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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佛光山弘法事業的推廣，端賴信

眾護持方能竟其功。本道場感謝護

法委員多年來的護持，為讓委員瞭

解佛光山台北道場人間佛教事業的

現況，特發行「佛光山台北道場周

訊」，內容有台北道場及弘法事業

單位一周的動向，以饗大眾。

信仰的層次

大師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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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從出生到長大，從幼稚到

成熟，在人生的成長過程中，每個

階段都有他崇拜、信任的對象。例

如，小的時候相信父母，凡父母所

說，絕對深信不疑；長大求學，轉

而相信老師，只要「老師說」，就

是對的。

之後，隨著各人知識水準高低、

接觸社會層面寬窄、價值取向不

同，於是有人相信金錢萬能，有人

覺得愛情至上，有人高舉情義第

一，有人疾呼自由無價，有人投身

信仰生活等。

信仰是發乎自然，出乎本性的自

然力，信仰也不一定是信仰宗教。

例如有的人信仰某一種思想或某一

種學說；有的人信仰某一種主義；

甚至有的人崇拜某一個人，也可以

成為信仰的對象。

話雖如此，然而只要人有生死問

題，就一定要信仰宗教。人是宗教

的動物，宗教如光明，人不能缺少

光明；宗教如水，人不能離開水而

生活。人類從上古時代民智未開，

就對大自然產生信仰，接著從信仰

神權、君權，到現在的民權、人

權，甚至即將到來的生權等，可以

說，人類自有文明開始，除了追求

物資生活的滿足以外，精神生活的

提昇、信仰生活的追求，更是無日

或缺。

關於信仰宗教，必須慎重選擇，

否則一旦信錯了邪教外道，正如一

個人錯喝了毒藥，等到藥效發作，

則生命危矣！所以「邪信」不如

「不信」。「不信」則不如「迷

信」，因為雖是迷信，只是因為不

了解，但至少他有善惡因果觀念，

懂得去惡向善；不信的人，則如一

個人不用大腦思考，不肯張開眼睛

看世界，那麼他永遠也沒有機會認

識這個世界。

當然，信仰最終是以「正信」

最好！尤其佛教的中道緣起、因果

業報、生死涅槃等教義，可以幫助

我們解答人生的迷惑，所以值得信

仰。

信仰佛教，也有層次上的不同，

例如，有人「信人不信法」；有人

「信寺不信教」、有人「信情不信

道」、有人「信神不信佛」等。

甚至即以信仰佛教的教義而言，

本身也有層次的不同，例如凡夫的

般若是正見、二乘人的般若是緣

起、菩薩的般若是空；唯有佛，才

能真正證悟般若，所以般若是佛的

境界。

其實般若也是人人本具的真如

佛性，學佛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開

發真如佛性，所以信仰佛教，要從

求佛、信佛、拜佛，進而學佛、行

佛、作佛；唯有自己作佛，才是信

仰的最高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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燄口召請文釋義之四

