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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伊莉莎白．洛格森

一般人認為「地」有好地理

、壞地理之分。事實上，事

有事理、情有情理、人有人

理、道有道理、天有天理、

地有地理、心有心理。

伴你成長

逸饗蔬食

記憶的味道

記憶中的蘆筍田

荔枝甜滋滋 

文／林乃光  圖／郭子洋 

文／美旦姊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4/12 
周五

大悲懺法會（7：30pm）

4/19 
周五

光明燈法會（10:00am）

4/27~28
周六 ~日

八關齋戒

4/27
周六

禪淨共修（7：30pm）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王師追至苦行林

「請你不要這麼說，我就是特地送這些

東西給你才來的。」

「車匿！我沒有用這些食物的必要，這

些東西反而障礙我的修行，快點拿回去，

不要再囉囉嗦嗦，不要讓我再重說一次。」

車匿本想把太子離開王宮以後的國家情

況，父王的懷念，摩訶波闍波提夫人及耶

輸陀羅等一切人事情形向太子報告，但都

被太子制止了。太子命令他火速回去，他

無可奈何的含著滿眶的眼淚告辭而去。

太子苦行的生活，一年、二年，和往日

一樣；三年、四年，還沒有解脫；五年、

六年，太子沒有退卻一步；就是這樣，悠

悠地度過六年苦行的歲月。

時間雖然在無意義之中過去，但是，靜

靜的，慢慢的，太子一天一天地走近解脫

之門。

是在苦行第六年，太子感覺到心中漸漸

的明白，這個時候，那種境界是不能形容

得出。太子仔細思量的結果，知道苦了肉

體反而是執著肉體。

他想到，當初在跋伽婆仙人苦行林中，

勸諫那些仙人，說明苦行的非法，自己雖

然所修的苦行和他們不同，但自己畢竟也

過了六年苦行的生活。

解脫的大事，不是用肉體受苦才能得到

，而是要忘了肉體才能獲得；不能忘懷肉

體，心就無法清淨；心不清淨，則一切汙

穢不能消除；汙穢不能消除，哪能走上解

脫的大道？

太子想起當初居住在王宮之中，有一次

在閻浮樹下靜思，所想的種種問題，此刻

與那時的比較，並沒有絲毫的變異，並沒

有一點進步！

    金剛座上誓成正覺

太子沉思著：「修行的方法如果專門重

視形式，而無關內心的清淨，這樣的修行

絕不會有很大的效果。我應該決定，為了

使心地清淨，最好要努力超越一切，老是

像現在這樣的苦行、斷食，絕不能達到我

所要求的根本希望。」

太子這樣一想，以為有魔來誘惑著他，

他又感到非常不安。但隨即又作如下的思

惟：

「我現在把肉體受苦看作是善，讓肉體

安樂認為是惡，這已經是我思想上的習氣

。為了求真實的覺道，執著苦行、斷食，

這和跋伽婆仙人以及苦行林中那些苦行者

，有什麼兩樣呢？」

太子這樣一想，即刻從苦行的座位上站

起，走下尼連禪河，讓長年清淨的流水，

洗去身上的垢穢。但因太子的形體瘦弱，

他竟疲乏無力地倒在尼連禪河邊，過了一

會，太子手攀岸上垂下的樹枝方站起來，

走不到幾步，又癱倒在岸上。

這時，河邊有一個名叫難陀波羅的牧女

，在河畔的草原上放牧，他忽然看到一位

瘦弱的青年沙門橫臥在河岸之旁，好像毫

無氣力似的，他立時生起同情的心，手捧

乳汁前來供養太子。

太子接受牧女的一杯乳汁，其中的美味

實在無法譬喻。飲後，五體通暢，身體各

部的機能都漸漸地恢復了氣力。（待續）

雖然幽默常常被視為是友誼的催化劑，

但如果應用不當，幽默也是趕跑別人最快

