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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結緣，

人生會越來越貧窮；

肯結善緣，

福德會愈來愈深厚。

星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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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星洲基金 馳援緬甸

徐謙‧物猶如此
人間風景

生活快門

光影魔術師

詩送野賓 美景如畫

開卷有益

璀璨金光

文╱林少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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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端正，非色如華；

貪嫉虛飾，言行有違。

謂能捨惡，根原已斷；

慧而無恚，是謂端正。

 ──《法句譬喻經》

在《法句譬喻經》裡有一段

偈子：「所謂端正，非色如華

；貪嫉虛飾，言行有違。謂能

捨惡，根原已斷；慧而無恚，

是謂端正。」

這首偈子主要告訴我們，什

麼才是真正的端正。

「所謂端正，非色如華」，

真正的端正，並不是虛有其表

，而是「誠於中，形於外」的

端心正意。也就是說，身體的

行為很端正，一舉手一投足都

合乎禮儀；口很端正，不說妄

言、謊話、綺語，舉凡言不及

義的話都不說；我們的心也要

端正，心一端正就沒有邪念，

沒有邪知邪想。所謂「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身、口、意都很端

正，人品高尚、德性之美自然

流露無遺。

所以，一個人端正與否，並

不是從外相上刻意表現出來的

樣子，也不是化妝化得很漂亮

，或者穿著華麗的服裝等等，

這些都不名為端正。端正，主

要是身心、行為、精神上的氣

質，是一種從內心散發出的威

儀莊嚴、安詳與自在，端正行

儀，是做人的根本。

「貪嫉虛飾，言行有違」，

一個人如果平時見到什麼東西

，就想據為己有，表示他是一

個貪心的人；見到他人的榮耀

，就表現出不以為然的嫉妒心

理；乃至見到別人不好，隨即

顯露出瞧不起的眼神，但又言

行不符，內外相違，表示他的

思想必定是沒有規律，違背常

理。

「謂能捨惡，根原已斷」，

能把這些惡行捨去，不正當的

話不說，不正當的想法不想，

不正當的事情不做，種種不好

的行為都斬草除根，那麼何愁

春風吹又生！

「慧而無恚，是謂端正」，

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會愚痴，

不會瞋怒，不會妄言，沒有貪

欲、嫉妒、愚痴懷恨的心，就

是世界上第一端正的人。

晨齋語錄

解脫的真義
文╱心保和尚   圖╱毗舍浮

【人間社記者李佳憓、心崇吉隆

坡報導】由佛光山、國際佛光會世

界總會聯合星洲日報基金會共同發

起，繼4月3日至7日派遣聯合救護
隊深入災區後，再一次展現實質關

懷人道救援行動。4月11日，在緬
甸駐馬來西亞大使館的全力協助下

，將重達10噸的救災物資透過馬航
及緬甸航空專機運送服務，順利抵

達緬甸。

緬甸駐馬來西亞大使U Aung Soe 
Win大使特別感謝馬來西亞各界，
在緬甸面臨困難時伸出援手，展現

深厚的人道關懷精神。

慈悲無疆界！這是佛光山、國際

佛光會世界總會和星洲日報基金會

繼聯合救護隊在4月3日至7日親赴
緬甸地震災區支援後，再一次迅速

提供物資支援。

愛心物資  

1周內籌集運達

佛光山新馬泰印教區總住持覺誠

法師始終堅持「善」的信念，盡最

大努力協助緬甸地震災區。「日前

我們派出的救護隊前往緬甸後回來

報告災情現場，了解到當地民眾極

度缺乏各類生活必需品。因此我們

積極投入準備民眾所需要的物資，

尤其是帳篷、毯子、照明燈、即食

飯以及女性與長者衛生用品，在最

短的一周內成功籌集大約1萬公斤
的救災物資，送暖緬甸。」覺誠法

師感謝大眾發心捐獻，將慈悲跨越

國界，送愛到緬甸災區。

4月11日物資運送交接儀式，由
佛光山和佛光會代表慧毅法師、國

際佛光會中馬協會長楊翠蓮、祕書

長林美珍、普賢分會長柯美芳，把

物資交接予緬甸駐馬大使館，緬

甸駐馬大使吳昂索溫（U Aung Soe 
Win）親自接收，其他出席者有大
使館一等祕書Kyaw Myint及官員
Soe Win Htay。
據了解，這批救援物資包含食品

