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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顏福南 圖／彩虹樺樺 

人在一起工作，如果互相

離心，彼此牽制，則無法

成就；若能精神合一，理

念一致，即使分散各地，

也會有所成就。

人間有愛

人間沉思

悠遊廚藝

巨石下的竹

黑莓黑莓我愛妳

文與圖／邱傑

文／滴滴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學會自我療傷

佛陀病好以後，御醫耆婆老想送一樣禮

物供養佛陀，他思來想去，不知要送什麼

禮物才合適，他後來想到他過去替鄰國的

大王醫病，那大王曾獎賞他一件上等的衣

服，那衣服是王者穿的，唯有佛陀才配穿

著，他把衣服呈獻給佛陀說道：

「佛陀！我自從拜見佛陀以後，我就掛

念著一件事情。佛陀常說，在這個世上比

較寶貴的就是我們的身體，可是我看到佛

陀的弟子們常穿著襤褸的衣服，這站在我

們醫者的立場，無論如何解釋都是不合衛

生。這件衣服是鄰國大王的賞賜，我希望

佛陀接受我轉贈的供養，給我種一點福田

，我更盼望著，就是請佛陀叫比丘們從此

不要穿襤褸的衣服。」

沒有執著的佛陀，很歡喜耆婆的厚意，

他派人傳話給諸比丘弟子說：「穿著的衣

服，無論新舊，一定要樸素清潔，要經過

日光消毒。如果心為綺麗美觀的服裝所染

，固非所宜，若一定要穿著襤褸的服裝以

示學道，也是不當。」

佛陀的話傳出去以後，王舍城中的人民

，都爭著做許多衣服贈送給比丘大眾。供

養佛陀及弟子們的人多了，這風聲傳進一

位大富豪的耳中。

這位富豪是住在離王舍城不遠的摩訶沙

羅陀村，名叫大迦葉，聰明博學，富甲天

下，是婆羅門中最傑出的人物。當佛陀在

竹林精舍說法時，他每次都前往聽講。佛

陀的德慧，終於漸漸地打動他的心，他也

想跟佛陀出家。有一天他在歸途上，走近

王舍城的多子塔邊，在那株大樹枝葉交錯

的地方，他奇怪佛陀也在那兒靜坐。他看

了又看佛陀的肅靜和威嚴，終於覺得不去

禮拜不成。他在佛陀的座前合掌頂禮以後

，非常懇切感動地說道：

「佛陀！我的大師，請接受大迦葉的皈

依，大迦葉從此是佛陀的弟子！」

佛陀知道大迦葉的信念，說道：「大迦

葉！你真是我的弟子，我確是你的老師。

在這個世間上如果沒有證得正覺的人，是

受不起你做弟子，你跟我來吧！」

佛陀靜靜地站起來，往竹林精舍的方向

走去，大迦葉跟在佛陀的身後，他恭敬感

動的眼淚不住潸潸而下。

佛陀回過頭來看看大迦葉，然後說道：

「我早就知道今天是你得度的日期！很好

，未來佛法的流傳，用著你的地方非常之

多。」

佛陀度化大迦葉以後，王舍城的佛法，

已經打好基礎，靈鷲山的精舍也成於此時

，國王、學者紛紛地來歸投，佛陀的教化

更是普遍各方了。

    祇園精舍的建立

佛陀在竹林精舍，環繞在左右的弟子逐

漸加多，弟子多了，發心供養的人也是與

日俱增。

一天，王舍城中有一位首羅長者，承受

