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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為自己的利益，

而失德傷人；

不可為自己的好處，

而損人利己。

星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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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嘗揚州大糰子 佛光人憶師恩

印象旅人

生活快門

紀實攝影

蘭納古寺戀人絮語

因閱讀而美

人間禪詩佳作

樹本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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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金剛經》

這是《金剛經》當中，很有

名的四句偈子。

我們居住的娑婆世間，是一

個有為、有漏的世間，佛教對

這個世間，有如夢、如幻、如

泡、如影、如露、如電等種種

譬喻，主要都是說明人生如夢

，幻化無常，如水泡須臾不停

，似影像依託不定；又如朝露

、電光石火般剎那即逝。

大陸湖北的武當山，山勢崇

峻雄偉，有時候又在雲霧裡，

有時在綿綿細雨裡；清晨才看

到花木上的露水，太陽一出來

，剎那間就消失無蹤。武當山

的景致氣象萬千，置身其中，

如夢如幻，因此在武當山上，

有一塊牌匾寫著「黃粱夢覺」

，就是希望藉由「黃粱一夢」

的故事，來警悟世人世間如夢

，應及時醒覺。

唐代一位盧姓書生，經常夢

想升官發財。有一次外出夜宿

客棧，睡夢中升官發財、生兒

育女，一路平步青雲，最後福

壽全歸。忽然夢醒，什麼都沒

有了。頃刻時間，書生歷盡了

一生的富貴榮華，而方才爐灶

上的黃粱，依然還在烹煮著呢

！後來的人便以「黃粱一夢」

這句成語，比喻人生短暫無常

，縱然有種種的興盛顯達、財

多位尊，終究像做了一場夢一

般虛幻不實。

《金剛經》把宇宙人生的真

實相告訴我們，要我們不要被

世間的有為法所矇騙。「夢」

豈能當真？「幻化」又何必計

較！「泡沫」剎那即滅，「影

像」虛幻不實。當我們看清了

這個道理，還有什麼好執著的

呢？所以《金剛經》說：「一

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

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如果能如實見到世間萬法，

就如同朝露、電光般快速，如

夢幻般虛假，就能體會到真實

永恆的法性，進而好好珍惜這

電光石火般的人生。

【人間社記者許貞慧、李生鳳高

雄報導】2月12日（農曆正月十五
日）元宵節，佛光山開山祖師星雲

大師圓寂兩周年紀念日，全球道場

首次協心手作大師家鄉味「揚州大

糰子」，供來寺信眾品嘗，食物的

滋味，成了憶師點滴，此刻將思念

化作與師接心，以虔誠恭敬心緬懷

大師的諄諄教誨，「人間佛教」的

精神在這一顆顆象徵團圓、圓滿的

糰子中傳承與實踐，寓意深遠。

糰子象徵圓滿美好 

延續溫馨師徒情

1994年4月初，大師返鄉探親，
親人特別準備揚州道地家鄉菜「薺

菜湯圓」招待，這久違的家鄉味，

讓飲食無所求的大師例外多吃了好

幾顆，因戰亂而身處異鄉，少小離

家老大回，感觸特別深刻。而糰子

主餡料「薺菜」，是揚州隨處可見

的野菜，極具強韌生命力，就如大

師一生的「言教與身教」，今後也

將成為佛光人年年傳遞懷念大師的

難忘好味道。

佛光山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表示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決定在大師圓

