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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蔔的根鬚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有用之人，如太陽，

日日散發光明和熱力；

有德之人，如春風，

時時吹拂清涼與舒適。

佛光山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4／15
 （六）

英文一日修道會

4／16
 （日）

春季追思祭典三時繫念法會

5／26 
（五）

慶祝佛誕節-上供

5／26 
（五）

慶祝佛誕節（浴佛）

南華台印論壇 探究那爛陀文明

書藝心語 為母心情

生活快門

服務的藝術 最珍貴的禮物

舊地重遊

文與圖／廖慶華 文／陳穆儀

文與圖／劉仲修

諸嶽奕堂禪師是日本江戶時代有名

的僧人，年輕時曾在曹洞宗香積寺的

風外本高和尚門下擔任典座，為寺裡

的大眾打理飲食，受到風外和尚的印

可。

在他擔任典座期間，有一天傍晚，

由於已經逼近藥石的用餐時間，奕堂

禪師怕延誤大眾吃飯，就拿著一把鋒

利的刀，獨自到菜園採收了一些青菜

回來，然後在很短的時間內，煮出一

大鍋的菜湯，沒想到，無意中留了一

段蚯蚓在菜湯裡。

叢林裡的飲食一向簡單，平常大家

都是有什麼吃什麼，並沒有人察覺到

今天的菜肴有什麼異樣。就如在夏季

的時候，菜葉上的小蟲甚至都飄浮在

湯水中，那許多禪僧，眼睛看也不看

，就囫圇吞棗地下肚，三餐只當是餵

飽臭皮囊而已。

住持風外和尚等大眾吃過飯，魚貫

出了齋堂之後，便將奕堂找來跟前，

從自己的鉢裡夾出一條蚯蚓，問他：

「這是什麼？」

奕堂禪師一看，心想怎麼會發生這

樣的事，雖然如此，他還是神情自若

地說：

「謝謝大和尚，這是胡蘿蔔的根鬚

。」說完就把它接過來，一口吃到肚

子裡去。

風外和尚也沒有再說什麼，只是點

點頭說：「啊！那就好。」

經過這次事件，風外和尚很欣賞奕

堂的機智承擔，遇事穩若泰山，從此

不再提起此事。

【記者江俊亮嘉義報導】古印度規模最

大的佛教寺院──那爛陀寺，曾是玄奘大

師向住持戒賢法師求法的殿堂。佛光山南

華大學3月25日召開「印度那爛陀古文明

」台印學術論壇工作坊，邀請九國學者與

會，期盼「重建西行高僧之光」。

論壇工作坊由南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慧

開法師、宗教學研究所所長覺明法師、吳

鳳科技大學校長蔡宏榮、法鼓文理學院佛

教學系主任鄧偉仁、印度台灣研究協會理

事長╱清華大學印度中心副主任方天賜、

台灣南亞研究學會副理事長╱輔仁大學大

眾傳播學研究所副教授唐維敏等人進行點

燈儀式，並由台北藝術大學博士生黃鈺婷

以印度傳統舞蹈揭開序幕。

古印度信仰中心
影響東方文化深遠 
南華大學校長林聰明表示，那爛陀（

Nalanda）是梵語，意為「施無厭」。那

爛陀寺曾擁有900萬卷藏書，是古印度佛

教最高學府和學術中心，極盛期有上萬名

僧侶學者聚集，然而卻因伊斯蘭軍隊入侵

而毀壞，遺址於2016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那爛陀古文明對東方文化影響很大」

林聰明表示，雖然佛教已在印度式微，在

亞洲其他地區卻相對興盛，南華大學在創

辦人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的教育理念下，

與那爛陀大學簽約、培育僧才，期盼佛教

在印度復甦。

慧開法師表示，中國與印度的交流可追

溯到漢朝，西元五至七世紀有多位高僧西

行，帶回來許多經典並翻譯，讓佛教在漢

地開花結果，期望藉由這次論壇持續交流

，重建西行高僧之光。

論壇主持人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所長

覺明法師表示，中國古代高僧西行印度的

壯舉，「為佛教留下燦燦之光，也為人類

