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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藝筆記

行萬里路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3/2~4
 周五~日

 雲水禪心生命體驗營

 3/4  周日 2018 光明燈上燈法會

3/6 周二 松鶴學苑第七期開學

 3/9 周五 大悲懺法會（7：30 pm）

 3/10 周六 敦親睦鄰
校內演講暨詩詞朗誦初賽

 3/10 ~5/26 中文西來書院春季班開學

 3/17 周六  全球信徒香會

丁酉離去，戊戌接著到來！戌年屬狗，

接酉年的雞後面。事實上雞是人類最普遍

的家禽；而犬正也是人類最親密的家畜！

在古代以農立國的社會，幾乎家家戶戶都

養雞養狗，因此只要聽到雞鳴狗叫，就知

道是有人聚居的村落了！

所以，「雞犬相聞」是指人們住得非常

靠近，陶淵明〈桃花源記〉說：「阡陌交

通，雞犬相聞。」就是這個意思。

同時由於雞犬與人們的生活實在息息相

關，因此就出現了許多相關的成語，比如

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嫁雞隨雞

，嫁狗隨狗。」、「雞犬不寧」、「雞鳴

狗盜」、「偷雞摸狗」等，雖然鄙俗，但

處處表現出人與雞犬間的緊密關係。

至於大家耳熟能詳的「白雲蒼狗」成語

，是出自杜甫〈可嘆詩〉：「天上浮雲似

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本意指浮雲像

白衣裳，頃刻又變得像蒼狗，後來演變為

比喻世事變幻無常。

人們養雞主要還是為食其肉，養狗則不

然，狗見到陌生人會狂吠，人們就因為狗

的這個特性，養狗防盜！而且狗對主人忠

誠，為了護主，甚至不惜犧牲生命，因此

，自古以來，人類就把狗視為最忠誠的朋

友！歷史上也不乏許多賺人熱淚的人犬故

事。

我國養狗的歷史久遠，歷代詩人因此也

不免產生許多有關狗的詩句。如陶淵明的

〈歸園田居〉：「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裡

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以及呂

徽之的「何事曉來吠一聲，有人採汲門前

井」，以狗吠生動的描繪出田園生活安靜

景況。

不過，黃遵憲的「歸來落拓不得志，牽

狗都門日遊戲」，卻是藉牽狗遊戲表現出

落拓時百般無聊、浪蕩消沉的心情。

而古詩裡常出現的黃耳或黃犬則有三個

意義：

一、犬的通稱。如白居易的〈池畔逐涼

〉：「黃犬引迎騎馬客，青衣扶下釣魚舟

。」又如宋代周弼的〈歲除思歸〉：「野

屋定堆落葉，山徑應鋪石蕪。一別經秋不

到，隔籬黃犬誰呼。」等。

二、獵犬的代稱。如蘇東坡蘇軾的〈江

城子（密州出獵）〉：有「老夫聊發少年

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

平岡。」之句，其中「黃」指獵犬，「蒼

」則是獵鷹。

《史記．李斯列傳》記載，李斯將被腰

斬時，告訴他兒子說：「吾欲與若復牽黃

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這黃犬也是指獵犬。李白〈襄陽歌〉：「

咸陽市上嘆黃犬」，用的就是這個典故。

