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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力氣哭 8 5萬葉門童餓死

地    區 氣溫℃  天氣 

台  北 24～30 晴時多雲

桃  園 24～30 多雲時晴

新  竹 24～30 晴時多雲

台  中 24～32 晴時多雲

南  投 23～32 晴時多雲

嘉  義 24～33 晴時多雲

台  南 26～32 晴時多雲

高  雄 27～32 晴時多雲

花  蓮 24～31 晴時多雲

台  東 24～31 多雲時晴

今日天氣

世界天氣
地區 氣溫○C 地區 氣溫○C

東京 24~29 香港 29~31
曼谷 26~33 福州 25~37
雪梨 13~23 昆明 18~22
洛杉磯 21~25 武漢 23~35
紐約 18~24 上海 24~30
里約 16~22 南京 22~31
日內瓦 6~16 西安 22~27
倫敦 8~16 青島 21~25
羅馬 17~25 北京 21~31
約堡 16~25 瀋陽 17~23

貨幣匯價
幣  別      買  入      賣  出

美  元 30.910 31.580

歐  元 30.41 31.75

港  幣 3.833 4.037

日  圓 0.2093 0.2221

人民幣 4.361 4.523

� 註：新台幣昨收31.293元 貶值1.63角
台灣銀行提供

股      市 收盤指數  漲▲ 跌 ▲

台灣集中市場 14561.76

▲

108.28

台灣店頭市場 191.48 ▲ 2.41

東  京   日  經 27567.65

▲

308.26

香  港   恆  生 18761.69

▲

168.69

亞洲股市

詳
見
B1
版

 

星
雲
大
師

 

《
華
嚴
經
普
賢
十
大
願
》

連3年避颱 台灣有善力量籠罩
氣象專家認為  颱風不來有其大氣條件  從佛教角度看  心地善良則風調雨順

各國同步升息壓通膨 加速全球經濟衰退
【本報綜合外電報導】世界銀行（World Bank

）15日警告，當各國央行聚焦於調升利息壓制通
膨飆升之時，全球經濟衰退的威脅正在升高，並
呼籲各國政府應協助增加供應，以緩解物價上漲
背後的制約因素。

世銀的研究估計，明年全球國內生產毛額（
GDP）成長將放緩至0.5％，人均GDP下降0.4％，
如此將符合全球經濟衰退的技術定義。

各國在擺脫疫情之際，市場需求旺盛、供應吃
緊，以致全球通貨膨脹以數十年來最快的速度飆
升。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加上中國大陸為對抗
新冠病毒進行封鎖，讓今年情況雪上加霜。世界
主要央行已作出強而有力回應，藉提高借貸成本

以降低需求，並遏制炙熱的通膨。
但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在一篇新報告中警告，這

些行動可能不足以控制高物價，以致還要進一步
升息，最終反過來將抑制經濟成長。

這份報告指出，許多國家將無法避免經濟衰退
，而全球經濟放緩和緊縮貨幣政策「可能會導致
巨大的金融壓力，並在2023年引發全球衰退」。

世界銀行總裁馬爾帕斯（David Malpass）聲明
指出，全球經濟成長正在急劇走緩，而隨著更多
國家陷入衰退，全球經濟可能會進一步放緩。

馬爾帕斯說：「我深感擔憂的是，這些趨勢持
續下去，對新興市場和開發中經濟體的民眾而言
，會造成毀滅性的長期後果。」他敦促決策者「

將重點由減少消費，改成提高生產」。
世界銀行6月初預測今年全球經濟成長放緩至

2.9%，比1月的預測大幅下修1.2個百分點。
國際貨幣基金（IMF）發言人萊斯（Gerry Rice

）15日表示，下行風險繼續主導全球經濟前景，
第三季經濟動能進一步減弱，預估一些國家明年
將陷入衰退，但現在要判斷是否會出現廣泛的全
球衰退，還為時過早。

萊斯也說，即使一些國家在技術上沒有陷入衰
退，但對世界各地的許多人來說，也會感覺像是
一場衰退。他指出，光是非洲，過去兩年饑餓情
況猛增3分之1，影響1.23億人，「不管你怎麼描
述，對這些人來說，這是一個可怕的情境」。

