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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有愛 回首來時路

文／陳穆儀

珍惜同行時光

嚴謹的做事態度 
文／顏福南  圖／彩虹樺樺

不斷的發問，
不斷的找尋答案，
才能不斷的進步

人間風景

溫暖的相遇
文與圖／李燕瓊 

做人和做事是不一樣的。做人開開心心

，吃虧就是占便宜；可是做事就不能這樣

了，做事要嚴嚴謹謹，方寸計較，才能創

造成功的境地。

在《一公分輸贏》這本書中提到日本製

造業的精細與用心。日本人要求手表「年

誤差」，必須在零點一秒以內，才能出貨

，不像一般手表只要誤差在五秒內即可出

貨；日本廠商要求冷氣機不只要會冷，安

裝之後還必須牢靠、無震動、美觀，這就

是為什麼很多人喜歡購買日貨，因為他們

做事嚴謹，一板一眼。

日本國寶級清潔工新津春子女士，擔任

羽田機場清潔工作，打掃認真，使得羽田

機場連續兩年榮獲全球機場評比「世界最

乾淨機場」第一名。有一年她來台灣示範

馬桶清潔工作，我看見她蹲下身子，手伸

入馬桶最底層汙水圈刷洗汙垢，用牙刷清

除髒穢死角，還用尖銳竹片去除黃褐小斑

點，細心的打掃翻轉我對一般清潔的刻板

印象，沒想到打掃也能登上國際舞台，這

就是做事嚴謹的典範，讓人肅然起敬。

想成就一番事業的人很多，可是願意把

小事做到完美的人很少，我們觀察職場中

大部分的人都抱著交差了事的心態，很少

人願意精益求精、盡善盡美，所謂魔鬼藏

在細節裡，細節決定高度，願意把事做完

美的人往往就是領導者。

大陸著名的海爾家電企業廠長張瑞敏初

上任時，有一次有人來到公司購買一台冰

箱，發現很多台冰箱都有瑕疵，最後客戶

勉強買走一台，等客戶走後，張瑞敏把倉

庫四百台冰箱進行體檢，找到七十六台有

問題的冰箱，很多員工認為小瑕疵只要降

價賣出還是會有利潤。當時一台冰箱價格

不菲，相當一個員工兩年的薪水，淘汰掉

這些冰箱會衝擊公司的營業額，可是張瑞

敏不這麼做，他說：「如果我允許次級品

賣出，等同明天還會生產七百六十台有問

題的冰箱。」張瑞敏當場宣布要砸毀這些

瑕疵品，說著就掄起大槌親手毀掉這些冰

箱，很多員工流下不捨的眼淚。

從此，張瑞敏重整公司製作流程，訂定

高標的出貨規格，三年後海爾成為銷售量

最高的家電公司，站穩家電的市場。試想

，如果張瑞敏也像一般員工一樣不重視細

節，在乎蠅頭小利，忽略品牌形象，怎麼

會有今日的海爾集團？

同樣的，台灣許多商品在國際也享有盛

譽。我們除了學習這些企業家的做事精神

外，更要懂得珍惜感恩，推陳出新，嚴謹

做好每一件小事，不畏苦不怕難，就像日

本清潔工新津春子在專訪時提到，愈細節

愈要認真對待。掌握細節才能翻新成功的

價值。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3/31周六
人間學院開學、西來書院開學
光明燈法會（10：30am）
禪淨共修（7：30pm）

4/1周日
孝親報恩清明水懺法會
（9：30am）

4/4周三
觀音聖誕
午供（10：30am）
朝山（7：30pm）

4/7周六
美術圖典贈送典禮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4/8周日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00am）
玫瑰陵春季追思祭典三時繫念
法會（1：30~6：00pm）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佛陀住世時的印度思想界
印度是一個文化古國，因為群雄擁兵自

