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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槐興

因果不能從一件事或一時

來看，因果是通三世的，

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

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

生做者是。」 

春秋雜談

親子之間

豐子愷．護生畫集

兒子的期末考

靈犬救主

文／黃美綺

文／林少雯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漫談狀元

阿捨婆誓謙虛地答道：「我住在竹林精

舍，是釋種出生的佛陀的弟子，我的老師

是具有一切智慧的人天大導師。我出家的

時間不久，還不能完全領受，所以我不能

宣說老師甚深微妙的法理。不過，我可以

憑著我淺智所學的一二，大略地回答你一

些。我的老師常說：『諸法因緣生，諸法

因緣滅。』又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阿捨婆誓簡單地說了佛陀的兩句法語，

聽在聰慧的婆羅門的舍利弗的耳中，像有

一輪光芒萬丈的慧日，把他心中一切疑雲

驅散，其得到無上法樂的歡喜之情，自非

筆墨可以形容。

舍利弗心中想著，他常修行觀察，以為

一切因及無因，雖然都是無所作，但那是

由於自在天的意思而形成。今天從佛陀弟

子的口中聽到因緣法，明白到一切諸法不

是人作，也不是天作，而是從因緣所生，

也是從因緣而滅。這因緣啟示他「無我」

的智慧，斷除他微細的煩惱。他越想越覺

得佛陀真是偉大。自己多年的苦修，實在

是無益的，真理之光，好像到今天才從阿

捨婆誓的口中看到。

舍利弗和阿捨婆誓兩個人好像是百年的

知己，竟忘記時間，邊走邊說，談得非常

投機。

舍利弗心中感到非常愉快，更感激阿捨

婆誓，他對於阿捨婆誓口中讚美的佛陀，

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想不到世間上還有

這麼一個人。他胸中的冰塊，像給春陽照

得已完全溶解。他和阿捨婆誓約定，一有

機緣他就要去拜見佛陀。他向阿捨婆誓頂

禮以後就告別回家，一直向老友目犍連的

住處而來。

目犍連一眼見到舍利弗那歡喜得忘形的

樣子就問道：「舍利弗！你怎麼今天這樣

歡喜呀！難道你得到什麼法寶了嗎？」

「目犍連！我現在知道一個偉大的人物

，足可以做我們的老師！」舍利弗的面容

洋溢著得意的微笑。

「舍利弗！你不要這麼小看了自己呀！

世間上哪裡還有這樣的人呢？」

「目犍連！的確是有呀！他就是佛陀，

是的的確確的佛陀！我們所要求的人就要

遇到了。」

舍利弗把聽到阿捨婆誓說的佛陀之法，

一一轉告目犍連。講話時的舍利弗，與聽

話時的目犍連，都歡喜得潸潸地流下了眼

淚。

第二天，舍利弗和目犍連帶領各人的弟

子，一起走向竹林精舍去拜見佛陀。

佛陀一見就非常歡喜，佛陀感覺到自己

證悟到現在，所說的話，才真正有了了解

的人。

   佛說真理 度異教仙人

自從舍利弗和目犍連帶領弟子皈依佛陀

以後，很多的人都想跟隨佛陀出家學道，

社會上知道佛陀的感化力太強，人人都恐

懼自己的子弟去出家，更有的怕佛陀的弟

子多起來勢力太大，因此批評的風聲也就

隨之而起，他們都批評說：「沙門釋迦牟

尼，擾亂我們的家庭，斷絕我們的宗嗣，

把我們的子孫都誘惑去出家。那優樓頻羅

迦葉三兄弟，還領了一千弟子歸投在他的

門下。他是從母親的手中奪去孩子，從賢

妻的身旁奪去丈夫，才會感到滿足。」

這些批評的風聲，被佛陀的弟子走在街

上時一一聽到，知道人人發怒，他們把外

面的閒言，很詳細地報告佛陀。佛陀聽後

很安詳地說道：「外間批評的那些言論，

是不會長久的，可能會有六、七天，以後

就不會有人批評了。你們不要掛念於心，

看這個世間，應該豁達些才好。你們以後

再逢到這樣批評的人，你們就照我下面的

話答覆他們：『真人的佛陀，是引導人們

