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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處活動：

共修、讀書會、手語、志工訪視、志工培訓、兒童精進班、兒童夏令營等

靜思文化流通處：

圖書、書籍、影音(CD, DVD)、環保用品、禮品、食品等

佛教慈濟基金會 美國中西區 聖路易聯絡處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U.S.A.

Midwest Region, St. Louis Service Center

Website: www.tzuchi.org　　

人間菩薩大招生
您是否願意將您的愛心化為行動，和慈濟人一齊來推動人間美善？

長情大愛中有您，這個世界將更加美好！
人間黑暗角落有著無數苦難與不幸的人，他需要我們付出大愛與關懷。

慈濟四大志業、八大腳印，推動著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巨輪，
他需要您我護持和參與。

歡迎您加入慈濟大愛的行列成為會員或志工

8515 Olive Blvd., St. Louis, MO 63132
電話：314-994-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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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淨心書坊 7825 Olive Blvd., U. City, MO 63130
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 –淨心書坊

7825 Olive Blvd., 聖路易中國城            (91公車與 66公車站前)
網址: www.puremindcenter.org   Tel: (314) 277-5640 email: info.puremindcenter@gmail.com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人生』要在平淡中求進步 

    又在艱苦中見其光輝!      
 

『人生』要在沉默中求智慧 

    又在活耀中見其悲願!    
                 
                 ~聖嚴法師~ 

 

                 

法鼓八式動禪心法

身在哪裡、心在哪裡、清楚放鬆、全身放鬆

實體共修地點:淨心書坊
• 周日英文禪坐讀書會

每周日 9:30am - 11:30am

網路會議共修地點:您的所在處
• 周六中文讀書會

     每月第二、四周星期六 8pm - 9:30pm

• 周六中文禪坐共修

每月第二、四周星期六 7pm – 7:50pm

• 週五英文禪坐&讀書會
每月第一、三周星期五 7:00pm-8:30pm

~歡迎您加入我們的活動。~ 

詳細課程、報名請至我們的網頁查詢。 

佛 光 菜 根 譚

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 e Merit Times
St. Louis

聖路易佛光山 
Fo Gung Shan St. Louis Buddhist Center

3109 Smiley Road, Bridgeton, MO 63044, USA
Tel : 314 2098882  

E-mail : fgsstl@gmail.com  www.fgsstlbc.org

真理產生在寂寞中，耐得住
寂寞，才有真理的產生；智
慧產生在忙碌裡，捱得過忙
碌，才有智慧的產生。

佛光山供僧齋宴 緬懷浩瀚師恩

如是觀史 晨齋語錄

生活快門

貓在宋朝 彼此一體

笑口應常開

文／余遠炫 文／心保和尚   圖／資料照片

文與圖／小魚媽媽

貧僧有話要說 三十三說

我的歡喜樂觀從哪裡來？
文／星雲大師

例如，幾十年前，曾在台
北金枝姑的家裡喝到一杯冰
牛奶，有如甘露瓊漿，至今
給我難忘。70年前，在鎮江
「一枝春」的小麵店，現華
法師請我吃的一碗麵，如今
口頰芬芳，難以忘懷。好比
過去鎮江市委書記許津榮的
一碗鍋蓋麵，我都覺得是人
間美味。又如3、40年前，
彰化的小麵攤裡，那碗只要
一塊五毛錢的麵，讓我懷念
不已。假如有機會，還是要
回報他們。這些都是我一生
中飲食的最高享受了。

當你受到人家給你的歡喜
，你也要給人家歡喜。例如
，在嘉義我們有一塊2、30
坪的土地，剛好位於一戶人
家土地的入口，那位地主的
土地有千萬的價值，卻被我
們這塊畸零地給攔住，讓它
不能跟大馬路貫通。當時他
就表示要用80萬一坪，比市
價更高的價格跟我們購買，
我告訴弟子覺禹，不可，公
定價格就好，不要這樣奇貨

