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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地址的學校

老爸難為

文／Lingo

可以叫你小鮮肉嗎？

一年級住校生楊欣夜裡感冒發燒，我緊

張地探問病情，宿舍管理員童阿姨篤定回

答：「不怕的！不怕的！她讀六年級的小

娘娘（小阿姨）馬春秀帶她去醫院了。」

隔一個禮拜，楊欣又病了。這回，我淡

定地問：「小娘娘有陪她去看病吧？」童

阿姨猛搖頭：「馬春秀要考試沒法去，她

另一個讀九年級的娘娘（姑姑）楊阿呷已

經帶她下山了。」

有天，我瞅見楊欣的姐姐楊慧和李海瓊

，坐在柳樹下講悄悄話。逕自走過去，盯

著楊慧說：「請問妳家在學校到底有多少

親戚？」楊慧皺眉邊想邊用手指數著：「

我哥楊康，我妹楊欣，表姐李海瓊、李海

芬和馬春英，表弟李海飛，小娘娘馬春秀

，娘娘楊阿呷和么爸（小叔叔）楊文強。

」此時，李海瓊忍不住插話：「喂～妳忘

了還有我表哥翁生、表妹邱克的莫和邱健

花喔！」

聽後，我半响說不出話。

   相互嫁娶親上加親

低頭沉思時，我喃喃自語：「彝族准許

近親結婚？」李海瓊聽到後，用習以為常

的口吻說：「我們鹽源縣都是這家兒子娶

那家女兒後，那家女兒的兄弟再娶回這家

的女兒或侄女、或外甥女，這樣大家都是

親戚啦。」我噗哧一笑，戲謔的補上一句

：「對，誰都不吃虧。」

偶然間，我查閱「彝族婚姻、家庭與家

支法」，確認彝族婚嫁傳統習俗的確：「

姨表不婚、姑舅表優先婚」，自此了然。

因而，當從金陽縣轉學來的六位帥氣男

孩──瓦渣比日、瓦渣木且、瓦渣爾且、

瓦渣木黑、阿克科格和地久格正，與我分

享他們以往求學趣事時，嬉鬧中告訴我，

他們之間的關係不是兄弟、堂表兄弟，就

是叔侄關係後，我已泰然自若。

讓我比較訝異的是，幾乎每個學生都有

兄弟姐妹。聽聞最誇張的一件事，是有家

學齡的五個孩子同時就讀二至六年級。

太離譜了吧？我半信半疑地向學務主任

陳偉求證：「彝族麻風村不受中國『一胎

化』政策限制？」他沒正面回答，神情詭

異的反詰：「妳認為以前的生育計畫員敢

踏進彝族麻風村嗎？」我語塞。他接著自

問自答：「就算追查到超生，麻風村民家

境貧困也付不出罰款，只能拉走牲口，最

終不了了之。」

話鋒一轉，陳偉揭露一段悲涼的殘酷事

實：「彝族人非常忌諱、歧視和排斥麻風

病人及其後代。偏遠又封閉的麻風村民，

只得被迫採取相互嫁娶、親上加親，以致

關係盤根錯節，像大營盤學生九成以上都

是親戚。」聽完，我訕訕住嘴。

   家支勢力不容小覷

有次連續假期，美姑縣的住校生偉比石

底向我請假，前往大營盤村三組的親戚家

。我納悶的查問：「妳怎麼會有越西縣的

親戚？」她滿臉困惑的對我說：「我阿姨

嫁到越西啊！」我始警覺麻風村的彝族家

支勢力也不容小覷。

驀地憶起，大營盤學校彝族副校長羅伍

達曾說：「屬彝族血緣的後裔稱為『有家

盤根錯節的家支

文與圖／趙莒玲

支的人』，不論貧富，家支成員享有同等

權力，所以族人非常團結。」特別是喪葬

之事，各家支不但得出人力，還得攤派葬

務費。又如有人因車禍死傷，家支必出面

協調賠償金額，雙方若談不攏，就會有數

十甚至上百家支齊聚助陣，直到圓滿解決

為止。

這會兒，我才真正體悟彝族諺語：「馬

的力量在腰上，彝人的力量在家支上，少

不得的是牛羊，缺不得的是糧食，離不開

的是家支。」蘊藏著更深層涵義。

柳暗花明 

人生禪繞畫

文／愛翎

學佛要明白心理的富
貴，世間的好壞不要
太認真，有時吃虧亦
無妨，因為可以藉此
長養慈悲與道德。

⬆瓦渣大家族的「六帥」叔侄，魅力無敵。

人間系列

文／星雲大師

叢林語言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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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周五 大悲懺法會（7:30pm）

12/9~10 
周六~日

青年寺院體驗營寺院體驗營寺
院體驗營(英)