三、信犬。晉．祖沖之《述異記》記載

，陸機有黃耳犬，陸機曾將家書放於竹筒

繫於犬頸，而黃耳犬竟能代為送信。此後

，黃犬成為信使的代稱。

宋．秦觀〈別程公闢給事〉詩：「裘敝

黑貂霜正急，書傳黃犬歲將窮。」而元朝

．王實甫《西廂記》第四本第一折則以：

「黃犬音乖」，表示「音訊全無」之意。

犬的外型因品種不同而種類繁多，且差

異甚大。臉型有長有扁、體型有高有矮、

有胖有瘦，毛有長有短之異、捲直之分，

顏色變化亦多，很難描述犬類獨有的特徵

戊戌談犬賞析詩詞

文與圖／陳牧雨

，這也造成畫家描繪的困難。故自古有：

「畫人難畫手；畫樹難畫柳、畫物難畫狗

。」的說法。

至於馬援〈戒兄子嚴敦書〉中所謂「畫

虎不成反類犬」的說法，我則有些不同的

意見。老虎外型特徵鮮明，應該比犬好畫

。或許因為馬援沒有繪畫的經驗，所以他

這句話只是單純地告誡他兄長的兒子：不

要本來想畫不平凡的老虎，因為技術不佳

，反而畫成平凡的犬類吧？

我們要以忍為力，平常訓

練自己忍苦、忍難、忍譏

、忍餓，最要緊的是忍一

口氣，凡事能夠忍耐，委

曲求全，必能成功。

最好的禮物

在佛光山做義工 印證給的精神

文／夏長策佛法真義

文／星雲大師

文／林淑雲 

四大不空

給孩子三從四德 教養好品格

我在童年時，常聽到社會人士揶揄出家

人說：「和尚是財色酒氣四大皆空啊！」

其實，這個社會把「四大皆空」誤會了。

不說「四大」非關「財色酒氣」，而是指

「地水火風」；就以《心經》所說：「色

即是空，空即是色」，可見「四大皆空」

實際上是「四大皆有」。

「空」和「有」是體和相關係，空是體

，有是相，二者相即不二。比方說，當我

們把手握起來是拳頭，張開來是手掌。但

是一下握拳，一下張開，又是什麼呢？它

是手掌，也是拳頭；它既不是手掌，也不

是拳頭。拳頭、手掌看似不同，其實它們

來自同一個本體──手。

「空」就好比這隻手，「無」和「有」

好比拳頭和手掌。本來是「無」的，因緣

聚合成為「有」；本來是「有」的，因緣

離散成為「無」。「空」的本質統合了「

有」與「無」的表相；「空」與「有」不

一不異，就好比手和手掌不一不異的道理

是一樣的。

所以，有了「空」才可以建設「有」。

像茶杯空了才能裝茶，房間清空才能住人

，身體的器官，如鼻子不通、血管阻塞等

等，就是體內的空間狀況異常。甚至在人

我的相處與國家的發展上，如果民眾的心

中不「空」，充滿了成見、怨恨，不能包

容彼此，則不僅經濟的成長停滯，社會的

建設萎縮，個人的生命、財產也有危險之

虞。

以此觀之，「空」與人生的各種現象（

有）關係至深。所謂「空容萬象是吾家」

，佛教說「空」說「有」，原本是為了讓

世人正確地認識「有」，從而放下對於「

有」的執著，回歸「空」容萬象的本來面

目。然而一般人不解「空」義，或望之卻

步，或以此詬病佛教為消極之教，認為信

仰佛教，則天也空，地也空，人也空，事

也空，什麼都是空的，這樣的世界不是很

可怕嗎？

    地水火風 彼此含攝相容

有鑑於此，我將「四大皆空」解釋為「

四大皆有」，並寫了一首對聯：「四大皆

空示現有，五蘊和合亦非真」。所謂「四

大皆空示現有」，說明沒有「四大」──

地、水、火、風，就無法成就世間的事物

，因為每一個東西裡面都含有地、水、火

、風四大，而每個單一的元素裡面，又涵

蓋有四大元素，重重無盡的彼此含攝、相

容。 （待續）

⬆有了「空」才可以建設「有」。像茶杯

空了才能裝茶。

漫步在佛光山佛光大道往藏經樓的路上

