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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

聽 法
文／星雲大師    

佛以一音演說法，

眾生隨類各得解；

皆謂世尊同其語，

斯則神力不共法。

──《維摩詰經》

星雲說

《阿含經》是人間佛
教的現身說法，也是
人間佛教所依據的經
典之一。

西來寺近期活動

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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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心情

日期 活動內容

9/28 西來寺環保回收日

10/5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玫瑰陵秋季祭典－三時繫念

10/7-

11/25
中文茶禪

10/8 光明燈法會

二○一四年八月某一天下午，台灣雲林

虎尾若瑟醫院會計室主任吳俊男，因癌末

送進自家的急診室，後轉入加護病房。

一陣推著輪椅的快速腳步聲，進入加護

病房。吳俊男迷糊之中感覺有人在身旁，

一睜開眼就看到前行政副院長畢耀遠神父

溫暖柔和的慈愛臉龐。他隨即拿開氧氣罩

，綻開最燦爛的笑容，讓畢神父放心。

畢神父心疼的望著吳俊男，緊緊握著他

的手，一個五十歲、一個九十二歲的爺兒

倆，兩個人手牽手，輪流的昏睡和清醒，

但都未曾放開對方的手。

坐著輪椅離開加護病房的那一瞬間，畢

神父立刻叮嚀陪在一旁的行政副院長蔡玉

純：「這不是結束，而是開始。」務必全

力幫助和照顧吳俊男的妻兒。

從一九五五年跟松喬神父攜手創辦若瑟

醫院起，畢神父就對員工關懷備至，六十

年如一日。在他的眼中，每位員工都是他

的「寶貝」。為了讓人感受他的真情指數

，他每次都用左手跟人握手，理由是「因

為離我的心比較近」。

有一次，畢神父笑容可掬的蹲下來，伸

手跟一個小孩握手，怎料那個孩子推開他

【人間社記者鄭美玲蒙地貝羅報導】南

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第三十八屆年會暨二

○一四年優良教師表揚典禮，二十日於南

加州蒙地貝羅市舉行。

到場貴賓有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組長楊國添、洛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副主任黃慶育，兩位貴賓致詞表示，肯定

