃飯時，它擺放

在面對大門的那一邊，爸爸會固定坐在那

裡跟我們吃飯聊天；祭祖時，會以聖杯確

認阿公有沒有回來坐在板凳上吃飯；平時

放在客廳裡，親朋好友來時，也會坐在板

凳上閒話家常。

聊著聊著，媽媽有感而發地說：「人生

小富由儉，大富由天。不能貪心，不能強

求，禍福都是自取！」並說起當年分家產

時，有位親族不滿長輩分給他這麼平常的

物件，抱怨了許久，不顧長輩勸阻，執意

強要走倉庫裡很少用又很昂貴漂亮的一只

藥壺；結果，從此不斷地生病，藥壺不離

身。

雖然這件事情年代久遠不可考了，卻也

提醒我們：不可貪，多珍惜身邊物。

除了遠行需開車外，我的交通工具就是

鐵馬與11號公車——步行，原因無它，不

製造廢氣，既健身又環保。

我喜歡在公園散步或爬山健行，取其綠

意與謐靜。步行總要有個目標，於是我養

成習慣，散步時順便帶支長夾，垃圾多的

地方就是方向，走到哪撿到哪，屈指算來

，已近二十年。

步行途中，偶爾邂逅往生的貓、狗、蛇

、蛙等小動物，甚至印象中還有一隻烏龜

。有些已成乾屍，其餘大都蒼蠅亂舞，蛆

蟲四處爬動，屍臭味四溢，路人皆掩鼻繞

道而過，怨聲四起。

設想我是牠們，也不希望曝屍荒野，遺

臭多日，於是我會附近找個工具，選一處

陰涼的樹下，挖個墳將其樹葬，完成後雙

手合十，鞠躬念個阿彌陀佛，祝牠一路好

走。結束動物送行者的工作，心中對生死

之事剎那間變得明朗清晰，也砥礪自己有

生之年，多行星雲大師所倡「三好」與「

四給」，才不虛此生。

我喜歡漫步，那是種修行，陪伴我的除

了影子，還有內在的靈魂、寧靜中的思想

、對話之後的反省，心靈為之沉澱，身心

自然舒暢。

因為課堂的內容，談到全世界菜市場不

同的樣貌，因此和孩子聊到家鄉的市場美

食。原本有點沉悶的課堂，突然熱絡起來

，果然美食是大家共同的語言。

有一個小朋友說，他阿嬤常去的菜市場

，有一攤碗粿和炒麵是市場內最平價的美

味，吃的時候如果再加一點辣椒醬，簡直

是無敵好吃。看著他說到口水都要流下來

了，恨不得馬上來一碗炒麵加辣椒醬。

另一個小朋友於是提議，「老師，這個

星期三的營養午餐要吃粄條，可不可以也

帶一瓶辣椒醬來加？」我心裡想，讓孩子

實際感受這分美味，會比紙上談兵更加有

意義。所以告訴他們，星期三我會帶一瓶

辣椒醬來和大家一起分享。

好不容易等到星期三的午餐時間，等小

朋友把午餐裝盛完畢，我逐一把辣椒醬倒

在每個孩子的碗裡，一聲開動，大家迫不

及待享用加了辣椒醬的粄條。「鹹鹹辣辣

的好好吃喔！」「今天的粄條味道特別好

！」讚嘆聲此起彼落。突然一個聲音響起

：「哇，老師好辣！」另一個小朋友大笑

說：「老師今天沒有很辣，是辣椒醬很辣

啦！」頓時笑聲充滿了整個教室。在辣椒

醬的助陣下，今天的午餐除了美味，更多

了許多歡笑。

辣椒醬在我們的飲食中雖然只是扮演調

味料的角色，但卻像一把鑰匙，把美味的

記憶與我們的心緊緊鎖在一起。也許多年

以後，很多事情會被遺忘，但是我們曾經

一起拌辣椒醬的笑聲和美味的記憶，會留

在心裡很久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