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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學佛，不是一定要放

棄現生的福樂，去追
求來世的富貴。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太子少年時的教育

長輩愛的守護

當熱天遇到寒天
文／呂慧齡

    牛津教授：

佛陀見地 比我有趣千倍

理察德貢布里 享譽世界佛學專家 
以〈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詩篇 

思惟學佛真諦

【本報綜合報導】理察德貢布里（

Richard Gombrich）教授是巴利聖典學會

前主席、英國牛津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創始

人、西方最負盛名的梵文、巴利文學者，

也是公認的最有影響力的南傳佛教研究專

家之一。他是一位鮮少踏上亞洲土地，卻

對佛教的理解比許多佛教徒還要深刻的學

者。

理察德貢布里教授二○一五年在北京大

學舉辦的「公共智慧與社會發展」陽光論

壇上說道：「我將自己絕大部分的生命都

奉獻給了佛學研究。這是我第一次來北大

分享我的佛學觀，是我一生中最榮幸的時

刻，也是在我餘下的生命中，難以忘懷的

一刻。」他也寫了一篇〈當我說我是佛教

徒時〉的詩篇，來闡述他心中的佛教。

   關注佛陀智慧

「您並非佛教徒，是什麼力量使得您將

生命大半部分光陰都奉獻給了佛教呢？」

他和藹地笑了：「我不認為我是佛教徒

，也不認為我不是。事實上，我們也不必

給所有人都貼標籤。一個人是不是佛教徒

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不是真的理解

佛陀那無比燦爛的、充滿著力量、滿載著

慈悲的智慧。」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不是說我比別人

更純潔善良，而是我有太多無明煩惱需要

去除，我需要佛陀的智慧。

   展現謙卑嚴謹

「佛陀的見地，給您的人生帶來了什麼

樣的啟發？」

「我更願意用『學到』這個詞，我從佛

陀的見地中學到了什麼？」「佛陀的見地

，比我個人有趣一千倍。」一個世界聞名

的學者，卻在字斟句酌間，讓人無處不感

受到他的謙卑與嚴謹。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不是說我比別人

更具足智慧，而是我被太多的傲慢包裹，

我需要用謙卑來體會更浩瀚的世界。

   眾生平等無二

「我人生很多重要的東西，都是從佛陀

那裡學來的。他告訴我眾生平等，告訴我

，地位不同，性格各異的人們，內心深處

，都有一般無二的智慧與能力。」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並不是因為我比

別人好或壞，而是我了解到眾生的平等無

二。

   保持慈悲平和

「佛陀告訴我當別人用暴力，或者不友

善的方式對待你時，保持內心的慈悲平和

，以智慧應對，永遠比在瞋恨中反擊更有

效。」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因為我只能愛自

己所愛的人，而佛陀卻能愛自己所恨的人

，並使他們具足智慧與慈悲，所以我選擇

學佛。

   擺脫名利欲望

「佛陀還告訴我財富不能使你快樂、地

位不能使你快樂。就像我父親所說，『金

錢』是這世界上最乏味的話題。擺脫了追

逐名利的欲望，我們的心將無限趨近於自

在與智慧。」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不是為了從此求

財得財，而是為了了斷自己對一切欲望的

執著。

   一切因緣和合

「佛陀還讓我懂得一切都是因緣和合。

一切因緣和合而成的事物，是一定會因因

緣而改變的，這就是『無常』。所謂緣起

性空，是讓我們對一切，不必執著。」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不是為了人生一

帆風順，而是為了坦然接受無常，在任何

殘酷的境遇下，從容如君王。

    學會觀察因緣

「佛教中『評判』事情的善與惡，重點

是看做事人的發心。然而，光有發心是遠

遠不夠的。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學會觀察因

緣，理解他人，才能具足解決事情的智慧

。」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不是說以愛的發

心，綁架他人，而是為了用周到的智慧，

在隨順眾生中自利利他。

   不執著於表相

「有人說，佛教是快樂的藝術，您怎麼

看？」

「我不太認同這種說法。佛教，不是讓

我們把人生創造成一場快樂的派對，第二

天醒後，發現是大夢一場。快樂是會隨著

因緣而變化的，本質上它是虛幻而脆弱的

。人生的本質是充滿痛苦的：我們不得不

面對，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人的死亡。」

「佛教的意義，不是把我們指向俗世的

快樂，也不是告訴我們一切都不存在。它

為我們指出的是『空』與『有』之間的中

道，帶著不執著一切事物表相的心，而得

到自在的智慧。」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並不是因為我要

逃避人世、追求虛無，而是深知日常生活

處處是道場，活在當下就是在修行。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我的生命並非從

此不再遭遇挫折，但是有了佛法相伴，挫

折會轉化成助我成長的因緣。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我心中充滿無盡

的感恩，單單想到今生有緣生而為人，且

具備修行的能力，又有機會遇善知識、得

以聽聞佛法，就深心感動因緣不可思議。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並不是因為外在

有一個神，而是我發現了我本具的自心本

性。

「我已離死亡很近。」八十二高齡的理

察德貢布里教授的音聲，充滿豁達和為佛

學文化奉獻餘生的慈悲，他用精闢的佛學

見地、赫赫聲名下的謙卑、鞠躬盡瘁的付

出，向我們詮釋一個真正學佛者的情懷。

⬆巴利文泰斗李察‧貢布里教授（左

一），2012年應邀於佛大佛授課，教

授拄著柺杖持續完成講學，佛教系師

生相當感佩。 圖／姚玉霜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每周一
至周四

KSCI 18台《星雲法語‧人間生
活禪》（11:55am~12noon ）

7/7~8/26 張之先荷花攝影作品展 

8/4周六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8/5周日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00am）
人間音緣歌唱比賽
（9：30am）

8/10周五 大悲懺法會（7：30pm）

8/11周六
光明燈法會（10：00am）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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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續）

⬆淨飯大王為太子選了美麗的耶輸陀羅為

妃，期望能縛住太子出塵的心。

就像春雨潤物細無聲，天地的慈愛總是

悄悄地呵護滋養蓄勢待發的萬物。

當台灣的節氣來到太陽火辣辣的夏日，

就有西瓜、冬瓜清熱消暑的蔬果順應時令

而生，幫助我們解除頭昏昏、腦脹脹等身

體的疲倦感。

清爽彈滑的果凍，更是悶熱高溫下不

可或缺的幸福甜點。其中常見的植物凝膠

──愛玉與石花，是山林海水吐納的胸襟

與度量所醞釀出來果凍界的山珍海味。

在日本稱為「寒天」的石花，一種生長

在海蝕礁岩上的藻類，如同盛開在海底岩

石上的美麗花朵，是大海給身處酷暑難耐

的人們一個清涼無私的珍寶饋贈！

每年的夏天，婆婆都會做沁涼解膩的石

花凍給家人消暑解熱。

只見她在如鳥巢亂成一團的米白色線狀

石花草中，仔細挑除附著的岩石、珊瑚等

雜質，再經過浸泡軟化、慢火熬煮數鐘頭

，讓膠質完全釋出、過濾雜質。

婆婆耗時費工、忍著爐火高溫換來具有

降火功效的瓊脂，涓滴匯聚成透亮光澤、

饒富彈性滑順口感的石花凍，像是用愛之

露凝結了全家人的心。

婆婆總是笑稱，老人家多的是時間嘛！

況且這是過程中揣摩許久，抓到精髓所獲

得的成就感。

當熱天遇到寒天，正是婆婆用心默默地

守護我們的時候，暑氣自然不能逼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