【記者江俊亮綜合報導】台灣已連續3年沒有
颱風登陸，日本氣象廳日前發布近年颱風主要路
徑圖，台灣都被直接略過，對此，氣象專家認為
，颱風不來，有其大氣條件；而從佛教角度來看
，善行累積出來的力量更是重要，佛光山開山星
雲大師在《如何消災免難》文中便說，「心地善
良，則風調雨順」。

軒嵐諾V字形遠離 令人稱奇

「為何台灣總是能避過颱風？」這個話題最近
引起網友熱烈討論，尤其中秋節前「軒嵐諾」颱
風來勢洶洶，卻突然在東部外海大轉彎，路徑以
「打勾」的大角度往北前進，直接避開台灣，並
降雨解除台灣北部旱象，令人稱奇。

最近，有網友轉貼日本放送協會（NHK）引用
日本氣象廳發表的近年各月颱風主要路徑圖，統
計西北太平洋地區每年平均會出現26個颱風，其
中7、8、9、10月會先通過台灣北方海面、再轉東
北；6、11、12月則通過台灣南方海面，完全避開
台灣。

對於颱風「自動」略過台灣，氣象學者推測，
可能是台灣上空有明顯的高壓距平籠罩，造成颱
風行進時受阻，因此一到台灣東方海域，就會轉

向遠離。
根據中央氣象局統計，自1958年有完整氣象紀

錄以來，西北太平洋颱風生成個數最多的一年為
1964年，當年共有37個颱風生成，其中14個發布
颱風警報，但都沒有登陸；而2010年只有14個颱
風生成，是颱風生成最少的一年。

颱風的生成與路徑，自有其大氣條件；若從佛
法的角度來看，凡事都有因果，世界會有天災，
是因地水火風四大不調所召感來的共業，所謂「
貪欲感召水災，瞋恚感召火災，愚痴感召風災，
貢高我慢感召地震」。

星雲大師在《如何消災免難》一文也說，人間
要找一個沒有災難的淨土很不容易，如何消災免

難？就是我們心地要善，心地善良，則風調雨順
；心地不善，自然災害、人為災害就會現前。

如何消災免難？就是要我們心地善良、累積功
德、謙虛認錯、廣結善緣、實行三好。若能心存
善念、生活儉樸，茹素護生，自然能擋住風災、
水災等自然災禍。

護生茹素 台灣汲取災難教訓

台灣過去蒙受颱風、地震之苦，人民逐漸從經
驗中汲取教訓，畏懼濫墾、濫伐的惡因，推動護
生、茹素等善行，形成一股善的力量，因而感得
「風雨順時，穀稼成熟」的善業，也會讓颱風避
開台灣。

星雲大師說，在佛教裡，菩薩畏因，眾生畏果
，人們要像菩薩一樣畏因，戒慎虔誠，不造作惡
事，而且還要做善事，「畏懼因果」也可消災免
難。

颱風「梅花」從台灣擦身而過後，先在浙江、
上海、山東各登陸中國大陸1次，昨天中午在遼
寧省大連市第4次登陸，成為1949年以來登陸大陸
最北的秋颱，登陸後逐漸變性為溫帶氣旋。梅花
也是本世紀以來第一個登陸大陸東北地區的颱風
，創下多項紀錄。

全國古蹟日
立法院開放參觀

今天是9月第三個周六「全國古蹟日」，立

法院今台北、台中同步開放參觀。

上午9時至下午5時，民眾由台北中山南路大

門進出，可參觀台北市定古蹟：行政大樓一樓

，以及台北市歷史建築：議場（上圖）二樓旁

聽席。

位於台中霧峰的立法院民主時刻館，上午8

時至下午4時開放參觀，首度開放省議會議事

堂的議長席，供遊客拍照；議長席旁的省議會

記名表決器（左圖）睽違24年，上月才修復亮

燈，也是一大看點。

� 圖／台北市文化局提供、中央社

台灣已連續3年無颱風登陸，善

行累積的力量很重要。圖／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