佛陀的教化，發心備辦豐富的肴饌，想在

第二日請佛陀到他家中來受供。 （待續）

每每在社會新聞看見有人自裁的新聞，

心裡總覺得可惜，生命這樣美好，為什麼

有人會想不開，走上自我了斷的不歸路？

在生命的歷程中，我們能不能以寬廣的眼

光看待挫折，以自我療傷的能力轉化、昇

華每一次的傷痛，度過生命的低潮？

自我療傷的過程怎麼做？除了對好友傾

訴，或是選擇心理專家諮商以外，更重要

的是自我調適，也就是內在省思療傷，讓

自己放下情緒，和傷痛和解。生命中沒有

人不會低潮，不要放大問題，先設想最糟

糕的狀況，在心裡做了因應的準備，就算

最壞的情況降臨，你已經能從容的對待，

心中就不會緊張受挫，或許就能慢慢的將

事情處理好。只要擁有了面對的勇氣，情

緒上的起伏自然會相對減少。

當一個人走投無路尋短，心中都有說不

出的苦，他們都是善良的情感弱勢，走不

出難關，背負遺憾走上絕路。前一陣子新

聞報導在學校被霸凌的學生選擇跳樓輕生

，這些孩子青春年華，前途無限，難道沒

有更好的方式排解情緒，為什麼會走上輕

生的道路？有人說，當被霸凌向老師投訴

後，只會換來更大的反擊，所以只能隱忍

，可是隱忍並不能解決事情，你可以尋求

好友或是輔導室師長的協助，一味的隱忍

只會助長霸凌的擴大；不要害怕惡勢力，

你愈勇敢強大，別人愈不敢欺負你。

很多問題很難說誰對誰錯，有時候兩個

好人在一起也會發生摩擦，這不是單方面

的價值觀，而是感性磨合的問題。所以，

我們要選擇適合的朋友、伴侶，喜歡畫畫

的就和愛畫畫的在一起，選擇合得來的朋

友，氣味相投，在人生的路上相知相惜，

透過好友分享、打氣、鼓舞，這也是自我

療傷的好方法。

人生如夢，再怎麼嚴重的挫敗，時間都

會沖淡一切。寂寞、心碎、痛苦，再過一

段時間都會雲淡風輕，就當過去是夢幻泡

影，重新來過又是英雄；不用畏懼挫折，

勇於面對問題，理性的解決問題，冷靜的

處理情緒。遇到挫折時，要想一想周遭愛

你的人，想一想你擁有的曾經，對著天空

大笑。每個人都是一樣，都要學習風裡來

雨裡去，悲痛只是生命的波浪，縮小難過

，放大快樂，拉長時間來看，榮耀與傷感

都是一瞬間。

自我療傷就是正面思考的力量，我們要

學習享受成功，也要學習度過難關，成功

時不驕傲，難過時不自卑，生命就是由喜

怒哀樂交織而成。但願我們都有智慧學會

包容，海納百川以成其大，心收挫折以成

其美，生命每一個的起伏轉彎都是過程，

也都是美麗的回憶與成長。

頻婆娑羅王的皈依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9/8周日
兒童及青少年佛學班開學
10:00am~12:00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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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周六
西來書院秋季班開學
中秋節戶外茶禪7:30pm