《瑜伽燄口》召請文：第四類，

文人舉子之流。

「黌門才子，白屋書生，探花

足步文林，射策身遊棘苑。螢燈飛

散，三年徒用功夫；鐵硯磨穿，十

載漫施辛苦。嗚呼！七尺紅羅書姓

字，一抔黃土蓋文章。」

宋朝，是屬於文人的時代。十二

類的召請文，除了文字優美、意境

深遠，更可從中一窺宋代崇文抑武

的治國文化。

士，乃四民之首，肩負參政議

事、傳承文化等重責大任。蘇東坡

筆下的召請文，特別列出第三類的

文臣宰輔及第四類的文人舉子，是

召請文中唯一性質相仿的類別。

唐朝重視門第，能參政、議政者

皆為門閥貴族；五代時期，群雄割

據，武將耀武揚威；到了宋朝，文

人的地位才得到空前的提升。北宋

汪洙就寫過這樣的詩句：「天子重

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又說「滿朝朱紫

衣，盡是讀書人。」蘇東坡本身就

是宋朝的大文豪、大學士，也不免

在召請文中流露出對文人的關愛。

簧門才子：就是學校中的精英。

古時稱學校為「黌門」，又名黌

校、黌舍、黌宇。

黌門、泮宮在孔廟建築分屬左

右大門，子貢曾喻舉自身與孔子之

別：「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

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

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

官之富。」其中的「不得其門而

入」，就是黌門。

白屋書生：指的是出身貧寒讀

書人。白屋，是用乾茅草覆蓋的屋

子，就是茅屋。後來轉指貧窮人家

居住的屋子。

探花：科舉制度最初萌芽於南北

朝，創始於隋，確立於唐，而完備

於宋。明清時期，名稱定為狀元、

榜眼、探花，合稱三鼎甲，但也只

是民間的習慣用語，在金榜上，只

稱頭甲第一名、一甲第二名、一甲

第三名。狀元原名狀頭，指的是狀

子中的頭名，後因名稱不雅遂改稱

狀元。最初二、三名俱名榜眼，意

指分立狀元左右，如其兩眼。

「探花」一詞最早出現於唐朝。

每年春季是唐朝新科進士放榜之

期，此時正是京城長安杏花盛開的

季節，新科進士為了盡情慶賀自己

中第，要舉行一場遊園盛會，稱為

「杏園宴」。從中挑選進士中兩名

年少英俊者為探花使，負責到各園

採摘鮮花，迎接狀元，於是這兩個

人便被稱為探花郎。後來代指為進

士第三名。

文林：文人聚集的地方。

射策身遊棘苑：為了求取功名，

到國家舉辦科舉的試場應考。射

策，即應試。科舉時代考試，應試

考生針對皇帝之策問，提出治理

政事之方略，稱射策，或對策。皇

帝之難問擬議，皆書於策後，列置

於案上，使不彰顯；應試者隨意取

策，投策問而釋答之。成績優劣，

上者為甲，下者為乙。棘苑，指科

舉時代應試的考場；又稱棘圍、棘

闈。

螢燈飛散，三年徒用功夫：《晉

書》記載車胤幼時家貧，夜裡攻

讀，無錢購燈油，以囊袋裝螢火

蟲，藉螢光讀書的故事。《三字

經》中的「如囊螢」，講的也是這

一段典故。

鐵硯磨穿，十載慢施辛苦：古

人讀書，往往是十年寒窗無人問，

一舉成名天下知。這一句要比喻的

就是「勤學苦讀，終有所成」。

晉朝時有一個叫桑維翰，去應考

進士時，主考官員反感他的姓，

認為「桑」與「喪」同音不吉利，

不宜錄取。旁人知道勸他去改從其

他門路去當官。桑維翰為了表達要

透過科舉求取仕途的決心，請鐵匠

鑄造一隻鐵硯，並說：如果鐵硯磨

穿了還考不上進士，才尋其他途徑

當官。經過多年努力，終以進士及

第，官居要職。

七尺紅羅書姓字：謂人往生後，

出殯時，掛在靈柩前，表章死者身

份地位的旌幡。即銘旌，又稱明

旌。因亡者身份不可別，故書旌幡

別識之。古代喪禮中，靈柩前的長

旛，由具有名望的人署名，題寫死

者的姓名、官銜、封贈、諡號等。

規格分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

侯七尺，天子九尺。

一抔黃土蓋文章：一抔黃土，借

指為墳墓。

這一段的召請文，描寫唐宋時期

文風之鼎盛，尤其宋代文人更是極

盡尊榮，但在身後，也僅只是黃土

一抔，留下旌旗幢幡，帶走的只有

一生的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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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北市生命傳愛人文發展協

