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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無他
文／星雲大師   圖／道璞

星雲禪話

光榮歸於他人，

是處事成功之道；

吃虧歸於自己，

是立身安全之方。

佛光山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5／19
（五）

光明燈法會

5／20
 （六）

四給日（義工出坡服務）

5／26 
（五）

佛誕節-上供

5／26 
（五）

慶祝佛誕節活動 (西來寺浴
佛)5／26 -28

心保和尚延續大師法緣 交流大馬友寺

護生畫集

人間心情為人子女

生活快門

雙鶴啣珠

凡事感謝多關心長輩

旅心蕩漾

文／林少雯   圖／豐子愷

文／廖慶華文／詹志超

文與圖／愉凡

唐朝的藥山惟儼禪師在十七歲的時

候，跟隨廣東潮陽的西山慧照禪師出

家，後來隨湖南衡嶽寺的希操律師受

具足戒。

惟儼禪師認為大丈夫應該探求自性

的清淨，不該只拘泥於繁瑣的支末細

節，因此又去參禮石頭希遷禪師，在

他的座下領受了法義。後來在湖南澧

州藥山擔任住持，弘揚禪法。

有一天，有位年輕的禪僧前來請問

：「老師，學人學習禪法已有十年之

久，對於自己的大事，為什麼還不能

開悟，請禪師指示。」

藥山惟儼禪師沉思了片刻，才緩緩

地說：「機緣未到。」

禪僧又問：「那什麼時候因緣才到

呢？」

藥山惟儼禪師說：「你自己去思量

。」

年輕的禪僧又問：「禪師，何不助

我一臂之力？」

藥山惟儼禪師答說：「我若幫忙，

那你自己做什麼呢？」

藥山惟儼禪師接著又說：「我不要

增加你的思量，思量多了，負擔很重

。要一法不見他法，才能直探心源。

」青年禪僧於言下終於有悟。

【人間社記者尤凱倫、王桂卿馬來西亞

報導】延續佛光山開山祖師星雲大師的大

馬法緣，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率領新馬泰

印教區總住持覺誠法師、佛光山修持監院

室監院慧思法師等，4月24、25日分別拜

訪檳城三慧講堂、檀香寺、妙香林、洪福

寺、馬來西亞佛教總會、吉隆坡鶴禪鳴寺

、八打靈觀音亭、十五碑錫蘭佛寺和冼都

斯里蘭卡佛寺，拜訪與大師締結甚深法緣

的竺摩長老、廣餘長老、鏡盦長老等第二

代傳承接班的領導，彼此進行深度交流。

除了拜訪佛教團體，心保和尚也會見馬

來西亞教育部副部長林慧英，感謝教育部

支持此次《大馬好》萬人青年音樂會，特

別鼓勵中學生參與演出，並且還能獲得教

育部認證為可計分的課外活動學分。

串聯法脈因緣 期許法輪常轉

心保和尚表示，這次有因緣來到馬來西

亞，把大師走訪過的寺院，再次登門拜訪

備感親切，也延續彼此的法緣，是一件很

有意義的事。希望佛教團體彼此繼續合作

，往後一起在佛道上精進，一起為佛教努

力。

覺誠法師感謝佛團代表，在星雲大師圓

寂時，前來馬來西亞佛光山各道場弔唁致

敬。他表示，在心保和尚帶領之下，未來

繼續延續彼此的法緣，互相支持勉勵。

北馬檳城妙香林住持傳悟法師表示，星

雲大師的著作深入淺出，翻閱大師的書就

可以找到開示；三慧講堂住持繼傳法師表

示希望能和佛光山學習，辦佛學班以便能

接引更多新人。

馬來西亞佛教總會副總會長開寧法師，

讚歎星雲大師及徒眾們為佛教的發心願力

，乃至各媒體都能看得到佛光山的報導；

馬佛總總務繼尊法師非常感恩大師出版《

佛光教科書》，這些書籍也是佛學院重要

的工具書；檀香寺開山唯悟法師分享，最

敬佩大師提倡以教育培養人才；洪福寺住

持文建法師表示，佛光山是當代佛教界楷

模之一。

八打靈觀音亭住持明吉法師說，一直都

很欽佩大師，未來會一起繼續推廣人間佛

教，弘法利生；十五碑錫蘭佛寺住持拿督

達摩拉達那長老也說，希望未來繼續與佛

光山團結合作，讓大馬佛教有更大的力量

推轉動法輪。

教育培育人才 大馬人民受益

隨後，一行人前往檳城，會見馬來西亞

教育部團隊，進行座談交流。交流會上，

心保和尚分享星雲大師開山的因緣，以及

在全球辦了16所佛學院、50餘所中小學、

