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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茱麗江   圖／洪昭賢

靠武力征服對方，不能
成功；以法布施，感動
對方，才是成功。
能運用這些佛法，任何
困難都能迎刃而解。

轉念之間 人間風景

翻轉人生

天下父母心

分福氣

歹竹出好筍

深深柿餅情

文／梁純綉

文／林玲仰

文／張潤曉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3/16周六
免費報稅服務
（10:00am~4:00pm）
人間學院春季班開學 

3/17周日
Chamber Music in Historic
Sites - Hsi Lai Temple

3/21周四 光明燈法會（10:00am）

3/23~27
周六~三 

西來寺春令佛學營(英)

3/23~24
周六~ 日

青年寺院體驗營(英)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訪問阿羅邏迦藍仙人

我聽說阿羅藍仙人善說解脫之道，所以

我將去訪問他。大王！你懇切至誠的話，

我在心中誠摯的向你銘謝！祝福你國土安

穩，善護人民，願你仁德之光，像太陽一

樣照遍一切黑暗，布正法於天下，就這樣

好好地完你的天壽！」

頻婆娑羅王聽了太子這些話，深敬其德

，心生歡喜，合掌向悉達多拜謝道：

「呵！世間希有的求道者！您現在的希

望，我祈禱您早一點能夠獲得，到那時候

，請你先來救度我吧！」

太子也感到頻婆娑羅王不是一位平凡的

大王，所以回答道：

「必定的！大王！我一定能如你的心願

！」

太子說後，即刻告辭，急急的尋路又往

各處去雲遊參訪。

頻婆娑羅王和他很多的臣下，合掌拜送

太子去後，他們在回歸王舍城的途中都希

望那正覺的日光早日再回來！

太子辭別頻婆娑羅王以後，披星戴月，

忍飢受餓的又開始踏上他追求真理的征途

。有一天，他到了一座寂靜的森林，森林

中有一位阿羅邏迦藍大仙人在那裡修行，

太子記起苦行林中一位苦行者臨別的介紹

，他即刻就想走進森林往訪這位阿羅邏迦

藍仙人。

正在這時候，森林中走出很多仙人的弟

子，他們像未卜先知似的，滿面微笑著來

歡迎太子，並對太子遠道而來的辛勞，致

其誠摯的慰問。

太子走進森林，阿羅邏迦藍仙人也迎面

而來，他見到太子稀世的容貌，像飢渴的

人飲到甘露的泉水，他舉起手來，向太子

有禮貌地說道：

「我在兩年以前，聽說你捨國出家的消

息，就敬佩你是一位有思想、有志願的超

人，我知道你一定會到我這個森林中來，

今天我能親自瞻仰到你這殊勝的相好，從

內心之中，不覺湧起我的歡喜之情。」

太子也很謙虛的答禮，然後和阿羅邏迦

藍仙人並肩地走著。一位是美髯白髮將近

百歲的老年仙人，一位是年方二十多歲的

青年太子，兩人並肩的行在崎嶇的森林中

，後面跟隨著一大群人，這光景真是一幅

絕美的畫面。

   仙人示說解脫之道

太子跟阿羅邏迦藍仙人走到修行的地方

，他們以賓主之禮坐下來以後，阿羅邏迦

藍仙人就對太子說道：

「你捨離恩愛的束縛，解脫情執的枷鎖

，這都是你有著甚深的智慧所致，將來一

定能免除不幸的果報。過去，明勝王年老

的時候把王位讓給太子，自己跑去修行，

這好比把頭上佩戴的瓔珞花鬘捨棄，這是

為什麼原因呢？因為他知道這是不久將要