的方式之一。或許你認為孩子的幽默很可

愛、令人發噱，但很遺憾地，別人可能並

不這麼想。這對家長來說可能不是一件容

易面對的事實，但卻非常重要：孩子需要

小心運用幽默，時時檢視自以為的幽默是

否弄巧成拙。

檢視幽默基本上是指，孩子說了笑話或

是想說一些好笑的事情時，必須格外注意

別人的回饋。舉例來說。當孩子說了一些

好笑的事，有人笑出來嗎？如果他們笑了

，究竟是在嘲笑你的孩子，或覺得笑話十

分有趣，還是只是對孩子禮貌性地笑笑罷

了？部分有社交障礙的青少年很容易不當

運用幽默，因此，身為社交教練的你，必

須幫助孩子檢視他的幽默。

這些拙於使用幽默感的青少年，通常會

幻想自己是喜劇演員或是班上的活寶，總

是說一些不太聰明、怪異或不成熟的笑話

，卻沒有人能聽懂他笑點在哪裡。他們可

能會沒頭沒腦地背誦出一段電影或電視上

的對白，讓不理解背景的聽眾摸不著頭緒

；也可能一再重複著相同的笑話，卻不曉

得笑話一旦聽過一次，通常就不那麼好笑

了。

這些青少年總希望能博君一笑，可惜他

們不明白，別人笑了，通常是在笑他，而

非真心覺得笑話好笑。但對這些孩子來說

，學習如何善用幽默，是再重要不過的事

了。

許多有社交障礙的青少年並不知道，不

當運用幽默，可能阻礙了自己與同儕的關

係，使得交友與維持友誼極為困難；也無

法意識到，這類拒絕有可能招致其他的拒

絕，甚至在同儕間留下不好的名聲。不當

運用幽默的青少年，通常被同儕認為是「

奇特」或「怪異」的，因此，他們交友與

維持友誼的關鍵，就在於是否有能力檢視

自己的幽默回饋。

身為家長，想像其他人如何嘲笑自己的

孩子，誠然令人感到心痛；然而，令人難

過的事實是，對一些難以交友並維持友誼

的年輕人來說，這種經驗不僅無比真實，

甚至經常上演。或許，你的孩子正是如此

，而發現這個事實的過程，可能更令人感

覺心碎。我們可以理解，要引導原本毫無

察覺的孩子注意到別人的拒絕與嘲笑，可

能會讓你感到抗拒，許多與我們一同工作

過的家庭也是這樣，但是，如果你不幫助

孩子檢視自己的幽默，便無法改善他們的

人際關係。

那麼，檢視幽默要注意哪些行為上的徵

兆呢？

當人們因你說的笑話而笑時，他們會微

笑點頭，或是給一些「滿好笑的」、「這

個笑話不錯」的評語，但不會帶著諷刺或

挖苦的腔調；而當別人對你禮貌性地笑笑

，通常是為了避免尷尬或傷人，並不代表

他們真心覺得笑話有趣；如果別人是在嘲

笑你的時候，他們可能會翻白眼，做出奇

怪的表情，手指著你，瞄一下別人然後暗

笑，或者說一些挖苦的評語，例如「你真

的很爆笑」或「真是滑稽耶」。

請牢記，在你的協助下，孩子可以有機

會改變過去的負向互動，找到比較好的方

式與他人產生連結。因此，你必須能夠判

斷孩子運用幽默的方式，是否造成了交友

或維持友誼的阻礙。如果確定有所妨礙，

請建議孩子把握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在剛

認識別人的時候，試著稍微嚴肅一些，因

為，不適切的幽默是趕跑別人最快的方式

之一。你可以建議孩子，多給新朋友一些

時間，慢慢熟悉他獨特的幽默。

；也可能一再重複著相同的笑話，卻不曉

得笑話一旦聽過一次，通常就不那麼好笑

這些青少年總希望能博君一笑，可惜他

們不明白，別人笑了，通常是在笑他，而

非真心覺得笑話好笑。但對這些孩子來說

，學習如何善用幽默，是再重要不過的事

許多有社交障礙的青少年並不知道，不

當運用幽默，可能阻礙了自己與同儕的關

係，使得交友與維持友誼極為困難；也無

法意識到，這類拒絕有可能招致其他的拒

協助孩子 善用幽默

⬆牧羊女乳糜供佛

我對蘆筍有很特別的童年回憶。

