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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 慢活後花園

創作公益展靠著眾人共好的力量成就美

好。 

二十年前離根的我，展開雙翅當起背包

客，自助旅行走過十多個國家。其實那時

的我，一方面覺得台灣的生活經驗，已無

法滿足我對生命更多層次的探索，且同一

個時間，我的內在也對自己的原鄉有很多

複雜的糾結。然後，隨著十年前定居德國

，在異鄉生活了多年，這當中生命教給我

的學分課，遠遠超過我當初單純為愛遠嫁

他鄉，那種單純的愛戀情懷。

十年裡，歷經自己父親與公公的離世，

加上流產四次、孕育恩典，在異鄉考上瑜

伽師資、在德國教課……當我離鄉時，沒

想過一個離根的人，要在一個新的疆土裡

重新生活，是多麼大的挑戰與困難。一切

的幸福都不是憑空掉下來的，十年裡好幾

回生命的大翻轉，改變了我、淬煉了我，

不知不覺，十年後的我，慢慢在家庭主婦

與自我價值的完成裡，一步步創造了重新

扎根生長的能力。

生命有時相當吊詭，當我們擁有所有人

羨慕的一切時，心中卻可能有種空洞感與

無價值感。二○一五年，發生了一件讓我

身心失控的事：公公突然罹癌，短短一個

月就離開了我們，一向跟他非常親近的我

完全無法接受。他的驟然離世，引發了我

生平第一次的恐慌症。那時我頭暈了四個

多月，幾乎無法正常生活，但檢查卻又一

切正常。一直到跟我的順勢療法師碰面深

聊，痛哭了好幾天後，才接受了自己的身

心狀況。

文與圖／皮爾斯夫人

然後好奇妙的是，那時我跟某家幼稚園

說好當三個月義工，因此認識了一個只有

半截手的小男孩，殘疾並沒有影響他享受

生命的能力，他會跟一般孩子一樣，爬樹

、吊單槓。也許跟他緣分特別深，男孩對

我的家鄉特別有興趣，我們幾乎每一天都

在聊台灣。有一天，我看到他用手肘，開

心地跟著爸爸騎單車來幼稚園，那一幕，

深深地印在我心中。

三個月義工生活結束前，我送給每個孩

子一張台灣島形狀的小卡片，並且用書法

寫上他們的中文名字，那一天，孩子、園

長和家長們都開心不已。他們因為我認識

了台灣，我卻因為這一趟義工生活，不知

不覺治好了我的恐慌症。從那時開始，我

慢慢懂得了，生命的每一次考驗都包藏著

無限的祝福，我們有機會將悲傷化為力量

很多人做事會失敗，
是因為沒有規畫。
規畫是「智忍」的力量，
有力量才可以承擔一切，
並且對抗境界。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5/18~7/1 林鉅晴佛像漫畫特展

