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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許波  圖／取自網路

一個人一生有兩條路，
一是領導人，一是被人
領導。不管是領導人還
是被人領導，都須具有
才華、能力。

教養面面觀

人間有情

舐犢情深

以愛圓滿

女兒賊

文／吳芳枝

文／陳青田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1/16～20
周三~日

西來寺冬令營

1/19周六

英文佛學班慶祝法寶節
（9：00am）
佛光會慶祝法寶節
（9：00am~5:00pm）

1/20周日
2018 光明燈圓燈法會
（10：00am）
依空法師佛學講座（2：00pm）

1/26周六 禪淨共修（7：30pm）

1/27周日
出坡結緣日（1：30pm）

2/ 1周五 大悲懺法會（7：30pm ） 

理財教育 應從小開始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王師追至苦行林

你現在的生活，把威捨棄了，把五欲遠

離了，只求一個渺渺茫茫的法，你不過是

徒然使自己受苦罷了。我現在看到你如此

希有的尊容，相信你一定是振霸人天的大

人物！我講的都是至誠之言，我絕不是用

王者的權力來挽留你的。

我看到你出家的相好，心中不覺生起恭

敬，我聽說你要去修學苦行，因此才感到

非常的同情。你現在過的是行乞的生活，

那麼，我就以我的國土供養你。

在少壯的時候，應該要享受五欲的快樂

；在中年的時候，要儲蓄財寶；到了年老

的時候才再去求法。若是年輕的時候求法

，最後終不免要為情欲所壞的。因為在年

輕的時候，有著很豐富的熱情，心輕易亂

，終究是很難得到法。若是老時求法，就

不會有這種現象發生。因為老年的時候，

欲望、氣力，都已逐漸地衰弱，這才能自

然生起隨順樂法的心。

希望你接受我的摯誠之言，像古代聖賢

一樣，先作一度世間的聖王，然後舉辦一

次祭祀大會，終究可以去到天上享受福樂

！」

悉達多太子聽後，對這位尊嚴與仁愛都

兼備的大國之王的頻婆娑羅王，也很恭敬

地回答道：

「大王！假若有人在苦難之中，能忘記

自己的痛苦而去救別人的苦難，那這個人

一定是世界上的善知識。為了朋友毫不慳

吝金錢名位，這才是用之不竭的寶庫；假

若守著財寶高位，只圖為著自己，這一切

終究還會亡失。

國，這種財，是難得的寶。你能歡喜地

惠施給我，我很感謝你的厚意。我相信你

並不是說虛偽的話，而是真實的意思。不

過，你所要給我的與我所要求的完全是背

道而馳，我現在不能不向大王說出我的看

法來求得你的了解。

我為了畏懼生老病死的痛苦，想要斷除

此患而求得真的解脫，所以捨親戚離恩愛

，出走王城而來出家，我哪裡還想再回到

那個五欲的古巢裡去呢？我現在不畏做毒

蛇的餌食，不怕寒風吹僵我的身體，我唯

怕被五欲所囚。

流轉的相，實在憂勞了我的心，我想到

五欲的賊能劫奪人的功德法財，我的心就

不覺戰慄起來。五欲好像幻化的人一樣，

只能暫時的迷惑人的眼睛，其實它是欺詐

虛偽不實的東西，它是求真理的一個最大

的障礙。」

   頻婆娑羅王俗利勸誘

悉達多太子接著說：「天上的快樂尚且

是招苦的因，何況人間這更短暫的五欲的

歡樂呢？恣情縱欲，能增加人的憂執的念

頭，最終他也不會有滿足的時候，好比正

在風勢很盛中燃燒著熾烈的火，再多的薪

投下去，也會感到不足。在世間上所有的

過失之中，是再也沒有超過貪欲的，可是

沉溺在其中的人並不覺可畏；因此，有智

慧的人，才知道畏懼五欲。誰能夠畏懼五

欲，誰就不會招到痛苦。

做王者已經領有四海，但他還有另外的

希求，要更多的財寶，更多的美女，更想

長生不老。貪欲像大海似的，終難有滿足

的時候。 貪欲是不會滿足，把他的國家滅

了，把他的身體亡了，他還是不要命的執

著放逸的生活，古今不知有多少國王都是

如此。

國王所領有的土地，也不是常住堅固的

東西。從喧囂的王宮走向山林，披草衣，

食花果，飲清流，默默無語，沒有名聞利

養的苦行者，最後又回到貪欲染著的生活

裡去，他長年修積的功德，畢竟還是歸於

泡沫，王位、愛樂、財色，無一不是修學

正道的仇敵與冤家。人若貪求名位、愛樂

、財色，終不免要招致苦果。智者知道這

是苦中之苦，所以必定會滅除貪欲的心！

 （待續）

不少父母常會遇到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

，就是孩子不懂得節約，大手大腳亂花錢

，或是不愛惜日常生活用品，浪費成性。

而這些不良習慣，其實都是家長平時沒有

加以教導的結果。

從小建立正確的消費觀念，對孩子日後

踏入社會的影響十分深遠。讓孩子從小養

成良好的消費習慣、掌握基本的理財知識

，是現代父母教養子女的重要課題。那麼

，如何才能正確引導孩子學會理財呢？

   一、讓孩子明白金錢來之不易

首先，要讓孩子正確認識金錢的作用，

同時理解金錢的來源。例如一般家庭的收

入，多是家長勞動所得的工資，或是金融

資產的增值，如存款利息，或是購買國債

、基金、股票等的收入，也可能是繼承先