，一路享受著徐風撲鼻的花香，南台灣的

冬陽尤其令人心曠神怡。不自覺想起蘇東

坡那句「我欲乘風歸去……」。

是的，幾天後，我將準備著返回美國的

路途上；那臨別帶著無奈心情陣陣撞擊著

自己，該怎麼敍說那感覺呢。自己本來沒

有詩人那份灑脫，也沒有像蘇東坡能將世

事滄桑化為筆墨紙張的才華。但是，我確

實感到那人生在世的選擇，往往是在已經

被安排好的。

二十七歲，偶然的安排下到美國留學，

成家立業，就此走上了大半生的「異國路

」。「光陰似箭」在兒時只是一句成語、

一個口頭禪；如今，才深深體會到時光的

飛逝是如此的真實，也更明白佛陀對弟子

們的開示「生死在鼻息之間」，「無常」

豈僅是一個名詞，當自己做不了主，它就

變成了自己的主人。

從留學、成家、創辦公司到幾年前提早

退休，好似已經安排的時刻表，其實，何

嘗不是自己早已被排定的路途。因為回首

來時路，從小就喜歡幫助別人，每每看到

廟宇也會有莫名的悸動，更遑論遇到僧侶

時就想頻頻問道，彷彿回到家想要找尋自

己熟悉的曾經。疲倦了再回來，就是那麼

的簡單、自然，做義工就是如此。

三年半前，將公司交給了道場的年輕人

，除了不想寵壞自己的兒女，也是希望支

持自己多年的老客戶有很好的服務，就這

樣，和同修一起來到了佛光山學習做義工

。首先，參加佛陀紀念館的第一期義工訓

練，接著開始在金佛殿服務，此後的三年

，先後在大覺堂做解說、國際促進會當導

覽，這次新春期間，也加入了藏經樓的義

工行列。

每天五千左右的訪山信眾、遊客，讓藏

經樓宗祖殿、星雲大師一筆字展覽館、閱

讀區、茶禪區忙得不可開交，一筆字拓印

、流通處也沒閒著，抄經室尤其鮮有空位

；似乎，滿室的幽雅擺飾，特別令人能心

神意定，留下美好回憶痕跡自然流露了。

法師的親切招呼和師兄姐們的熱情招待

訪客，那種不辭辛勞，只為付出印證了星

雲大師「給」的精神，也讓人間佛教的菩

薩義工時時處處展現。

將離別的時候總是感動，僅此，對所有

的法師、義工朋友們獻上最大的敬意。有

你們真好！藏經樓茶禪區以茶與大眾結緣。

對「給孩子良好的教養，品格高尚，

是做父母者能給的最好的禮物。」特別

有共鳴。

在教養孩子的路上，我盡量和孩子站

在一起，善用三從四德的好教養方法，

不斷進化成孩子口中的好媽媽，培養好

品格的孩子，提升好品格的實踐的能力

，讓好品格改變自己，也為周遭的人帶

來幸福。

三從──「從」閱讀，找到品格典範

。透過閱讀，我要孩子尋找仰慕的人、

或他們一句話、或是一個動作，就能激勵

孩子有為者亦若是，實踐好品格。像我女

兒效法陳愷伊為弱勢服務的精神，就常抽

空為獨居老人整理環境，和他們聊天。

「從」做家事，學習生活能力。從小我

就要求孩子做家事，學會打理與掌握自己

生活中大小事情，不用事事依賴父母，自

然對自己產生很大的自信心。

「從」心支持，自由發展天賦。當我了

解孩子做哪件事總是充滿熱情活力，就給

孩子一雙飛翔的翅膀，發揮他們全部的能

力與力量，從成功的喜悅中獲得自信。

四德──讓孩子有好生之「德」表現

心中的善良與愛，愛惜自己、大自然和

生命。品「德」：我利用生活裡品德活

教材，隨時教育孩子學會做人處事。公

「德」心：以身作則，在公眾場所乘機

鼓勵孩子為他人

著想，善小而為

之。口「德」：

對孩子說的話，

三思才出口，懂

得同理心，設身

處地地了解孩子

的錯，再正向引

導，避免緊張的

親子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