會、人間福報、周大觀文教基金

會、台大保險經紀人共同舉辦的

「熱愛生命公益講座─周轉愛的

人」，9月29日邀請周大觀文教基

金會執行長趙翠慧於佛光山台北道

場，與聽眾分享瀕臨死亡的歷程，

並響應雲水書車捐書活動，及新書

簽書義賣會，聽眾反應熱烈。

台大保險經紀人董事長陳亦純

表示，熱愛生命公益講座，捐出近

五百本書籍，響應雲水書車捐書活

動，同時舉辦新書簽名義賣會，希

望回饋社會。

人間福報社長符芝瑛表示，會

把將這份捐獻訂購人間福報，送給

醫院、監獄、及有需要的地方，讓

更多人共享。符社長指出，人間福

報傳遞的是真善美的訊息，當人生

面對困頓的時候，就如星雲大師所

說：「不要埋怨千年暗室，人間福

報是點亮心靈的一盞明燈。」能帶

給大家精神支援。

趙翠慧以一九九九年瀕臨死亡的

經驗，與聽眾分享生命的價值在於

讓愛周轉，能與人分享成功才是偉

大的人。心中要有堅定的信仰，要

懂得愛自己，感恩別人，從痛苦悲

傷中學習，藉以喚醒重病者，抓住

生命價值的一線希望。她呼籲幫助

臨終關懷，提醒助念者的態度很重

要。

捐書由符社長代表接受，並致贈

感謝狀給陳亦純。義賣《周轉愛的

人》、《秘密21》，及DVD「最後

一堂生命的課」、「了凡故事」，

所得捐人間福報、天使心文教基金

會。

台北道場

熱愛生命公益講座 周轉愛的人

供養，是佛教中，最基礎的修

行，也是最深廣的法門。四攝法

中，布施攝居先；六念之中，念施

為其一；菩薩行六度，也以布施波

羅蜜為首；普賢菩薩更以廣修供養

為其行願。可以說，修行供養是成

就布施波羅蜜的不二法門，如《莊

嚴經》中說：「一者必應供養，此

為成就檀度。」

《華嚴經》曾舉喻：智慧為母，

布施為乳母，戒為養母，忍辱為莊

嚴具，精進為養育者，禪定為浣

濯。乳是嬰孩成長的養分，是病者

療身的良補。在修行的過程，當以

般若為母、為導，而以布施為滋養

修行者福德資糧的法乳。

供養修行法有財、法二施，財

施養色身，法施養法身。如〈普

賢行願品〉中說「悉以上妙諸供養

具，而為供養。」以世間最上等、

最巧妙之物以為供養。〈布施度無

極章〉中說得更明白：「布施眾生

應當飢者使食之，渴者使飲之，寒

時給衣，熱時給涼，病時濟以藥，

行時車馬舟輿俱與之。」但是，一

切的布施皆不如以法施為最上，因

此〈普賢行願品〉中說：「諸供養

中，法供養最。」何為法供養？即

應「如說修行」，以身口意三業依

佛教敕、奉行佛法才是真正的「行

法供養，則得成就供養如來」。

但是什麼樣的供養能同時具足

財、法二施？由梁武帝夢感、寶誌

公題名的《梁皇寶懺》就是提供現

前佛子財法二施兼具的無上修行。

《梁皇寶懺》先以十種供養為行

因，後以十地功德為證果，皆是以

世間的上妙諸供養具，行法供養，

而得成就。

自卷首香供養所明：所謂心香一

瓣，以明歡喜地菩薩經多劫修行，

始登初地，見一切法心極歡喜。二

卷花奉獻，以花之淡雅芳香，喻離

垢地菩薩，戒行清淨，離諸熱惱。

三卷燈晃耀，顯發光地菩薩於深禪

定中，自性光明油然而生。四卷

曹溪水，喻燄慧地菩薩其智如燄，

善了境界，所治皆暢。其餘諸卷，

亦皆以世間財施喻出世間的清淨法

施。

大師曾開示：布施如播種。供

養、布施看起來是給人、是待人

好，其實自己的受益最多。如同種

子播到田地中，將來收成還是己

獲。藉梁皇法會中的十供養，播

以香、花、燈、塗、果、茶、食、

珠、寶、衣之菩提種，輔以懺文中

的皈依、懺悔、發願為灌溉，收得

十地之功果，怎能不說是最上、最

妙的修行呢？

敬獻奉養佛、法、僧三寶，謂之「供養」

上妙最修行--梁皇十供養



畢業於師範大學28歲的當代佛

教藝術創作家陳俐陵，9月23日假

佛光緣美術館台北館舉辦「當代佛

顏」彩墨個展開幕式。人間大學台

北分校敦煌舞團以禪思樂舞「蓮」

揭開序幕，台北館主任有法法師致

詞表示：感謝藝術家陳俐陵為佛教

藝術留下歷史，當代佛顏非常人性

化，與美術館創辦人星雲大師提倡

的人間佛教理念相同。

資深藝術家李奇茂教授盛讚藝

術家勇於抛開傳統與努力，畫出顯

示出深具歲月累積底蘊的功力。台

北市立社會教育館館長林信耀更期

許，在未來創作能見到更精采的作

品。另致力推廣佛教藝術的鹿野苑

藝文學會吳文成會長，則從印度犍

陀羅藝術談起，對藝術家以寫實又

現代的風格呈現深感佩服。台灣師

範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李振明教授提

及與佛光緣美術館的微妙緣份外，

亦談到透過現場作品，可以了解藝

術家專注於創作的努力，在莊嚴佛

畫創作中看到人間佛教的精神。

藝術家從自己走入佛畫領域說

起，佛畫可讓自己心靈放鬆與寧靜

的狀態。為有別於一般人對佛畫藝

術創作，先就現代人的官感入手，

其次因為美術訓練的基礎比較注重

人物的比例，隨後留意姿態動作的

語言呈現，輔以互動的思考角度，

隨著深入創作中，色彩的運用也跟

著由濃重轉換清淡甚帶些透光的感

覺，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可以接觸佛

教藝術。

開幕式在藝術家好友，台北市立

交響樂團男高音王守誠的美聲演唱

中美妙的愉悅聲中踏入尾聲。展期

即日起至11月4日，作品精采，請

勿錯過。10月14日下午2點，由藝

術家親自教導「佛顏創作DIY」，

歡迎報名參加，名額有限。聯絡電

話：(02)276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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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李奇茂教授致詞

佛光緣美術館 「當代佛顏」開幕式

藝術家陳俐陵致詞

人間衛視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集結佛學、漢學之要，將傳統文字經典與數位資訊

多媒體技術互相結合。9月29起《漢學佛學經典導讀》，首先由依昱法師講說「般若心

經」，直明「第一義諦」，講述般若學的精髓；接下來還有選讀漢學中面向最為多元

的《左傳》，其兼具經學、史學、文學之價值，能使閱讀過程逸趣橫生；節目中並探

討《佛學與科學》的關係與內涵，釐清你我心中可能的迷惘。歡迎於9月29起，每周

六、日，上午8點到9點，收看《漢學佛學經典導讀》。

12年國教正式啟動，處於過渡期的父母該如何與時俱進，與孩子共同面對多變的時代？

2012年佛光台北道場「生耕致富親子教育講座/論壇」，邀請多位專家，從家庭面、親子

溝通、教育制度及社會環境等多層面向，與您一起關心下一代的教養問題。

10月27日(六)　講座：教養孩子是父母的天責／主講：洪蘭教授

10月28日(日)　論壇：

議題一：養兒不教父之過／吳明清教授主持，梁旅珠執行長、吳順火校長與談

議題二：孩子教養無它，典範而已／吳明清教授主持，楊昌裕教務長、符慧中顧問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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