輩的遺產等。

讓孩子從小懂得金錢來之不易，珍惜父

母的付出，體諒父母的辛苦，懂得「誰知

盤中飧，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因此不可

以亂花錢，也不能隨便向父母要錢，養成

勤儉、節約的生活習慣。

二、引導孩子建立正確的金錢觀

我們的傳統觀念是不許小孩接觸錢，然

而這種消極防範，卻會導致孩子從小缺乏

金錢觀，結果反而養成盲目消費的不良習

慣。孩子日後不可能不與金錢打交道，因

此不如早早讓他們參與家庭消費的各個環

節，通過實際的操作，讓孩子逐步學會精

打細算。

比如，當孩子想買東西時，不要輕易地

滿足他，而是要讓他知道，這東西要花多

少錢，與別的東西相比是便宜還是貴，怎

麼買會更划算。經常這樣做，金錢的價值

就會在孩子心中變得具體。還可以定期跟

孩子「算帳」，幫他們分析，哪些錢其實

不該花，又有哪些錢花得很划算。

三、讓孩子從小開始儲蓄，
        培養理財意識

現在的孩子，逢年過節都會收到不少壓

歲錢，平常家長也會給一些零用錢。為了

培養孩子的理財意識，可以鼓勵他們將錢

存在撲滿裡，或是幫孩子開個帳戶，將錢

存到銀行裡，讓他有消費的自主權，學著

自己管理金錢，從而養成把錢花在刀口上

的良好習慣。

另外，可以定期向孩子說明家庭的收支

，讓他們了解家裡的經濟狀況，同時知道

如何管理金錢。例如，家長可以教孩子一

些投資理財的知識，如定存、保險的常識

，以及什麼是股票、基金等。

    四、引導孩子適度消費

不少家長對孩子的花費從不計較，孩子

要多少就給多少，有時還會多給。然而，

不對孩子的花費進行管控，就會讓他們養

成「有錢亂花，沒錢借錢花」的不良習慣

。因此，家長對孩子的消費必須有所節制

，給予必要的引導，讓他們知道哪些東西

該買、哪些不該買，逐步培養他們適度消

費的習慣。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教導孩子多為他人

著想，也有助於形成良好的消費觀。現在

的孩子，很少有古代「孔融讓梨」的謙讓

精神，有什麼好吃好喝的，往往只顧著爭

搶獨吞，絲毫不為他人著想。家長應該要

糾正這種現象，讓孩子從小學會分享。

孩子是國家未來的生力軍，必須讓他們

從小養成良好的消費習慣，懂得投資理財

，並養成勤儉節約的習慣，崇尚勞動、熱

愛生活，將來才能成為金錢的主人。

母親要我將青菜分送給姐姐們，我半開

玩笑地喊著：「女兒賊！」其實我知道，

青菜不是貴重東西，卻代表母親對姐姐們

的一分情感。

我有四位姐姐，她們會在假日帶著兒孫

回家探望母親。要離開時，母親總會到菜

園摘一點自己種的蔬果給她們，這是老人

家對晚輩表露關愛的方式。

幾年前，三姐的公婆往生後，她便與姐

夫帶著孩子回娘家過年，有兒孫陪伴，是

母親最快樂的事。

三姐說，她現在也開始扮演娘家母親的

每天早上和我們一起在公園練氣功的李

爺爺，雖然已九十高齡，但身體靈活，柔

軟度極佳，做起高難度的動作同樣輕鬆自

如。他說：「除了運動，還要吃得健康，

開心過日子最重要！」他還告訴我們，衣

來伸手、飯來張口的舒適生活會讓人退化

得更快，要減緩老化，就要讓生活忙碌而

充實。

運動完，大夥圍坐在涼亭喝水，閒話桑

麻一番。李爺爺是三十八年隨政府來台的

流亡學生，大家喜歡聽他當年逃難的故事

，雖然年代久遠，但記憶仍十分清晰，侃

侃而談話當年。人到老還忘不了的故事，

都是刻骨銘心的記憶。

李爺爺生長在動亂不安的大時代，一生

顛沛流離，但樂觀豁達的他，不在乎物質

只求精神富饒，並全心全意教育孩子，他

說：「我的孩子有父母疼愛與照顧，這比

什麼都幸福。」如今子女離巢，老夫妻的

日子過得恬靜安然。

在過去的艱苦歲月中，李爺爺有幸得到

許多貴人相助，他是一個飲水思源並充滿

愛心的人，自己曾因戰爭失學，於是特別

慷慨解囊設立獎學金，鼓勵清寒學生讀書

求學，在社區傳為佳話。

此外，李爺爺的書法造詣深厚，除了平

日在社區免費教授書法之外，過年時還會

寫春聯分送社區鄰里，廣結善緣，分享春

節的喜氣。街坊走一趟，整條街的春聯都

是他的傑作。

行善不落人後，李爺爺夫妻還會固定到

孤兒院當院童的一日爺爺奶奶，不只攜帶

水果、贈送圖書、募集衣物與學用品等，

也會陪孩子聊天，真正發揮了「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的精神，無私的愛讓人敬佩。

來台七十年了，當年的青澀少年，如今

已是白髮老翁；當時舉目無親，一無所有

，如今開枝散葉，子孫滿堂。李爺爺說，

這一輩子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他覺得很

幸福，對生命更是滿懷感恩。

角色，每當女兒回娘家，同樣是從她手上

接收大包小包的食物。她還說，自己已是

六十幾歲的人了，還有老母親種的菜可拿

，世上有多少人能有這種幸福？這都是老

天的庇祐。

就像三姐說的，「女兒賊」的形容實在

太貼切了，且偷的何止是食物而已，偷的

是父母珍貴的愛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