12/9 周六 環保回收日（2:00pm-5:00pm）

佛教傳到中國之後，雖然禪門講「涅槃

妙心」、「不立語言文字」，但語言文字

卻是進入佛法核心的橋梁，因此為了方便

度眾，還是要著重在語言文字的表達。

   方便度眾 語言作為橋梁

所以自從「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

，或者說更早從漢明帝為男眾建立寺院、

為女眾建立道場之後，比丘、比丘尼各處

來往雲遊參學，就是靠語言一問一答之間

了知對方的程度。就等於現在受教育有口

試，求職面試，也要經過上級口試後，才

能決定你的職務。就像世間上，貧富貴賤

也有各種階層、等級，也是要靠自己的能

量多少，人家才把我們定位在什麼等級。

因此在佛門裡，沒有什麼怨天尤人，沒有

什麼冤屈不能得展，你的表現，自然都有

一個同等的結果。

一般參修的學僧到了一座叢林參學，知

客師都會先問他：「你從哪裡來？」「你

來做什麼？」「你吃過飯沒有？」「你有

喝茶嗎？」……，聽起來都是閒話，實際

上從中就知道你到什麼程度，會給予你適

當的安排。問過話，知客師會說：「你吃

飯去」、「你喝茶去」、「你隨眾去」…

…，聽起來是這麼簡單，其實內容都有禪

機。禪門是要靠參學者自己去領悟。

   叢林生活 依循規矩往來

除此之外，佛教在人我之間、輕重時刻

，對於大眾群居的生活也都有它一套的規

矩。例如，你在叢林裡面犯了錯誤，或者

會議要決議事情，都要經過三番羯磨。叢

林在每個香期都有布薩、誦戒。就等於現

在開會之前，要宣讀上次的會議紀錄，或

是宣讀國父遺囑、總理遺囑、上級指示等

等是一樣的。所以說，今日社會遵循的這

些規範，佛教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建立制

度，佛門大眾之間的相處往來，早就為現

代的大眾定下了示範。

中國的禪林有所謂十方叢林、子孫叢林

，有的人初出家得度的道場，裡面的人士

也難免賢愚不等、龍蛇混雜。說得明白一

點，當初在禪林裡參學的人，固然有真正

修道的老參、真正發心入道的學者，但也

不乏做過江洋大盜，後來金盆洗手來到叢

林的人，雖然一心學道，但習氣難改。或

者也有年輕人情場失意，或者工作不順、

人事不調，心灰意懶，看破世間，而到佛

門修行入道者。這許多人的觀念未必完全

純正，能可以在兩、三百人的叢林裡，甚

至上千人的大叢林裡，彼此都相安無事，

原因何在？就是靠一套的「叢林語言」。

現在先從稱謂說起，一般人稱出家人有

「法師」、「禪師」、「律師」、「上人

」……；或是以職務來稱呼，如：「香燈

師」、「知客師」、「糾察師」；或是「

西堂」、「後堂」，他不直呼職事的名字

，大概是這位長老退休了，住在西邊，就

稱呼他是「西堂」，住在後面，就稱「後

堂」。在家人在佛門裡的稱呼，有「大德

」、「居士」、「師兄」、「師姐」等；

另外，「學人」、「弟子」、「初參」…

…，這些都是自我的稱呼。將對方置於「

大」、「師」、「上」、「父」的地位，

是有推崇、尊敬之意。

   職務稱謂 人格基本尊重

一般人以為出了家，通通稱為「和尚」