5所大學，並表示要向大師學習對教育積

極投入的願力。心保和尚讚歎馬來西亞教

育部副部長林慧英與大師的教育理念契合

，當場邀請前往佛光山。

新馬泰印教區總住持覺誠法師也向林慧

英致謝，感謝在大師圓寂時，兩度前往馬

來西亞佛光山道場弔唁致敬，而且非常支

持佛光山舉辦的中學生活動，參加者也都

可以獲得課外活動學分。

林慧英感恩佛光山一直以來，為馬來西

亞教育做出的貢獻和努力，期望能落實三

好四給，推動更多富有教育意義的工作。

⬆馬來西亞教育部副部長林慧英（前排右5

）帶領幹部一起出席交流會。心保和尚（前

排左5）感謝大馬教育部認證「大馬好」可

計分的課外活動。 圖／人間社記者王桂卿

⬆心保和尚（左3）拜訪八打靈觀音亭。（

前排左起）為慧靖法師、慧思法師、觀音亭

明吉法師、慧性法師和覺誠法師。

➡心保和尚（右4）致贈《星雲大師全集》

增訂版395給予馬來西亞佛學院，開寧法師

（右5）代表接受。 圖／人間社記者王桂卿

趁著天氣晴，帶著歡喜去遠足的心情出

發。遠眺「龜山島」像似遨遊自在的鯨魚

，虛位以待的鞦韆正等著旅人共享喜樂。

境由心造物隨心轉，旅心蕩漾，剛剛好的

幸福就在眼前，說走就走的旅行，不猶豫

不錯過，真好。

這則〈雙鶴啣珠〉的護生故事，出自《

述異記》。《述異記》是古代小說集，此

書共有兩部，一部由南齊祖沖之所撰，有

十卷，已失傳；另一部由南朝梁任昉撰，

共有二卷。最早見於《崇文總目》小說類

，所記多為異聞瑣事。

這個故事是述說一位叫噲參的孝子，慈

悲救護一隻鶴，後來那隻鶴攜伴侶前來報

恩的故事。在《康熙字典》中查詢「噲」

字，亦有記載：《廣韻》孝子傳有噲參，

鵠銜珠與之。

故事敘述噲參平日侍奉母親非常恭敬順

從，孝行遠近馳名。他所居住的城鎮裡有

一位獵人，有一次出外去打獵，射中一隻

羽色黑中帶紅的鶴。受傷的鶴跌落地面，

跑進草叢中躲了起來，獵人遍尋不著便離

開了。

受傷的鶴拖著疼痛的身體，來到噲參家

門前。噲參見到受傷流血的鶴，心中非常

不忍，於是將鶴抱進家中，不但細心料理

鶴的傷口，還餵食照顧牠。過了一段時間

，受傷的鶴痊癒了，肢體和受傷前一樣靈

巧，噲參很高興，就帶著鶴到水邊，讓牠

回歸自然。

有一天晚上夜深人靜，外面漆黑一片，

噲參聽到門外有聲響，於是點著蠟燭出去

探個究竟，發現竟是他之前放生的那隻鶴

，帶著伴侶來到他家門口。這兩隻鶴，嘴

裡各銜著一顆渾圓透亮的珍珠要送給噲參

，以報答他的救命之恩。

這隻鶴知恩圖報，還帶著伴侶一起來報

恩；噲參心地善良，也知道孝順母親，見

鶴遇難自然心生慈悲，及時伸出援手。噲

參救了鶴並不指望回報，卻沒想到這隻鶴

竟帶著妻子前來贈與明珠。噲參的孝心與

慈悲義舉，雙鶴知禮重義的懿行，如此感

人肺腑！

讀此故事，心中湧現一股熱流。人和動

物可以如此和諧共存、交心為友，多麼溫

暖又美好啊！

父親過世後，身為傳統家庭主婦的母親

另外找到精神的依託，無論天候陰晴，她

每天都會到寺廟擔任義工，生活再度有了

重心。

那一天下班回家，我忘了帶鑰匙，按了

門鈴卻始終不見母親開門，我只好大聲喊

著，接連幾次喊叫之後，才聽到屋內傳來

斷斷續續微弱的回應，但母親仍是沒來開

門。焦急的我驚覺有異，趕緊撥打119，

救護人員一到，立即破門而入。待門一開

，只見母親全身癱軟，救護人員趕緊將母

親送醫。

母親在醫院觀察幾天後已無大礙，隨即

返家靜養。只是經過這次事件，身體狀況

大不如前，除了停止到寺廟擔任義工，行

動更是不便，需人攙扶，甚至出現記憶力

衰退的現象。在尚未找到看護之前，家人

輪流照料，一時之間，生活作息大亂。

我們無法確知明天、意外或疾病哪個會

先來，為人子女，平日便應隨時關心長輩

的身體健康，了解長輩的生活作息。長輩

如寶，身為晚輩當懂得珍惜，千萬不能有

所疏失，否則將留下無法彌補的遺憾。

通常，我們遇到好事才會感謝，但日本

經營之聖稻盛和夫說：「無論遇到什麼事

情都要感謝！」

佛法中的「逆增上緣」也是把逆境、困

難當成好事，可以讓我們更進步、更加認

識自己。

若能真正做到凡事感謝，就如孔子所說

的「無入而不自得」，天天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