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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與境
◆ 撰文／林碧玉

發行人的話

春末乍暖還寒，氣候仍讓人捉摸不

定，屏東高樹鄉的新豐村，卻是春光明

媚，芋田裡芋葉飄飄迎風飛舞。靜靜的

佇立在新豐國小門口，凝視眼前典雅大

愛村莊，回顧莫拉克輕颱狂雨，美濃溪

水滔滔狂瀉，堤防毀民房隨著滾滾洪水

折腰流逝，災民哀哀慈濟人奔忙，忽然

預告大災難的警報聲徹雲霄，令人驚心

動魄的預報堰塞湖將潰堤，一時全鄉民

眾驚慌，立時，攜家帶眷奪門開車，但

見鄉道滿滿逃命車潮。住在高樹的秀俐

師姊賢伉儷一方面驚懼萬分，另一方面

得知，安養院老人也需要避難，明知人

單力薄，依然懷著既害怕兼雜救人的勇

猛精進心，開車前往安養院，迅速背起

行動不便老人扛上車廂，欲將老者載往

安全安置之地，驚惶中雙腿顫抖著，奮

力背負起無法動彈且體重不輕老者，生

理、心理之擔負豈能臆測？從風災開始

直至災後陪伴膚慰一路走來，望著他們

的菩薩身影，既敬佩又感動。

此刻站在新豐大愛村莊前，望著洋

溢燦爛笑容有福報的災民們，即將入住

新家園，剎那間，上人的慈悲容顏以及

全球慈濟人在酷寒、烈日中，頻頻彎腰

勸募慰災民的影像，如電光迅速浮現眼

前！

高樹新豐大愛村是為莫拉克颱風災

民，興建永久住宅第二村莊，地小戶數

也不多，卻為了保護土地上的桃花心木

生命，一改再改竟超過二十個設計方

案，為貫徹保山護林愛地球，幸好有

如此多建築群，願意追隨上人理念，

一次次修正不怨煩，如今芋葉飄香芋

滿田，加上搖曳桃花心木樹葉綠盎然，

下午兩點陽光直射，沒架設帳篷，在樹

蔭下舉辦啟用儀式，是龍天護法特別的

眷顧吧？豔陽下竟飄來祥雲遮蓋，微風

徐徐，在眾人祝福聲中，繫著鎮庄石的

紅色彩帶，一手手祝福傳遞，傳啊傳到

家家戶戶門口，在充滿驚奇與溫馨中，

安置了荖濃溪畔與溪水搏鬥後倖存的災

民，可預見未來代代安居農耕樂無比！

高雄杉林大愛園區生態溝渠中波斯菊

花盛開了，「生態、有機、新生機」的

設計目標正步步踏實展現。與大愛園區

興建同步進行的傳統技藝訓練班，所製

作的木雕、石雕、串珠等等手工藝的成

品，第一次透過市集方式展現。在熱鬧

滾滾的市集中穿梭，創作者各顯神通，

雕成海洋的漂流木，不同族群魚類悠遊

海洋中，代表不同族群生物可共存共榮

於海中，象徵著大愛園區內，居住來自

各鄉、各村之族群，同樣的共存共榮共

創世紀典範村莊的使命與決心。聽著創

作者的介紹，看著原民新一代的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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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來到大愛園區時間雖短，卻能有創

見的規劃、設計、推出市集行銷產品，

尤其是「大愛橋」網頁，從集結管委會

成員，集思廣益打造未來，徵詢命名、

構思網頁內容，可看見他們的思維細

膩，對於未來憧憬無限，勾勒願景築夢

邁步向前，尤其是成立「為愛付出志工

服務團」，預計為獨居老人送餐服務，

推廣有機農業，定期巡守家園等等，可

看見杉林大愛園區的未來希望，近日車

縫班亦成立了，生活生計來源步向穩

定，三好（口說好話、心想好意、身行

好事）、五不（不抽菸、不嚼檳榔、不

喝酒、不吸毒、不賭博），亦是努力以

赴學習的目標。

近日巧遇一位原民代表，正向記者

說明他們為何選擇住進大愛園區。他說

起以前在山上的生活，村民們一手叼著

菸、喝著酒，另一隻手抱著襁褓中的子

女，莫怪小孩子約十歲左右，就會叼著

香菸吞雲吐霧，就會大口大口喝酒，他

認為環境可以創造未來，因此不敢寄望

他們這一代改變多少習氣，而是可看到

未來下一代，在大愛園區薰習，培育出

不同傑出青年，深信是原民未來之福。

他的話宛如猶在耳邊，就已經看到傑出

青年表現；欣喜懷抱希望之餘，不由雙

手合十為他們虔誠祝禱，世紀典範的杉

林似乎已在萌芽！

那一天追隨證嚴上人到了嘉義大林

慈院，聽聞醫療同仁赤忱分享，非常感

佩簡院長的倡議，引領醫護同仁，在

「竟、境、靜、敬、競、鏡」六字中，

同音不同意境的體會，同仁們在忙碌為

病患付出的同時，若無回頭檢視心境、

心情的反思時刻，陷入僅僅為看「病」

有時無法解惑的困擾中，久而久之會忘

卻當年投入醫療搶救生命的初發心，彈

性疲乏之餘，熱情盡失苦惱至極，若能

在六字鏡中體會其一，終能理解「一切

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

作如是觀」的空與有，窺見一切顯現無

非「鏡」，方能照見自己的本性。

誠如一位醫師回顧，四年前當一位

師姊因胃痛冒冷汗走入門診診間，診斷

為胰臟炎，住院後經一再確診沒有惡

性細胞，出院再住院來去數次，每一

天滿臉堆滿笑容，不斷安慰醫師不用

擔心，四年後再次來到診間，雖是難

掩疼痛還是堆滿笑容安慰醫師，這一次

終於找到「水泡樣囊腫瘤」的病灶；一

路走來病患對他的信任無以倫比，而他

也用心記錄四年病程進展，以病為師、

以苦為師，令他最感動的是，病患對他

的信任，在「敬」字中，最後還是不離

「鏡」字的反射之「境」。

「境」與「鏡」無論為災民或病患，

甚至生活中，似乎值

得品嘗其禪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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