可居。如果以高價讓給他們
，這就等於敲人竹槓，你多
收了錢，讓他人一世罵名，
不值得啊！公平就好，彼此
就能皆大歡喜了。

君子有成人之美，像這一
類的事情，我成人之美的歡
喜，也是無限的。韓信受漂
母一飯之恩成為美談，我們
今天倘若能多多給人助緣，
讓天下的韓信，也能再遇到
萬千的漂母，那不就是世間
很美好的事情了嗎？

你問我歡喜從哪裡來？就
是從彼此相互之間，在信仰
的法海裡面暢遊，一切都把
它當作是我的，一切都把它
當成不是我的，無我無人，
有我有人，這中間有著很微
妙的道理。例如：在太陽底
下工作很炎熱，但是回到房
子裡，午餐是簡單的茶泡飯
，也是美味無比，我怎麼能
不感到歡喜呢？

過去，老友煮雲法師經常
來找我，到了晚上要睡覺，
貧僧只得把我的房間床鋪讓
給他休息，我則睡到陽台上
去。 （待續）

【記者王淑芬高雄報導】佛
光山開山祖師星雲大師誕辰紀
念日暨供僧齋宴，9月6日在佛
光山雲居樓齋堂舉行，佛光山
僧眾、佛光人逾4000人與會，
感念大師弘法利生。佛光山住
持心保和尚開示，勉透過大師
因緣一起修持布施、修供養，
擴大佛法正能量，成為修行上
的一道光明 。

星雲大師生於1927年農曆7
月22日，今年2月5日圓寂，不
過佛光山僧眾依例於大師誕辰
舉辦供僧齋宴，緬懷浩瀚師恩

，奉行人間佛教、弘法利生。
來自海內外的僧眾於中午時

陸續進入雲居樓，心保和尚帶
領佛光山傳燈會會長慈容法師
、佛光山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
、佛光山文化院院長依空法師
等人進入齋堂。與會者還有佛
光山信徒總代表吳伯雄、佛光
山教團系統大學總校長楊朝祥
、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
人高希均、國際佛光會中華總
會總會長趙怡、高市府財政局
長陳勇勝，及功德主等逾4000
人共享齋宴。

文化院也特別安排「文化獻
禮」，由佛光山普門中學與大
慈育幼院的同學，依序推進4
輛座轎式的書車，介紹《星雲
大師全集》、緬懷大師著作、
大師及弟子外文譯作、佛教藝
文等，都是大師一生的法身舍
利、智慧結晶。

吳伯雄致詞表示，即使大師
圓寂7個多月，他的精神和智
慧與大家同在，大眾遵循大師
的教誨，在心保和尚的帶領下
，佛光人熱情不減，佛光山的
志業永續發展。他肯定佛光山

是最好的磁場，有很大的能量
，鼓勵大家繼續努力加油。

高希均推崇佛光山的廣大恢
宏、令人景仰、歡喜自在，星
雲大師更是台灣之光、華人之
光、人類之光。他也分享大師
曾送他「和平幸福」墨寶，正
是大師懸念的「兩岸要和平、
兩岸要交流」。

陳勇勝代表高雄市長陳其邁
出席，他肯定佛光山充滿愛與
法喜，並傳達陳其邁「佛光山
在哪裡、高雄市政府的服務就
在哪裡」。

因緣殊勝
僧眾護法皆大歡喜
星雲大師於影片開示，7月

是「佛歡喜日」、「僧自恣日
」、「盂蘭盆節」。佛教賜予
慈悲、供佛齋僧，僧團教化、
慰勞大家。齋僧、三寶叫做「
福田」；大眾信仰佛教，將佛
教當做是每個人種植的福田，
播種豐收讓信眾富有，這是供
佛齋僧的意義。供僧不能只是
一時，應是長久的尊重及信仰
。供僧者有功德、參與吃飯的
人也有功德，施、受者等無差

別；吃一頓素齋，諸佛菩薩、
護法龍天也和大眾同在，心誠
意到。所以這一天，三寶、護
法龍天及大眾皆大歡喜，祈求
所有三寶保佑大家平安吉祥。

心保和尚指出，佛陀時代的
波斯匿王護法護教齋僧供佛，
很有福報，但是佛陀告訴他在
無限期的輪迴後，福報終有用
盡之時，於是要波斯匿王用於
修行；「供養」是一種修行，
持戒、忍辱、慈悲乃至於包容
等都是修行，供養佛、供養法
、供養僧乃至於一切眾生等。