寂當日，除了舉辦圓寂紀念讚頌會

，也要以吃「揚州大糰子」與師父

接心；如同佛誕節舉辦浴佛，佛陀

成道日分享臘八粥一樣，爾後佛光

弟子要年年舉行，代代相傳，相信

即使百年、千年後，大師的精神仍

然時刻和大家在一起。

雲居樓齋堂午齋時，將「揚州大

糰子」供眾，顆顆圓滿潔白的糰子

，在元宵節象徵團圓和美好意涵，

用來延續溫馨的師徒情，僧信二眾

憶往昔，將思念化作與大師接心。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傳授「揚州

大糰子」的美味，佛光祖庭大覺寺

都監妙士法師專程偕頭單監院妙笙

法師、妙晉法師、汪慧敏師姑回佛

光山，2月7、8日分別於總本山、
台北道場進行示範教學。妙士法師

表示，他看過大師很用心品嘗糰子

，身在海外特別能體會如此心情，

這是對家鄉的思念，吃的是家鄉的

味道。

道地揚州大糰子的做法，糰子粉

料使用水磨糯米粉，內餡用的薺菜

若不易買到，可用青江菜代替，關

鍵在於將麵糰揉至光滑無痕，素火

腿和香菇切成細丁。切忌心急，若

為求快省略步驟就不對味。將糰子

煮熟，再放入以香菜、醬油、鹽熬

煮的高湯就可食用。一口咬下，可

以吃到薺菜、松子、香菇，和微微

嗆辣的氣味，搭配清香湯頭，好吃

又暖心。

清德寺住持慧龍法師提到，做糰

子的過程就如人生哲學，人與人之

間要和諧融和，人我要溝通，才能

化干戈為玉帛。

品嘗佛光人家鄉味 

學佛道上更精進  

日本佛光山法水寺信徒黃雯謹分

享，出生於上海，生活在東京，真

的很難能吃到家鄉味，記憶中有種

用薺菜包的餛飩，口感很像大糰子

，在齋堂讓她也吃出故鄉味，感受

到回家的幸福，心也暖暖的。同行

的王麗說，吃到紀念大師專程製作

的大糰子，讓她發願菩提道上要努

力付出，做個發光的佛光人。

此外，佛光山普門中學棒球隊即

將參加「113學年度高中棒球硬式
木棒組聯賽」第二階段，普門中學

董事會駐校代表王文俊偕球員，一

行逾20人於2月11日禮拜星雲大師
，普門中學董事長慧傳法師帶領恭

讀大師〈為運動員祈願文〉。適逢

星雲大師圓寂兩周年前夕，特別準

備大師家鄉的食物「揚州大糰子」

讓大家品嘗，表達對大師的緬懷、

孺慕之情。

慧傳法師並轉達長老慈莊法師對

大家的關心，祝福「向前有路 光
明在望」。慧傳法師勉勵大家，和

星雲大師隨時都團圓，球隊也是，

大家團圓，相信球技會更加進步。

⬆雲居樓齋堂午齋以大師的家鄉味「
揚州大糰子」供眾。 

 圖╱人間社記者趙啟超

⬅佛光山普門中學棒球隊員品嘗揚州
大糰子。 圖╱人間社記者慧裴

⬆2月12日佛光山開山祖師星雲大師圓寂兩周年紀念日，全球道場首次協心手
作大師家鄉味「揚州大糰子」，供來寺信眾品嘗。 圖╱人間社記者莊佳穎

父親種一棵樹，聽了一輩子蟬

也找不到半句佛號

那棵樹就這麼落盡半生的悟

心顯得通圓，身顯得貌如昨日

偶有一兩聲嬰啼，衝破夜的薄紗

亦是自然緣法

鳥撿幾口枝葉而去，

雲帶幾許秋雨而來

不定是誰的得失，

不定是誰的消長

父親和它都只是看不見自己，

被刻在身上的名

被蟲咬出的傷，

被時間圈起來的紋身

有誰一開始就知道，

有什麼住在自己身體

眼耳鼻舌都經過世間幾許劫難

渡盡萬千悲喜

不管有沒有腳，

走過世間看遍芳華開落

不知，不覺已是秋的朽木

是不是你會從火中走來，如煙

放下木的本相，

從此自在物我相忘

不再囿於前緣本事，父親你聽

那聲聲蟬，半句佛

都是你我來生

泰國是個佛教國度，日常生活充

滿了信仰的元素，自破曉到華燈初

上，當地人們的生活都與佛教文化

有關。特別是泰國北部地區，深受

蘭納古國的影響，廟宇、建築與庶

民文化不同於中部或南部地區的樣

貌，廟寺中的壁畫，更呈現古時生

活的樣貌與風尚。

當地的普明寺除歷史悠久之外，

更保存了最負盛名的壁畫，忠實保

留舊時社會的景況，而享譽內外的

，就是「偉大的祕語者」，展現古

王國時代，服飾繽紛的男女，純真

含蓄互表愛意，似遠又近，外人很

難參透戀人間的祕語究竟為何。

後人詮釋了圖畫中暗藏的文句：

「若我將愛意溶於水中，你或許

覺得冷不自禁；

⬆壁畫中暗藏戀人間的祕語。

若我藏匿於天際，又恐星雲密布

遮隱；

是否應束之高閣，卻又時刻擔心

被人竊取。

於是我將愛長存心底。」

壁畫中男女說不出的祕密，構成

跨越時空的愛情美學，流傳至今。

心靜下來才能感受大自然之美。

拍攝植物需要觀察力與美感，有時

的它隱藏在不起眼的角落，有時被

光影的視角奪去了丰采。拍攝花果

葉，猶如一場生命對話，須先看見

，才有開始。

紫薇花綻放絢爛色彩，為大地鋪

上新妝。縐捲波浪狀的紫色花瓣邊

緣，洇染著雪白襯裡，隨風動蕩宛

若雲朵飄搖；粉紅花容成簇微笑著

，紫紅花朵也在陽光裡翩然展顏！

唐朝時人視紫薇為高貴花卉，朝廷

中書省周遭花園栽植滿滿紫薇，花

朵盛開時眾人在群花下品茗吟詩，

蔚為風尚。故而中書省官吏又稱為

紫薇郎，中書省又稱紫薇省。

台灣土生土長的野花黃鵪菜，黃

色小花在陽光下熠熠生輝，純樸又

可愛。花期從春天到秋季，珊瑚藤

長長的花軸，綻放一串串紫粉紅色

花苞，晶瑩璀璨，太陽愈烈愈盛開

，賞心而悅目，唯俏唯妙！

⬆黃鵪菜的小花 ⬆清雅白色紫薇花 ⬆珊瑚藤之姿

⬇紫薇桃紅鑲白的花邊 ⬇紫薇⬇紫薇白花綠葉相映趣

在某飯店大廳，見到牆上掛著一

幅畫，題名叫《閱讀的少女》。圖

中少女的衣著，應是歐洲宮廷時代

的人物，對照「閱讀」這件事，好

像也是老時代的事。前幾天，老妻

當義工，休息時間，拿著一本未看

完的書，在義工室看了起來。有一

義工經過，還很驚奇地說：「我不

知多久沒看書，沒買書了呢！」

這幅畫，畫中少女自然很美，但

我覺得更美的是閱讀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