9/14~11/3
用圖畫探索
遺忘的記憶-畫展

9/15周日
 英文共修法會1:30pm
 中秋節朝山 7:30pm

9/21周六 國際淨灘日7:30pm 

9/22周日 英文共修法會1:30pm

9/28周六 禪淨共修7:30pm

⬆佛陀度化大迦葉以後，國王、學者紛紛

地來歸投，佛陀的教化更是普遍各方。

如果無法頂破石頭，那何妨就彎個身？

當我走在溪頭的竹林小徑上，彷彿聽見了

路旁的竹正這麼對我說。

竹林裡的竹，株株昂然挺立，唯獨有幾

棵彎腰躬背，原來它們成長處的上方有一

顆巨大的石頭，擋住了生長之路。

所謂人各有命，有人「含著金湯匙出生

」，有人落土時家境貧無立錐，襁褓時期

遭遇之坎坷不難想見。但人生旅途乃是長

時間的奮鬥和競賽，誰能預見幾十年後又

如何？

我有時會遇到遭受困頓挫折的朋友，無

論年輕年長，我看到他們的艱窘和沮喪，

往往會以一句話相贈：「人是馬，不是火

車。」

火車只能沿一條鐵軌前進，遇有橋斷山

崩，軌道受阻就走不過去了。而馬則擁有

四條強健的腿，前方道路受阻且繞個彎改

個道，最終還是到得了終點。

相較於其他竹類同伴，新筍萌生於巨石

之下未免也太苦命了，如果放棄，也就失

去了它的一生。但這幾株竹並不放棄，努

力尋找生命的出口，最終還是長大了。而

所謂人各有命，也適用於此刻，說不定伐

竹人認為彎

曲的竹不成

材賣不了錢

而不再砍它

，使它逃過

斧斤之劫。

也說不定

竹雕名家相

中了它的奇

特身形，將

它雕成一件

身價不凡的

傑作。天生

我才必有用

，豈能輕言

放棄呢？

「烹飪」一詞，對邁入中年後的人生而

言，竟有如褪色的回憶般日漸淡遠、模糊

，即使不屬於外食一族，卻遠離所謂的「

烹飪」久矣，而且還真是說來話長！

想當年對烹飪持有極高度熱情，花上兩

三天從購買、處理食材到完成一桌宴客的

菜色，根本就是「蛋糕小事」一樁。哦，

「蛋糕小事」的說法是直接套用英文諺語

的「It's a piece of cake.」，但烘焙與我其

實是無緣的，我頂多只是迷上可能成為烘

焙糕點的配料製作而已，比如說色各色各

類的香甜果醬！

是的，就是果醬！不斷的攪拌與耗時的

熬煮，最後，可能只得到一小罐的濃縮物

——它就是我現階段人生的「烹飪」代名

詞。

而果醬中的初戀，我必須獻給黑莓！在

我還不知道果醬究竟為何物之前，她已經

虜獲我的味蕾，而且占據我的心近乎大半

人生。

故事始自當年和大學同學一起去拜訪一

位德國老師。時光荏苒，對那位老師的記

憶已幾乎遠如天邊殘月，就要消失殆盡，

但對她養的那隻大狼狗撲上身的熱情迎接

、老師招待的德國黑麵包加黑莓果醬，以

及那入口當下的驚艷，真是永生難忘。那

感覺就像嬰兒對母奶之外的副食品的初次

體驗，震撼度破表！

留學與旅居德國後，超市和賣場的果醬

種類琳瑯滿目，漸漸也不只鍾情黑莓或其

它綜合莓子果醬。說來慚愧，真正動手製

作手工果醬卻是返鄉以後，主因是自己對

市面上供應的果醬沒信心，再來，也不想

辜負水果王國的豐富資源。黑莓並非台灣

生產的農作物，所以直到兩年前夏天長居

北義大利鄉間時，才正式與黑莓相見歡—

—生平第一罐自採自製的手工黑莓果醬於

焉誕生！

於是，我終於能體會雪維亞．普拉絲〈

採黑莓〉詩中所描述的野生黑莓小徑的景

況、採摘時揮霍指間的藍紅汁液，以及被

大小如指頭關節的「漆黑眼睛」所默默注

視的感覺。

她們甚至搖身一變為佛朗西斯．龐奇〈

黑莓〉詩中幾乎在狂歡的精靈，熱鬧生動

極了：

「為一首詩而印刷成的灌木叢中，在一

條既不通向事物亦不到達心靈的路上，生

出了一種串積的果子，每一粒中都注入了

一滴墨水。簇集在一起的有黑、淺紅、卡

嘰紅。它們並不奢望於被摘取，只不過是

展示它數代同堂的大家庭之壯觀……」

從嬰孩般的初識到中年的親嘗要經歷多

麼漫長的熬煮啊！而要寫成這樣一篇濃縮

小品，究竟又要用上多少成熟的黑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