⬆心保和尚（左前）率眾出席供僧齋宴，並勉勵大眾
精進修持。  圖／人間社記者趙啟超

⬅佛光山開山祖師星雲大師誕辰紀念日暨供僧齋宴，9
月6日在佛光山雲居樓齋堂舉行，僧眾、佛光人逾4000
人與會，感念大師弘法利生。 圖／人間社記者莊美昭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雖然是挖苦人的一句話，卻說
明了雞犬在古代社會的普遍與
重要性。

但如果把時間推移到宋朝，
很可能就成了「貓犬升天」，
因為宋朝人把貓給寵上了天。
據說，自唐朝玄奘大師從天竺
（印度）引進貓咪，用以捕捉
老鼠保護經書後，狸奴（貓咪
別稱）就受到了人們的寵愛。

到了宋朝，愈來愈多人養貓
，眼尖的生意人嗅到商機，於
是就發展出了一條龍的服務，
從餵養貓、為貓除蟲、為貓修
剪毛髮、買魚乾當零食，甚至
還有臨時的貓旅館、洗澡美容
等，簡直就跟現代人寵貓沒啥
兩樣。

宋朝詩人黃庭堅，曾為了向
朋友討要一隻小貓，特別買了
一條魚要送給母貓當營養品，
並寫成詩句紀念。

宋朝人把貓帶回家後，還要
經過一番「儀式化」過程，認
證狸奴成為家庭的成員。首先
要將貓帶到灶神前，將貓爪子
印在香灰上，然後帶去祭祀土

地神，保佑貓不要走丟，最後
用艾草條順順貓咪的毛，再請
牠吃頓好的，貓咪就正式成為
家庭的一分子，負責捕捉老鼠
，避免損耗糧食、咬壞家具。

宋朝大文豪蘇東坡曾說：「
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
不捕之貓。」看來他應該不是
合格的鏟屎官，誰說貓一定要
捉老鼠？

宋朝人很愛養一種「獅貓」
，這種貓的毛很長，個頭嬌小
，黃白相間，會撒嬌、會賴皮
，就是不會抓老鼠。雖說「不
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的就是
好貓」，但不會抓老鼠、完完
全全就是寵物的獅貓，還紅到
了北方的金國去。

金國宮廷聽說獅貓模樣可愛
，於是向宋朝指名索取，想盡
辦法要弄到手。

本來養貓的目的是要減少鼠
害，但在愛貓成狂的宋朝，卻
是寵到貓咪逐漸喪失抓老鼠的
本能。

南宋詩人胡仲弓有一首〈睡
貓〉詩：「瓶呂斗粟鼠竊盡，
床上狸奴睡不知。無奈家人猶
愛護，買魚和飯養如兒。」老
鼠鬧翻天了，貓兒卻睡到打呼
，好像與牠一點關聯都沒有。
究竟是該責怪貓咪不盡責，還
是要怪主人太過寵溺啊？

以古鑑今，現代人寵溺貓咪
，其實也不算啥新鮮事。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生命過程
，也就是生命的軌跡。

個人與大眾團體是密不可分
，大眾成就我，我成就大眾，
彼此一體。

眾中有我、我在眾中，才能
和諧，產生團隊力量，一起共
同寫歷史。

停等紅燈時，瞥見頭戴斗笠
的花盆娃娃正對著我笑，前面
還有一隻可愛小豬，歪頭打量
，似乎是不解我因何愁眉深鎖
。人生苦短，更應笑口常開。

想起同樣眉開眼笑的彌勒佛
曾有偈云：「大肚能容，了卻
人間多少事；滿腔歡喜，笑開
天下古今愁。」為人處事若能
學習彌勒佛心懷慈悲，放下執
著與計較，才不會背負太多的

煩惱罣礙；滿心歡喜，退一步
才能海闊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