所有中文教師在海外投入中文教育的努力

，並祝福各位教師，教師節快樂，祝賀聯

合會在南加州的發展更圓滿。

會中安排朗誦比賽各組的前三名上台，

將他們的優秀表現呈現給大眾。學生各個

朗誦得抑揚頓挫，可見老師教導有方，學

生勤習有功。隨之上場的是多媒體的參賽

得獎組，除了用流暢中文介紹平面資訊，

還以影音介紹中國傳統節日，讓人讚歎老

師及學生的用心。

佛光西來學校分別被表揚的優良教師何

祥鈺、學生鄧彥安，西來學校執行長永如

法師，也帶領八位教職員參加這次年會以

表肯定及鼓勵。

年會尾聲，即將卸任的南加州中文學校

聯合會會長袁璐，帶領所有執行委員以一

首〈感恩的心〉，向所有來賓、會員感謝

，隨後在黃慶育監誓下，新會長孫相治接

下這分任重道遠的職責。

小時候，家裡很窮，身上從來沒有零用

錢，要吃零嘴都是媽媽買給我們吃，因此

對於硬幣很陌生。

很諷刺地是，我手上拿到的第一批硬幣

，竟然是媽媽過世時，分給我們的「手尾

錢」，六枚一塊錢的硬幣。雖然心裡很高

興擁有自己的硬幣，但母親去世的悲痛遠

超過喜悅；所以這一批硬幣，在我心靈反

而成為化不開的枷鎖，不但不能用、不捨

用、不願用，更不可讓它從我腦海中消失

。它是我貴不可言的珍惜品、思念物、保

命符。

每當午夜來臨時，我都會偷偷地拿出來

用手摸一摸，感覺上好像在摸媽媽的手一

樣，好像又回到了有媽媽在我身旁一樣的

幸福。

這一生中，我無論赴遠方求學或上班時

刻，身上一定會帶兩件物品，一個是身分

證，另一個就是這六枚硬幣。

每當我考試或遇到困難的時候，我都會

用手摸摸它，心中念著：「媽媽幫幫我！

媽媽幫幫我！」說也奇怪，問題都會迎刃

而解。什麼符都沒有我這六枚硬幣來得靈

、來得有用。

媽媽！您還在那裡保佑我嗎？希望不要

耽擱您投胎的行程才好！

西來學校優秀師生受表揚

� 圖／妙顯

視員工如親 神父兒孫逾千
畢神父視員工如親。

� 圖／若瑟醫院提供

【特約記者符芝瑛杭州報導】「星雲大

師一筆字書法展─二○一四中國大陸巡迴

」，十九日來到第七站─杭州浙江美術館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出席開幕式，不僅

現場揮毫贈送三位浙江領導，並把作品贈

給浙江省博物館和浙江美術館，分別由館

長陳浩、馬鋒輝代表接受。

「星雲大師的書法細膩流暢，意境高遠

，體現精密的書法藝術與深邃的文化關懷

。」浙江省宣傳部部長葛慧君讚揚大師對

兩岸文化交流的貢獻，尤其一筆字融和佛

法與書法，此次展覽將成為大陸民眾親近

大師、了解大師的最好機緣。

星雲大師謙稱自小家貧，沒進學校讀書

，也沒練過字，承蒙不棄，作品能在高水

準的浙江美術館展出，十分感謝。出生在

揚州瘦西湖畔的大師表示，他對西湖情有

獨鍾，因為父親八十年前曾在杭州謀生，

而浙江的歷史文化底蘊豐厚，值得佛光山

學習。

星雲大師建議葛慧君，促成雷峰塔地宮

文物明年到台灣佛陀紀念館展出，葛慧君

慨然應允。

此次活動共展出星雲大師一筆字墨寶八

十一幅，以及大師一生經歷實境展現，浙

釋迦牟尼佛經常為國王、大臣、比

丘、比丘尼等出家在家的信眾，廣說

佛法。連天上的天人、天龍八部，甚

至於鬼神，也會前來聽經聞法。

雖然釋迦牟尼佛只有一個應身，但

對大家說法時，卻是「佛以一音演說

法，眾生隨類各得解」，讓在場的聞

法者，聽了佛陀的說法以後，按照他

們自己的認知，各有各的了解，各有

各的體會。

「皆謂世尊同其語」，每個人都以

為釋迦牟尼佛是向自己說話，為什麼

會這樣呢？「斯則神力不共法」，這

就是佛陀的威神力，與一般人是不一

樣的。

所以，大家都能聽得懂，沒有國籍

、種族、語言等障礙問題，實在不可

思議。

我們常看到，在講者和聽者之間，

有些人講話聲音很大、很用力，令人

感到不舒服，不高興聽，可是有的人

輕聲細語，反倒教人聽了受用。所以

，說話的人除了注意音聲的大小以外

，還要留意講話的氣質、講話的氣氛

、講話的威德，以及講話的巧妙。

至於聽話的人，也是一樣。有的人

不懂得聆聽，再好的佛法也無法接受

，甚至還錯解意思，聽出是非煩惱來

。有的人善於聽話，即所謂的諦聽、

兼聽、全聽，就是對於他人所講的，

全部都能接受，甚至不只是把話聽懂

、聽全，而且可以聽出話裡的真正含

義，聽了能有受用，聞一知十、舉一

反三。

由此，我也想到現在的教育，有的

老師很善說、很善教，有的老師則不

然。作為一個老師，從事教育前的語

言訓練，是非常重要的。同樣地，學

生到學校裡聽課，會聽、不會聽，反

應在學習效果上，差別就很大。因此

，學生也要接受訓練，學習怎麼聽話

傾聽。

一個善於聽話的學生，他能夠把老

師所教的東西，全都吸收下來，甚至

還有餘力找參考書來研究。不會聽話

的學生，所有好的道理，都當成是耳

邊風，沒有在心地上留下一點痕跡。

我們要訓練自己「聞善言要著意」

，要諦聽、兼聽、全聽，才能有所受

用。就如同佛陀雖然會說法，但是眾

生也要善於了解才行啊！

一筆字浙江開展 星雲大師贈墨寶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左）現場揮毫，贈送浙江省宣傳部部長葛慧君。�圖／特約記者符芝瑛

江美術館將展至十月九日。此外，從台灣

帶來的悉達多太子送一筆字祝福、感應祈

願、一筆字3D電影等互動展示，以及展

的手，撲過去抱住他。他驚喜中幽默的眨

眨眼說：「原來握手對他還不夠啊。」

在院區採取行動管理的畢神父，善體人

意且記憶力超強。在用心觀察後，他會針

對每個人不同的需求而付出愛，讓所有人

都能擁有他百分之百的愛，也都自認從他

那裡所得到的那分愛，是唯一且獨特的。

自「畢叔叔」升格為「畢爺爺」後，他

從此「子孫滿堂」，他也竭盡所能的關懷

和照顧每位「家人」，還額外幫員工增加

五十萬的意外保險。

得知有位護理師過世，她的丈夫獨力扶

養三個孩子時，他隨即在醫院為她的大孩

子安插工作，減輕負擔。他諸多善行美德

，贏得員工打從心裡的尊敬和讚佩。

去年三月，蔡玉純接下行政副院長職務

時，畢爺爺先是開玩笑的說：「妳現在是

我的老闆了！」隨後，嚴肅的囑咐：「我

要交代妳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妳不只

要照顧七百六十八位員工，而是照顧七百

六十八個家庭。」

數月前的一個深夜，畢爺爺在宿舍跌倒

，身體狀況大不如前，現須靠輪椅行動，

還因高齡老化而逐漸出現嗜睡症狀，但並

未影響他那顆童稚純真的心。

場特別安排的一筆字拓印區以及抄寫「佛

光菜根譚」的優雅空間，在大陸各類展場

鮮少出現，吸引許多民眾關注、參與。

文／特約撰述趙莒玲

文／曾家珍

心心念念若瑟醫院的畢爺爺，連在夢囈

中都會蹦出混雜中、英、荷、法等語言：

「幾點鐘開會？……很忙很忙，很累很累

……very good……。」

不可思議的是，昏睡中只要一聽見：「

畢爺爺你有七百多個孩子和兩千多個孫子

耶！」他的眼睛立刻發亮，透出滿滿無私

大愛。

六枚硬幣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