、醫療用品、生活必需品等，將由

緬甸國家災害管理委員會統籌分配

，優先發放給受災最嚴重地區的民

眾。此次行動再次展現佛教團體與

民間組織攜手合作的力量，實踐無

國界的人道關懷精神。

4月13日，在緬甸外交部總司署

總幹事Zaw Phyo Win的見證下，將
馬來西亞各界愛心人士捐贈的救災

物資，正式移交予緬甸社會福利、

救濟與安置部國家災害管理委員會

主任Than Soe。這批重達10噸的緊
急救援物資將即刻運往災區，為受

災民眾提供及時援助。

星洲日報基金會副主席蕭依釗指

出，基金會與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

對緬甸的災情高度關注，也非常欣

慰佛光人能在短時間內籌集大量物

資，通過緬甸駐馬大使送往災區。

「我們深知這只是杯水車薪，緬

甸災後的重建仍需大量國際援助，

而我們也希望能持續推動第三波、

第四波的援助行動，這也體現了馬

來西亞人民的慈悲精神，以及全球

佛光人對災民的關心與支持。」楊

翠蓮希望這些物資能夠解決當地燃

眉之急，傳遞「天災無情，人間有

愛」，讓災民知道他們不孤單，給

予他們力量從災難悲傷中走出來，

重建家園。

⬆慧毅法師（右3）代表佛光山將物
資運送交接予緬甸駐馬大使吳昂索溫

（左4）安排處理，運往緬甸災區。 

  圖╱馬來西亞佛光山提供

每到跨年，我總喜歡用手中的相

機捕捉一些應景的畫面，與大家一

同迎接新的一年。在台灣，跨年活

動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絢麗的煙

火表演。煙火不僅象徵著喜慶，更

是跨年夜最動人的主角之一。因此

，每年我總會追隨煙火的足跡，選

擇那些人潮不擁擠的地方，只為了

記錄這一刻的璀璨與歡樂。

〈詩送野賓〉這則故事，出自古

籍《警心錄》。故事的主角是王仁

裕和他飼養的一隻猿猴。

王仁裕在漢中巴山任職時，獵人

送給他一隻小猿猴，王仁裕很愛憐

牠，為牠取名「野賓」，意思是山

野中的來客。這位小客人非常聰明

，一叫就答應，在王仁裕的飼養下

長得很強壯；只是雖然有用繩子拴

著，但仍逢人就咬，即使用鞭子抽

打也不怕。

王仁裕見野賓如此不馴，相當難

為，於是興起放回山野還牠自由的

念頭。主意已定，卻又戀戀不捨，

故在一條紅綢上題詩：「放爾丁寧

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

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棲宿

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愜碧雲心。三

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

」繫在野賓的頸子上，依依不捨地

派人將野賓送到孤雲兩角山，將牠

放了。

後來王仁裕任職期滿要回家鄉了

，返鄉途中，一行人進入四川地界

。來到嶓冢廟前，看到漢江邊的峭

岩上有一群猿猴，以手臂相連下到

江邊喝水。其中有一隻猿猴看到王

仁裕，竟離開猴群並攀住岩壁間的

古樹，垂下身子注視著王仁裕。

這隻又大又強壯的猿猴，脖子

上繫著一條紅絲綢，上面清楚顯現

著文字。王仁裕的隨從們興奮地指

著牠問：「是野賓嗎？」並大聲呼

叫野賓的名字，每一次牠都大聲回

應。王仁裕心中為之一動，於是停

下馬注視著野賓，昔時相處的情景

一一回到眼前，一人一猿相視良久

，心中傷感萬分。

久別重逢，短暫相聚後還是必須

分別。王仁裕咬牙揚起馬韁，吆喝

一聲後繼續往前趕路，野賓見主人

離去，在樹上哀叫。他們一行人在

崎嶇的山路上走了一程又一程後，

都還能聽見野賓的哀戚吼叫聲。

王仁裕心中不捨，又寫了一首詩

：「嶓冢祠邊漢水濱，此猿連臂下

嶙峋。漸來仔細窺行客，認得依稀

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紲夢，松餐非

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

前年舊主人。」

李斯義看了這故事，大受感動，

點評說：久別相逢，馬上又要分離

，怎不令人悲喜交集。主人與猿兩

情依依，就像故友重逢般，令人為

他們感到惋惜。鶴子也點評道：黯

然銷魂的愁緒，離別時感受最深。

兩首詩如此纏綿婉約，和江淹所作

的賦意境雷同，但相較之下，王仁

裕寫野賓更顯鮮明生動。

讀冊，就是台語的讀書之意。俗

話說：開卷有益，一日不讀書，面

目可憎。

記得孩提時，常被大人叫「猴囝

仔」，但那年代的鄉下，孩童有空

時，不是要放牛吃草，就是得下田

幫忙農務。

有書念，讀好書，真的是很幸福

的事。您看，連小猴子都抱著書在

讀呢！猛滑手機不如多讀書。

狗雖然痴傻，反觀我們的心，不

也是日夜於六根塵影苦苦爭休不已

。對於七情六欲的幻相以為真實，

而身陷貪瞋煩惱的束縛，不得自在

。所以，《圓覺經》云：「知幻即

離，離幻即覺」，才能解脫歡喜。

波光粼粼，映照著一片青翠蓊鬱

，藍天白雲盡收湖底。湖面澄淨剔

透，就連近處的石頭也清晰可見，

這樣恬靜美好的景觀與氛圍，令人

迷醉！我彷彿走進了美麗的畫卷中

，就這樣痴痴望著這一幅波光瀲灩

的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