了達人生的真理，非但是叫人要做人，而

是叫人更要做一個完美的超人。學佛並不

一定要出家，在家奉行佛陀之法也是一樣

。』」 （待續）

俗話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

狀元」的名稱是怎麼來的？

真正的狀元，是科舉時代，經過縣、院

、鄉、會，殿試，五級考試的榜首第一名

。因為從唐代開始，各州貢到京城的舉子

，應試前要向禮部呈遞州里的解狀和本人

出身履歷的親狀。考試錄取後，禮部又將

新進士的身分及成績，一起呈給皇帝，稱

為「奏狀」；排在最前面的稱為「狀頭」

，後來人們覺得「狀頭」太不雅，於是改

稱「狀元」。武則天天授元年（六九○年

），首創殿試之例，按成績第一名排在最

前面稱「狀元」。

狀元的殊榮，除了皇帝御賜袍笏，由宮

廷衛士護送遊街，建狀元府、狀元坊，榮

授六品翰林院編修為皇帝辦事，以後升至

尚書宰相者，不乏其人，故有「儲相」之

稱。科舉制度，從隋唐開始到光緒結束，

共產生了八百多位文、武狀元。

狀元，大致三年才產生一位。也曾有

過父子、兄弟都中狀元的。宋真宗大中

祥符二年，到泰山封禪後，舉行殿試，

錄取三十一名進士，其中的狀元梁固，是

二十四年前狀元梁灝的兒子。到了大中祥

⬆被人們稱為狀元府的南京清代狀元秦大

士的故居。現己修葺一新，成為秦大士紀

念館。

符四年，宋真宗到汾陽祭祀后土，返京舉

行恩科錄取三十一名進士，其中的狀元張

師德，是五十年前，北宋首次開科錄取的

狀元張去華的兒子。連歲科考，造就兩對

父子狀元確是罕見。另外，開寶二年也出

現一對許將和許安父子狀元。兄弟狀元就

更多了，中、晚唐時代就以尹樞與尹極、

崔紹緯與崔紹矩、歸佾與歸系、楊憑與楊

凝、楊贊禹與楊贊圖有名；而孔緯、孔緘

、孔纁，更是科舉上，唯一三兄弟狀元。

科舉制度，沒有年齡限制；史上最年

輕的狀元，是唐高宗永徽七年登第的蘇瑰

，和咸亨四年登第的郭元振，當時年齡都

不滿十八歲。王維是二十一歲登第，他在

十七歲就寫了〈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的

詩篇，名滿文壇；文天祥也於二十歲考中

狀元，足證自古英雄出少年。

史上年紀最大的狀元，是唐代的尹樞，

七十三歲中狀元，當時有人用打油詩嘲笑

他：「有人若問我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

。」五、六十歲的狀元很多，有唐代連中

三元的崔元翰、南宋愛國詞人陳亮、明代

的唐皋（一說四十六歲）。唐皋曾出使朝

鮮。他寫過一首打油詩：「人生七十古來

少，先除少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

更有炎涼與煩惱，朝里官多做不盡，世上

錢多賺不了，官大錢多憂轉多，落得自家

白頭早。」朝鮮任滿，就告老返鄉。

科舉制度，按例三年舉行一次，稱為「

常科」。如有特殊原因增加考試，稱為「

恩科」。

一九○○年（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

入京，慈禧太后攜光緒逃往西安，一九○

一年的常科無法舉行。到一九○二年，訂

立辛亥和約返京後，慈禧太后想到一九○

四年是她七十歲大壽，於是在一九○三年

，將一九○一年未辦的常科，改為恩科，

在一九○三年舉行；接著在一九○四年，

又以慶祝七十華誕為名舉行恩科考試，連

續兩年舉行恩科考試。一九○三年恩科狀

元，是山東濰縣王壽彭；一九○四年恩科

狀元，是河北肅寧的劉春霖。

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後，民間廢除科舉

呼聲強烈。一九○三年八月，清廷頒布「

廢除科舉」聖諭，彭壽年、劉春霖，就成

為末代狀元。

頻婆娑羅王的皈依

⬆那優樓頻羅迦葉三兄弟，領了一千弟子

歸投在佛陀的門下。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8/25周日 英文共修法會1：30pm