5/19周六
西來學校周六班結業典禮暨成
果展（9：30am）

5/20周日

西來寺慶祝佛誕節浴佛法會
（10：00am）
甘露灌頂皈依三寶五戒典禮
（2：00pm）

5/22周二 佛誕日午供（10：30am）

5/24周四
西來學校課輔班教學成果展
（7：00pm） 

5/25～27
周五～日

兒童夏令營輔導員訓練營

5/26周六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禪淨共修（7：30pm） 

⬆創作公益展靠著眾人共好的力量成就美好。

，將困境轉為一次次智慧的揚升。

而我在那一段日子裡，也釐清了自己未

來想要的生活。我想起了台灣的智友前輩

們，趙翠慧阿姨、鄭惠中老師、台灣的老

樹媽媽、點燈節目的老闆與淑芬姐，以及

許多我在年輕時因為工作關係認識的摯友

們。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我生命的典範，他

們用一生實踐著利人利已的信念，在台灣

默默為這塊土地付出著。

我知道，與其常常因為思念爸爸、公公

或無緣孩子的小靈魂而悲傷著，我更應該

將那一分能量昇華、擴大。願那分小愛可

以慢慢發酵，觸及與我有緣的朋友；願這

一生與台灣、德國的深刻緣分，能夠以公

益為底蘊，以利人利己的形式來圓滿。

就這樣，從二○一五年到二○一八年，

這個「願」慢慢開著自己的花。當我離開

德國舒適的家，想要圓這樣的一個夢，就

想起老樹媽媽已為台灣護樹三十多年了，

而我也是其中一號大樹迷。所以這些年的

公益活動，都是針對這個主題，與台灣的

朋友或讀者們分享。

二○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活動圓滿結

束，回台期間，與老朋友、新朋友們共同

圓滿的公益夢，特別的美，因為那是這個

世代最需要的共好、共享、共助共榮的精

神，所交織串連起來的愛與圓滿。

對我而言，人生的幸福已不再是一個單

位的幸福，當我遇見一個個熱情參與的朋

友，我也遇見了自己生命裡最美麗的風景

。那片風景裡，是我們想為土地盡一分心

力的善念與凝聚；那片風景裡，是我從年

輕離根後，慢慢地，終於一步步再回歸、

趨近生命的圓滿交響曲。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美麗的耶輸陀羅妃

年輕的太子，長得儀表堂堂，因此，常

有很多貴門的少女，王族的千金，想博得

他的寵愛。豪華的宴會，歡狂的歌舞，一

日都不停息地煩擾著太子。

淨飯大王的心中也是這樣的打算，他以

為唯有這樣才可以使太子不致生起出家的

念頭，使阿私陀仙的預言不至於成為事實

。然而太子為這些歌舞宴會，反而增添不

少的憂鬱與厭惡。淨飯大王見到如此情形

，更是憂愁萬分！

他想，太子的品性，高尚忠厚，是國民

崇拜敬仰的；太子的武藝，超群英勇，是鄰

國聞名而畏懼的。想不到這麼一位賢德的

太子，竟把榮華富貴看得那麼沒有價值。

淨飯大王想改變太子這鬱鬱不樂的性情

，除了用財寶女色之外，又想不出其他的

辦法。

他命令集合全國有名的建築工程專家營

造四時宮殿，讓太子沒有春去秋來的感覺

，裡面終日不是管絃樂聲，就是豪華歌舞

，但是，這一切的一切，仍然不能增加太

子的歡心！

這不是沒有原因，聰明的太子，雖然深

居在內宮之中，但他已體察到當時的印度

社會階級懸殊的情形。他懷疑人與人之間

為什麼會那樣的不平等？勞苦的大眾為什

麼不能獲得美滿的生活和自由？如何改造

這不平等的社會？這個問題早已盤旋在悉

達多太子的心中。

而且，他猶記得幼年時被父王帶去視察

農村社會的情形。在農村裡，見到人人都

是流著汗珠在辛勤的勞動，烈日當空，也

得不到休息。而父王和自己卻傘蓋車馬，

任意的逍遙，這是多麼的不公平！

還有，他見到那些農田被掘翻的土內，

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昆蟲，正當他們要往土

裡鑽的時候，卻被群鳥飛來爭先恐後的啄

食。弱肉強食，這是多麼的殘酷和無情！

這是多麼的恐怖和痛苦！