，其實不是，和尚是「親教師」的意思。

一個寺院裡只有一位和尚，就是該寺的「

住持」；和尚退位後，由法弟繼任住持者

，他就被稱為「退居和尚」；由弟子或法

子繼任者，則被稱為「退居老和尚」。

 （待續）

⬆「和尚」，在佛門是最尊敬的稱呼，原

為印度話翻成中國意思「親教師」。

同事A是公認勇於修正教育方法的現代

老爸，老婆增產報國生了四個兒子，老大

讀九年級，最小的還在襁褓中。

公司每年一次的員工旅遊，同事A正值

青春叛逆期的大兒子勉強參加，更討厭還

要隨身帶著總是以崇拜眼神看著他、喜歡

模仿他的兩個「拖油瓶」，於是，他刻意

跟其他同齡玩伴一起行動，很明顯想甩開

黏得很緊的兩個弟弟。

同事A發現兩個小的追不上老大，即便

跑得上氣不接下氣，還是不肯聽勸，不死

心地在馬路邊往前追著哥哥。為了安全起

見，A連名帶姓大聲呼叫老大，連喊了好

幾次，老大才心不甘情不願地臭著臉站在

原地不動。

同事A鐵青著臉教訓老大：「我叫你那

麼多次，怎麼不理我？」老大沒好氣地回

說：「你不知道個資法嗎？不要在大庭廣

眾下大聲喊我的名字。」沒想到同事A立

刻跟老大道歉，並用撒嬌的聲音說：「那

我可以叫你小鮮肉嗎？」只見老大憋著笑

裝酷說：「噁心！」狀況外的兩個小孩則

搶著說，「我要！」「我要！」「我要叫

小籠包。」「那我要叫大鮮肉包。」全場

哄堂大笑。

同事A不愧是教育達人，不著痕跡地化

解了親子衝突危機。

人生，如果可以是條直線的康莊大道，

你會希望不小心走錯路，轉進蜿蜒曲折的

小徑嗎？

我很喜歡在假日收看《台灣一○○一個

故事》，除了介紹台灣各地的美食、好物

之外，更愛細細品嘗故事主人翁的人生之

旅。

之前介紹了金黃油皮海南雞飯的老闆劉

穗京先生，他原本是香港音樂創作人，李

克勤、鄭秀文都詮釋過他的歌曲，寫一首

歌就可以收到五十萬台幣的版稅；但隨著

音樂盜版猖獗，音樂才華逐漸無用武之地

，只好走出錄音間，埋首鑽研海南料理。

音樂之路不得不畫下休止符的他，竟意外

在餐飲業綻放亮麗的火花。

烘焙界的辣媽Shania，在金融界服務了

十三年後，為了追求夢想，捨棄人人稱羨

的金飯碗，開展另一段人生冒險。自二

○○九年開始經營部落格，分享甜點、麵

包機食譜，現在擁有十一萬粉絲，並考取

麵包及西點烘焙丙級執照，具有多重身分

：教網友做麵包的網路直播主、專職部落

客、作家、電視節目固定來賓……在烘焙

界大放光彩。

風行全球的「禪繞畫」，因為畫畫時要

很專注，才能畫得有禪意，號稱能夠紓壓

，且能培養耐心及專注力；同時作畫時不

使用鉛筆、橡皮擦，而是使用黑筆或簽字

筆，不能塗改。那畫錯怎麼辦？沒關係，

只要轉個方向繼續畫，畫錯的那一筆，可

以成為另一組新圖案的起點。這不就像我

們的人生嗎？沒有回頭的機會，只能繼續

往前邁進，即使不小心走錯路，只要有心

改變，堅定信心重新出發，依然能開創璀

璨人生。

人生轉個彎，會不會更好？我想，這個

問題沒有正確答案，端看你是用什麼樣的

心態，面對自己的人生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