壞的東西。你現在能在年輕力壯的時候，

拋棄王位，出家學道，若沒有甚深的智慧

，絕對不會這樣做的。 （待續）

朋友夫妻倆都是擁有高知識、高學歷的

大學教授及醫生。高齡生下孩子後，就無

微不至地細心照料，舉凡周邊的衛生、膳

食的料理，到交朋友、選擇學校等等，無

不費盡心思為他設想。

他們的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一直都很優

秀，高中、大學皆考上第一志願。然而沒

想到，卻在即將踏進社會的前一刻踩了煞

車，鼓起勇氣告訴父母，他已經完成了「

他們的期待」，之後請父母成全他，讓他

學習自己最愛的「廚藝」。

在朋友的追問下，兒子才娓娓道出緣由

。小的時候，每當父母帶他出去吃飯，他

看著一道道裝飾得如夢似幻的餐點，彷彿

像是一件件宮殿裡的藝術品。從那時候起

，他就一直夢想著，有一天自己能夠盡情

發揮創意，讓食物不僅僅只是讓人飽足，

還能夠經由他的巧思，讓幸福的感覺留在

享用者的心中。

當時，他興奮地告訴父親自己的想法，

也表達了想去念餐飲學校的意願，卻受到

父親的叱責：「你知道當廚師有多辛苦嗎

？根本不是你想像的那樣！別傻了，乖乖

聽話，好好讀書，考上好學校將來才有前

途！」父親的那番話，硬是把孩子心中剛

萌生的興趣壓抑了下來。大學畢業後，原

本該出去上班的他，整日足不出戶，在家

一待就是一整年。

父母見狀，以為孩子是對未來沒信心，

想安排他繼續考研究所，沒想到他非但沒

有意願，反而成天宅在家裡打電動。最後

，朋友只好求助心理醫生，醫生開導並建

議他們：「孩子的事，本該由他自己負責

。若是一昧要求孩子依照我們安排的路走

，他可能永遠都走不出那扇房門。」

剛開始朋友還放不下，想到他們一個是

每天在台上滔滔不絕、作育無數英才的教

授；一個是幫助過多少無助病患的名醫，

怎麼會連自己的孩子都說服不了呢？後來

，心理醫生的一句話點醒了他們，他說：

「不管我們的學歷或地位再高，回到家裡

，都只不過是平凡的父母。還不如拋開成

見、放下擔憂，讓孩子自己勇敢地去闖吧

！」

朋友經過無數次的掙扎，最後終於放下

堅持，接受了孩子的興趣。五年後，當他

們約我在一間西餐廳聚餐，我看到他們的

兒子端著用心製作的料理從廚房走出來，

開心又充滿自信的那一刻，不禁微笑地豎

起了大拇指。不只為這位找到自己方向的

大男孩叫好，更為這對能夠站在孩子的立

場、為他們著想的父母按讚！

我們都是平凡的父母
朋友素秋的夫家是大家庭，上有公婆，

旁及兄弟妯娌，將近二十人住在同一屋簷

下。

十年前，素秋認為空間不夠，孩子沒有

自己的房間，於是另覓他處居住。

去年，素秋的公婆分配名下的不動產，

其他兒子都各有一棟房子，唯獨素秋的丈

夫沒有。老人家的理由是，當初有本事自

己買房子，就表示不需要祖產了。

親友們很替素秋夫妻抱不平，認為長輩

的作法有失公平。素秋卻告訴我：「我雖

然沒有分到實質的資產，但我分到了最可

貴的福氣。」

「福氣是要怎麼分？」我提出疑問。

爽朗的素秋哈哈大笑說：「我是一個最

有福氣的人。因為老公疼我、寵我，他把

家庭當作志業一樣用心經營，讓我及孩子

有個溫暖的家，我覺得他是世界上最棒的

男人！我很感謝公婆教出這麼好的兒子，

把這麼優質的男人白白送給我，這不就是

他們分給我的福氣嗎？」

好一個「分福氣」！素秋將世人最重視

的財富，視如天上的浮雲，看重且珍惜身