重，在思想界方面是極其發達，要知三千

年前印度的思想界，正有如中國的春秋戰

國時代。

三千年前的印度思想界，雖是非常發達

，但又陷入十分混亂的狀態。因為，婆羅

門教把傳習讚頌和儀式，認做是一種專有

的東西，把文句定得十分詳密，義理說得

十分幽玄，形成一種繁瑣的神祕作風。

他們處處稱天意做事，任何事件都含著

祕密。人民的智識總是要發展的，所以很

容易引起脫離神話，走向理智去探索。

後來有自然派的哲學興起，就宇宙物質

方面加以說明的，如地論、水論、火論等

；另有一派，就宇宙抽象觀念方面加以說

明的，如時論、方論、虛空論等。從此各

種思潮紛紛起來，複雜到極頂，一般人民

，更是給這搞得混淆不清。

在這個時候，很需要宇宙的究竟真理指

出人生應行的大道；在這個時候，很需要

有一種圓滿的革新宗教。

佛陀生在這個時候，像一粒定水珠一樣

，把一塘混濁之水的印度思想界澄清，指

示徘徊在歧途上的人們一條應行的大道。

因為那時的階級制度的不平，人的思想

和生活極端的不自由，意志薄弱的人，在

這階級制度之下，感嘆身世的不幸，多傾

向消極方面；意志堅強的人，就對古宗教

起了疑惑，暗地裡發生了反抗的思想。

加之婆羅門教徒，專橫暴戾，處處喪失

人心。因此人們大都走上了兩個極端的思

想，一個是順世享樂，一個是遁世苦行。

順世享樂的物質樂觀主義，偏入於有；遁

世苦行的精神厭世主義，傾向於空。

這是當時思想界的矛盾，佛陀生在這個

時候，眼看著這思想界不正常的發展，他

就盡力的排斥這兩種偏左偏右的思想。

佛陀成道後對人生的說法，不偏於物質

，也不偏於精神，而是發自一種緣起中道

的思想。這種思想演為教說，救了當時的

印度，也救了千萬年後的我們。

    佛陀的家譜

在佛紀前二、三千年的時候，居住在中

亞細亞的雅利安民族發起了一次移民運動

，開始往印度和波斯移殖。

起初印度當地其他的種族也曾作強烈的

抵抗，因為雅利安人的體格強壯，征服了

達羅毗荼族。雅利安族因此控制了印度，

在那裡建立許多國家，奠定了印度民族的

基礎。這其中有名為釋迦族的征服者，就

是這雅利安族的一派。

說起佛陀的家譜，先要知道釋迦族的來

由。那還是在佛紀前二、三千年的時候，

居住在中亞細亞的雅利安民族發起了一次

移民運動，開始往印度和波斯移殖。

起初印度當地其他的種族也曾作強烈的

抵抗，因為雅利安人的體格強壯，皮膚白

皙，終於征服了其中最有勢力而又體格矮

小，皮膚黝黑的達羅毗荼族。雅利安族因

此控制了印度，在那裡建立許多國家，奠

定了印度民族的基礎。這其中有名為釋迦

族的征服者，就是這雅利安族的一派。

釋迦族的遠祖，其最初的王名叫眾所許

，同姓相承到大善生王，這就是釋迦牟尼

佛的七世祖。大善生王有子名師摩懿，師

摩懿有子憂陀羅，憂陀羅有子瞿羅，瞿羅

生有一男一女，男名師子頰，女名耶輸陀

羅。師子頰王生有四子，長子淨飯大王就

是後來釋迦牟尼佛的父王。

淨飯大王在他親族中迎娶了拘利族王國

天臂城阿拏釋迦王的公主摩耶和其妹摩訶

波闍波提為妻，摩耶夫人就是後來出家修

行成道的佛陀的母后。� （待續）

⬆佛陀成道後對人生的說法，不偏於物質

，也不偏於精神，而是發自一種緣起中道

的思想。

我心中有一條溫暖美麗的「友誼步道」

。最近很流傳的一句話：「世間所有的相

遇，都是久別重逢」；我更覺得：第一次

，就是相遇，不必是久別重逢。

始終相信，相遇，是開始，也是結束，

更是結束後的開始。

我每天沿著小溪步道晨運的盡頭（有時

候會繼續往下走）是座大露營車區，尤其

夏天生意特別好，喜歡旅行的德國人就愛

開著露營車全國跑透透。

靜幽的溪畔小徑是露營客很喜歡的蹓狗

步道，每天運動時，都會遇上不同的早起

客，幾次相遇後，大家都會互道早安。剛

開始以為是附近的住家，但在比較熟稔後

，卻又不再遇上了，心想：或許他們換了

蹓狗的時間，所以，錯開了。

幾次人和狗「忽然就不見了」之後，終

於明白，原來他們都是露營客，偶居這裡

小陣子。自此，更加覺得每天可以相遇問

好道早安，實在很溫暖。

因為不知道，今天道過早安後，明天是

否就各自天涯了。

秋雨後的第二天，遠遠就看到每天互道

早安的歐嬤，站在露營區進口張望著，好

像在等誰。走近她後照往常打了招呼，她

也走向我跟我說了些話，她不懂英文，我

又不太懂德文，真糟糕，雞同鴨講了……

尷尬著，露營區員工正好走過來，請她

幫忙翻譯，原來歐嬤那天要離開了，特地

等著跟我說再見（紅了眼眶），更重要的

是，她因為家裡發生一些事情，離家出來

散心，很謝謝陌生人的我，每天主動的招

呼讓她覺得溫暖而感動。

我趨前輕抱她瘦小的身軀，暗自欣慰，

原來我小小的問候，給了歐嬤這麼溫暖的

感動；但若歐嬤就悄悄離去，我也就不知

道。原來，我們之間互相傳遞著的不僅只

是問好，而是更美麗的善循環。

互道再見後，忍不住回頭，歐嬤正好也

回頭看我，揮揮手，珍重喔！

�泡一杯高山茶，獨享夜晚靜謐時光，

如果適逢音響中流洩出喜愛的歌曲，這一

天，不啻是個幸福的結束。

人生中有很多事，要到了一定的年紀才

會有所領悟、看得通透。生命中曾親密相

伴的人，也許後來你只能望著他的背影，

再沒有機會與之並肩同行，年少時，可能

是心愛的情人、伴侶；及至中年，或許變

成日漸成長的子女。

十多年前，女兒即將進入小學，為了讓

她能建立國際觀並開拓視野，決定由奶奶

帶她到上海就學，開始了我們一家分隔三

地的生活。

雖然三年後，因寄住的親戚決定移居他

處，打亂了女兒海外求學的規畫，母女倆

得以重新共同生活；但那段時間所造成的

隔閡，無論是共同記憶的缺漏，或是情感

上的斷層，在往後的歲月中，無論如何努

力填補，仍不免有所缺憾。

「成長過程中的某個重要時刻，父母沒

能親自參與、共享」，成為我與女兒間不

願言說、卻真切存在的疙瘩，只可惜，流

逝的年月永遠無法重來。假如時光能倒回

那年，我想，我會堅持把六歲的孩子留在

身邊，畢竟成長的過程只有一次，還能陪

伴時就當盡力而為。

願大家都能好好珍惜所有的同行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