在這時候的太子，他並不是厭惡這世間

，也不是憂愁自己沒有快樂，而是目睹社

會的不平，眾生的痛苦，所以鬱積在心頭

的愁思，始終不能釋去。

淨飯大王見到他鍾愛的太子沉思默想，

心中增加無限的憂愁。所以，在太子十七

歲的時候，就替他選了美麗的耶輸陀羅為

妃。他以為太子若有一位美麗的妻子，可

能使他轉憂為喜。

耶輸陀羅公主，是迦毗羅衛國鄰國天臂

城主善覺王的長女，窈窕的姿態，像仲春

季節的柳絮；美好的嬌容，像初降人間的

仙子。淨飯大王以為用女人、醇酒、音樂

三者，總

可以縛住

太子出塵

的心。

然而，

太子難免

這種人性

的要求，

但他認為

這種快樂總不是長久滿足的人生，表面上

看來，太子有時候也會浮現出微笑，而他

的內心深處卻是益感空虛和孤獨。

淨飯大王看到太子間或露出笑容，他心

中是異常高興。他發願從此要靜修德行，

垂布仁慈，廣行德政，親近聖賢，遠離惡

友，對臣民要慈顏愛語；日常的生活，要

戒除輕舉妄動。他不但自己一人如此，他

更命令大臣及全國的婆羅門，廢棄謀權術

數，學習治國濟世之法，祭祀一切諸天善

神，祈禱萬民平和安樂，以這一切來至誠

的為太子祝福。淨飯大王此時的心，和原

始純樸的人心一樣。

就這樣，聰明的悉達多和美麗的耶輸陀

羅妃，在幸福歡樂的王宮之中，生下一個

王孫羅羅。

淨飯大王心中高興地想著：「我愛我的

太子悉達多，悉達多一定愛子如我愛他，

那麼他當然不會生起出家的思想，這是我

唯一的希望。」

世間上無論那一個國王對他的太子，都

怕將來生性流於放縱，沉迷情欲，容易染

著聲色的快樂。可是淨飯大王卻和這種念

頭相反，自從悉達多太子長成之後，他的

心中就無時不在希望太子能恣情縱欲，愛

名好利，千萬不能在年輕的時候就有悠閒

的思想。其他的聖者修行得到金剛的大道

，都是享盡現實世間的快樂以後才去修行

。現在應該是自己讓位給太子，而去山林

深處修行，因為這時，正該是太子享受人

間福樂的時候。太子的一切，一定要特別

的注意與關懷。 （待續）

⬆悉達多太子與耶輸陀羅妃。

世界大不同

文／曾素珍

寒假時，外子和我帶著三個孩子到日本

關西旅遊。

因為是自由行，沒有一般旅人的行色匆

匆，無論是到奈良餵鹿、去京都神社參拜

，抑或漫步宇治看《源氏物語》作者紫式

部的石像……都讓人感覺到，在冬天蒼茫

靜謐的氛圍中，一種無處不自得的自在悠

閒。

其中最令人驚喜的，是我們在旅遊中體

驗了「慢慢吃飯」的幸福。

日本的懷石料理，無論是餐具的選擇或

是食材的擺放，都宛如一場藝術的饗宴。

前菜在我們抵達餐廳前即已擺好，接著，

服務生不疾不徐地將一道道料理按部就班

地送到我們面前。三個孩子仔細盯著服務

生的每一個動作，按捺住好菜上桌想要大

快朵頤的衝動，等她上完五個人的菜盤，

再輕聲介紹每一道菜的名稱和來歷後，才

正式開動。

經過這麼隆重、講究的儀式，我們舉筷

、端碗的速度自然也慢了下來，即使是一

碗尋常的味噌湯，在掀蓋的瞬間，都能感

受料理人對細節的堅持與用心。因為慢，

所以能細細品味每道菜的真材實味；因為

少，所以更珍惜送入口中的每一份食物；

在細嚼慢嚥中，感覺自己的嗅覺、味覺都

打開了，也更能品嘗出每一碟菜的味道。

這樣吃飯，真的是一大享受。

當然，旅行在外，不是每一餐都要吃得

像皇帝。我們刻意在京都車站內一家狹窄

的麵館，體會站著吃麵的經驗。

先在販賣機買了票券，進入麵館交給服

務人員，很快地，一碗熱騰騰的烏龍麵就

擺在吧台上。不加考慮，馬上學緊靠在旁

的日本人呼嚕嚕吸食著麵，沒幾分鐘，雙

手拿起碗就把湯喝光光。為什麼要這麼快

？除了因為沒法站著吃太久，想到門外排

隊的人正等著一碗麵充飢，自然也不好意

思一直占著位子。這種站著「快快吃麵」

的方式，讓我們見識到日本人的效率，特

別的經驗也讓孩子們直呼：「下次還要再

來！」

無論吃飯、吃麵，在快和慢之間，我們

看到日本飲食文化不同的樣貌，也為孩子

提供了特別的生活體驗。

慢慢吃飯 快快吃麵

從離根 到生命的圓滿 

⬆我生命的典範趙翠慧阿姨，是這回創作公益的幕後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