邊所擁有的幸福，她的豁達和睿智，真讓

人佩服。

前一陣子，為了幫妹妹買機車，我去找

小時候的鄰居阿象，他開了一家規模不小

的機車行。看到他今日的成就，讓我也不

禁為他感到高興與驕傲。

毗鄰而居的他，從小就是一個人孤獨地

成長。象爸開計程車，總是早出晚歸地認

真賺錢，但生活中與阿象卻沒有任何互動

。象媽長期守在賭博間，從不張羅三餐，

賭輸錢回家後還會打他出氣；我和妹妹總

會要阿象從陽台跳到我家，並且讓他躲在

我們的房間裡，等象媽累了、睡著，或者

又出門玩牌，才悄悄通知他可以回家了。

平常看他有一餐沒一餐的，媽媽也會要

我們拿東西給他吃，阿象總是用感激又羨

慕的眼神看著我們，讓我們興起一股想保

護他的心。但隨著我和妹妹離家上大學後

，雖惦記著他，也無從關心，之後我們搬

了家，便與他斷了連繫。

直到媽媽生病，阿象到家中探望，才知

他已經結婚了，夫妻共同開了一家機車行

，日子過得還不錯。之後，他也常至家中

探望媽媽，與爸爸聊天、敘舊。由於阿象

人很實在，工作認真、技術又好，機車行

愈開愈大間，儼然成了一個大老闆。但他

依舊和以前一樣謙虛、進取，甚至還參加

了一些慈善機構，幫助弱勢團體。

阿象同時擔負起父親臨終前的照顧與所

有費用負擔，甚至讓那不負責任的媽媽住

到家裡，扮演起老萊子的角色，提供她玩

樂的資金，也常常帶她出國旅遊散心。雖

然象媽媽常常還是不滿足地數落他，讓我

們忍不住為他抱屈，但阿象依然無怨無悔

，帶著老婆、女兒一同孝敬父母，讓我們

更加敬佩。

訂好了機車，走出機車行，想起從前無

依無靠的阿象，不因出身怨天尤人，天助

自助，努力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實在是值

得許多人學習、效法的榜樣。

家裡種有柿子樹，但我和哥哥常年在外

地，總是吃不到新鮮的柿子。父母便盡可

能地留些烘柿到春節讓我們嘗鮮；可烘柿

不耐放，於是晒柿餅成了父母每年必做的

事。

儘管是秋忙時節，遇到晴朗的天氣，父

母會專門擠出時間晒柿餅。年過六十的父

親爬上柿樹，卸下一籃籃新鮮的柿子，母

親在樹底下摘葉、裝袋，再艱難地背到房

頂上晾著。柿子多長在高處，需要用竹竿

一顆顆從樹上「卸」下來，一天下來，父

親脖子仰得難受，累得腰痠背痛，但他從

無怨言。

母親會用一把小刀，像削蘋果一樣，把

柿子皮全部削下來，這樣便於快速晒乾，

吃起來口感也更好。我也削過柿子皮，不

僅削得慢，才一會功夫兩隻手就被柿汁染

黑，手指間黏澀的感覺讓人渾身不舒服，

把手洗乾淨也成了難事。

削好皮之後，把光溜溜的柿子整齊地排

列在鐵絲網上，用磚頭架起來放在向陽處

。這樣柿子四面通風，不容易發霉；每天

還要翻一翻，保證整顆柿子都能晒到太陽

。等柿子晒成黑色，摸起來又乾又硬，再

把它們全部裝進乾淨的塑膠袋裡，放在陰

暗處捂幾天，等到柿子表面出現白霜，再

拿出來重新晒過。如此復雜的流程，還得

有晴朗天氣配合，柿餅才能做好；倘若遇

到陰雨天氣，便會前功盡棄，而為了避免

浪費，父母不得不在短時間內，吃完所有

的半成品。

每年我和哥哥都再三勸阻父母不要晒柿

餅了，沒事就在家裡多歇歇，超市裡什麼

都可以買到，但父母總說他們樂在其中，

一點兒也不辛苦。而且每次只要看到我們

拿起柿餅吃，母親嘴裡就會嘟囔著：「明

年要多晒點柿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