歷史留下不朽紀錄」，尤其法顯大師、玄

奘大師、義淨大師等高僧西行求法，對佛

教、人類歷史的貢獻，將世代永傳。

覺明法師指出，第一次到那爛陀大學尋

訪時，突然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我曾是

這裡的學生」，此後每年都有因緣到那爛

陀。或許參加這次論壇的來賓，彼此也曾

是那爛陀大學的師生，希望「大家一起踩

在生命的來時路」，讓法緣永續綿延。

法緣綿延不間斷
持續培育教界僧才
《人間福報》社長妙熙法師表示，佛光

山與印度因緣甚深，在新德里設有「沙彌

學園」、菩提迦耶有「印度佛學院」、加

爾各答設有「禪淨中心」，為佛教培育無

數僧才，學成的僧侶已陸續在全球各地弘

法。

妙熙法師指出，他於2012年有機緣前往

印度，尋訪那爛陀等諸多聖地，跪在佛陀

苦行林的正覺山「留影洞」，看著佛陀影

像，突然聽見空中傳來鐘聲，聽到「廣度

眾生」四字。原來求開悟、求明心見性，

都是求自己，佛陀要他「廣度眾生」，從

此讓他全身充滿力量，持續至今。

⬆台印學術論壇工作坊，由（左起）方天賜

、蔡宏榮、覺明法師、慧開法師、鄧偉仁、

唐維敏進行點燈儀式。

 圖╱人間社記者王柏貞

⬅「印度那爛陀古文明：重建西行高僧之光

」台印學術論壇工作坊，於南華大學雲水居

舉行。 圖╱記者江俊亮

【人間社記者郁鎮蓬洛杉磯報導】佛光

山西來寺三好學園，於清明節與復活節前

夕4月2日舉行「祈願蛋尋寶」遊戲，近70

名學生參與。

學生們找到祈願蛋後，將藏在蛋裡的篆

書「乘願再來」四字張貼在佛光山開山星

雲大師照片旁，祈願大師「來世再做和尚

」的宏願成真，並表達緬懷之意。

三好學園祈願蛋尋寶 緬懷大師乘願再來

在復活節尋找彩蛋為美國習俗，輔導法

師慧澄法師將尋找彩蛋與三好學園宗旨結

合，為學生們講解「祈願蛋尋寶」規則。

教師將學生書寫的篆書「乘願再來」四字

分別裝在祈願蛋內，再將其藏於西來文教

館籃球場內布置的柵欄草叢中，每位學生

尋得四枚祈願蛋後，在球場中央交換篆書

字，集滿「乘願再來」四字，便可兌換小

禮物。

慧澄法師表示，本學期傳統文化課教導

學生中國二十四節氣，其中「清明」是春

暖花開，景色清明的節氣，又有追思逝者

的習俗。「因星雲大師以教育培養人才的

宏願，才得以成就三好學園，學生們感念

師公，期盼師公願望成真」，一雙雙稚嫩

小手以篆書寫下的「乘願再來」，其中飽

含真情實意，讓大師照片四周熠熠生輝。

⬆學生踮腳貼上「乘願再來」篆書字。一雙

雙稚嫩小手寫下的篆書，飽含真情實意，讓

大師照片四周熠熠生輝。

⬅佛光山西來寺三好學園，於清明節與復活

節前夕4月2日舉行「祈願蛋尋寶」遊戲，近

70名學生參與。學生們奔向「草叢」蒐集祈

願蛋。 圖╱西來寺提供

40年前，在金門服役的我，望著海面日

升月落，是我濃濃的思念和鄉愁。當年英

姿煥發、瀟灑豪邁、患難與共的同袍，仍

緊密聯繫，成了我一生難忘的回憶。

歲月悠悠，40年後，物換星移，「前線

戰地」已成歷史名詞，金門已遠離砲火、

走向觀光。毋忘在莒、莒光樓，都成網紅

景點了。我與另一半重遊舊地，相偎昔日

海邊，欣賞日升月落；此生此情，天長地

久，唯一不變。

服務是一種藝術，上乘的服務讓人如沐

春風，甚至讓別人成長與感動。服務最核

心的精神是同理心，其次是專業與體貼。

服務別人的時候態度應該不卑不亢，而

不是低人一等。「客人永遠是對的」的精

神，應是站在客人的立場，尊重客人的選

擇，而不是一昧討好或是讓客人為所欲為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共勉之。

趁著周年慶母女倆一起逛百貨公司，提

了大包小包的戰利品。女兒說：「妳付了

那麼多錢，卻沒有幫自己買任何東西。」

最後在她的堅持下，用滿額贈的800元加

上她付的差額，我買了一雙好走的鞋。

女兒啊，其實老媽什麼東西都不缺。但

在這世界上有人心疼我、認同我的付出，

這種幸福，比任何實質的禮物更加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