記得我在學齡前，姊姊都上學了，老么

的我自然是跟著媽媽。那時媽媽美麗大方

又有氣質，有幾次機會幫親戚朋友作媒人

，多數是「便媒人」，據說我小時後很可

愛，所以也順帶附贈「花童」去牽「新娘

尾」。有一次爸爸軍中的同僚相中彰化海

邊的一位小姐，下聘、迎娶我都跟著去，

坐在一排吉普車當中，暈車是暈得七暈八

素的，到達目的地，便是一望無際的、蒼

翠漫漫的蘆筍田；一下車發現蘆筍植株都

比我還高，清風徐徐滿眼綠意，頓時暈車

不適全消，我記得我梳著兩條長長的辮子

，穿著白上衣與紅色的吊帶裙，蹲在蘆筍

沙地田邊；記得阿伯說蘆筍冒出芽的是「

綠蘆筍」，他手撥開沙土裡面有白蘆筍，

那些情景都過了這麼許久許多年，都忘不

了。

是因為回憶嗎？我很喜歡「蘆筍」，怎

麼做都喜歡，家常清炒就好吃，我偏愛有

一種細細的蘆筍花，蘆筍風味特別濃。蘆

筍很適合做西式料理，尤其奶焗很美味，

許多人怕炒奶餬，其實很容易的，火不要

大，東西慢慢下，就不會炒成麵疙瘩；試

試，材料單純、程序不多，但很好吃。

奶焗綠蘆筍
食材：綠蘆筍1大把、奶油2大匙、麵粉2

大匙、牛奶300cc、帕馬森起司、鹽 、胡

椒。

作法：

❶將蘆筍削去老皮。

❷平底鍋將奶油融化，邊撒入麵粉邊炒，

炒沒有顆粒又略成金黃色，慢慢加入牛

奶攪勻，以鹽 、胡椒調味。

❸將蘆筍放入麵餬裡，加些帕馬森起司略

滾一下，排入烤盤，再灑些帕馬森起司

，移入烤箱，180℃烤15分鐘表面微焦

黃即可，上桌前再刨一些起司放在上面

。

品味小撰：改用自己喜歡的起司也可以。

小時候，身在五個孩子的傳統鄉下家庭

，搶食物就是每天上演的戲碼，水果更是

當年我們唯一所謂正食外的點心零嘴，每

每水果一端出，總是搶得你死我活的，母

親不得不每次都搬出「兄友弟恭」、「孔

融讓梨」那套說詞，但孩子們誰都「只想

吃」，哪管那麼多，最後常常逼得母親大

人只好祭出雞毛撢子；但唯有一樣，我們

可以盡情吃到飽，可以讓五個孩子圍著一

個鼓鼓五十斤的大米袋，用力吃，大口吃

，盡情吃，那就是集三千寵愛在一身的楊

貴妃最愛的「荔枝」。

在阿公的祖厝老家三合院後院，阿公的

阿公的阿公吧……年代已經不可考！那裡

種植了一小片荔枝園，每年五月開始，總

是很爭氣的，長出肥美又碩大的果實。每

年送走了冬天，天氣開始回暖，我們幾個

孩子，就已經迫不及待的三天兩頭問阿公

，「有荔枝可以吃了沒？」小小的十隻眼

睛，老是眼巴巴的希望那些樹快快結果，

就在五月的某天上課放學，在廳堂，看到

了那熟悉的米袋變鼓了，露出綠綠的葉子

，五個孩子以跑白米的速度立馬往前衝去

，大喊「荔枝」……一人都拿了一大把，

直接席地而坐，連書包都忘了拿下來，迫

不及待撥開荔枝的「盔甲」，將那如珍珠

般的果肉整顆往嘴塞，一顆接著一顆，果

汁一個勁的往外噴射，將我們胸前大腿沾

滿了甜滋滋的荔枝汁，此時彷彿與世隔絕

，整個人沉浸鮮美的荔枝園地中，伴隨五

個孩子滿足笑聲與臉上笑容。

台灣荔枝的產季並不長，也不好保存，

一般是從五月到七月初的最好吃。沒有熟

透的荔枝，外殼紅中帶青綠，有如初戀般

的羞澀味道，甜中帶酸；而成熟的荔枝，

穿著紅通通的戰甲，有如即將步入禮堂的

新人，甜蜜到最高點，而我們就一路從季

初吃到季末，幾乎天天吃，一點也吃不膩

，甜美多汁的荔枝就這樣陪伴著我們從春

末到夏初，讓我們的童年留下最甜的美味

回憶。

長大了，荔枝園也因為祖厝改建而消失

了，那五個愛吃愛搶的孩子們也在世界各

地各奔前程，雖然只能偶爾聚首，但那屬

於我們荔枝季節的童年時光，永遠是心中

最甜蜜的那一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