8/30周五 光明燈法會10：00am

9/1周日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9:00am
捐血9:30am~3:30pm
英文共修法會1:30pm

9/8周日
兒童及青少年佛學班開學
10:00am~12:00moon
英文共修法會1:30pm

9/13周五
西來書院秋 季班開學 
光明燈法會 10:00am 
大悲懺法會 7:30pm 

記得期末考那天，一回家，兒子就帶點

靦腆地過來跟我說：「媽媽，今天的自然

考卷有一題我連題目都看不懂，我來回看

了好幾次，還是不懂。」

我問他：「所以那是閱讀能力的問題，

不是你真的不會，是嗎？」

兒子沒回應這個問題，只是接著說：「

結果自然的分數足足少了國語十分，看到

分數時，我還滴下了一滴眼淚呢！」

「那你一定很難過了，對不對？」

兒子點點頭，接著說：「這個老師出的

題目都超難，之前有一次也是他出題，我

才考了八十一分。」

我靈機一動，睜大了眼睛對他說：「哇

！那你這一次足足進步了五分，很棒了啊

！」

兒子應該有點驚訝我的回應，漸漸露出

笑容，擁抱了我一下。我想，孩子知道了

分數後，回家的路上一定很忐忑不安吧，

直到聽見我那麼說之後，才終於放下了心

裡的那塊大石頭。

我當然也希望孩子能有好成績，可是我

很清楚，當孩子考差的時候，最難過的是

其實是他自己，要開口告訴我們已經需要

很大的勇氣了，此時，又怎麼忍心責備已

經很難過的孩子呢！

其實，只要下次再努力就好了啊！每一

次失敗，都是一次學習的機會，人生要面

臨太多的考驗，只要不放棄努力，就是一

種勝利。

唐中宗時，諫議大夫柳超得罪謫嶺外，

以一犬二僕自隨，二僕欲圖其資裝，謀奉

毒藥於諫議食，未進，犬咬死二僕，後數

日詔赦還京。 ──薛用弱．《集異記》

這個故事講述的是，惡僕計畫對主人謀

財害命，最後，被一隻忠犬咬死。

這位主人是唐中宗時的諫議大夫柳超，

獲罪當局，被懲罰而被謫，流放到嶺南道

（今天的福建、兩廣到越南北部一帶）；

他從京城出發時，只帶了兩位家僕，還有

一隻愛犬。

這兩位家僕跟隨著柳超，要遠離家鄉去

那麼偏遠的荒涼地方，心中老大不情願；

也覺得主人家得罪了當道，貶了官謫放邊

疆，大勢已去，跟著他已經沒什麼前途可

言，只有貧苦跟受罪而已，於是商議著，

不如奪了主人家的財物，遠走高飛，自謀

生路去；兩位惡僕合計著如何在柳超的飯

食裡加進毒藥，將他毒死。

惡僕在商議謀殺主人時，柳超的愛犬就

已經在他們鬼鬼祟祟的舉止和言談中，感

覺到惡僕的居心不良了，於是緊盯著他們

；當惡僕準備好並捧著摻進了毒藥的酒菜

，要給柳超食用時，這隻忠犬立即上前，

毫不留情地將兩位惡僕咬死。

我們想想當時柳超的心情，當他知道兩

位跟隨多年的僕人如此計議著要對他謀財

害命，有多心痛啊！平日待他們不薄啊！

唉！他一失勢，連僕人都想取他性命，真

是虎落平陽被犬欺！怎不令人心寒！

幸好，這隻愛犬還忠心耿耿地陪在他身

邊，還救了他一命，真是一隻靈犬啊！要

不是有他在，柳某這次就要客死他鄉了。

不禁對這隻靈犬更加疼愛。

想必，柳超對這隻愛犬，平日寵愛有加

，愛犬才會如此忠心耿耿的護持主人。

人們以善心，以慈悲心所做的事，尤其

是護生這樣尊重生命，愛惜物命的美事，

所散發出去的好的氣場，總是會不斷擴散

出去，上達天聽，整個宇宙都會回應你的

慈悲心行，更以慈悲回饋與你。

《護生畫集》裡，記錄著許多這樣的故

事，讀來感人肺腑，給人最大的撼動是「

救人或愛惜物命，其實是在救自己或護自

己」，這其中的善因和善報，也是因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