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佛教裏，要選派一個寺院的

住持，所重視的並非能力、才華；

當一個住持，最先決的要件，就是

要有供養心，有供養心的人才能當

選。

確實應該如此！一個寺院的領

導人，如果仗著權勢，自我養尊處

優，自我公物私用，把大眾置於腦

後，這如何得了？就如同一個國家

的領袖，他一定要注重民生問題，

民間的經濟照顧好，他才能安坐國

主的寶位；如果民生發生問題，老

百姓絕不會讓你一個人獨自享受。

所以歷朝亡國，與民生凋敝，不能

說不無關係。

說到寺院的四事供養，首先要

看全寺大眾：一、衣服能保暖否？

二、飲食能周全否？三、床具用品

能合用否？四、湯藥都能調和否？

飲食、衣服、臥具、湯藥，如果四

事不調，四眾就不能安心辦道。

供養心，如果發自於一個信徒，

所謂對三寶要有十供養：香、花、

燈、塗、果、茶、食、寶、珠、

衣；如果是發自一個弟子，應該要

以身、口、意三業來供養。供養

心，在修道上是一個重要的制度，

現在社會大眾也都在提倡供養，例

如：做義工的人，他把時間撥出來

供養大眾；有勞力的人，他把力氣

提供出來服務別人。有的人有錢

財，他把財物分散給大家，救助貧

苦；有的人用智慧、說話來給人諮

商，解決苦難；有的善於言詞，講

學說法來開啟大眾的愚矇。這些都

是需要有供養心才能做到的事。

所謂供養心，就是一種禮敬。

以社會人士來講，你送我一籃水

果，我送你一盒蜜糖；你送我一本

圖書，我送你一份報紙。所謂禮尚

往來，都是彼此供養之意。一個人

如果只是接受別人的供養，自我不

給人回饋、奉獻，久之必然惹人嫌

厭。

供養、結緣，這是增進聯誼，增

加彼此的情意。在諸供養當中，當

然以心供養最為第一。即使布施財

物給人，如果你沒有真心誠意，財

物也沒有價值；就算你把金銀財寶

捐獻給人，如果沒有歡喜布施，金

銀財寶也不是寶貴的東西。

俗云：「秀才人情紙一張」；小

小的供養，往往會有大大的幫助。

但是人之貪心，只想接受別人的給

予，養成了壞習慣，不如發起供養

的喜捨心：我把我的歡喜布施一份

給你共享，我把我的慈悲分一部份

跟你共有。我的房屋雖然不能送給

你，但歡迎你可以來住一段時間；

我的田園雖然不能送給你，但你可

以常常來觀賞、享有。出家的弟子

在捨俗披剃的時候，都會發下供養

的弘願：「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

名為報佛恩。」身心都能供養了，

其它還有什麼好計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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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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養心

大師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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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

周訊

2012國際佛光會會員代表大會

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代表大會，

10月10日至14日於佛光山召開，來

自歐、美、亞、非、大洋洲等五

大洲近百個國家、1百個協會近3千

位代表與會，5天議程有：會議討

論、主題演說、典範人物論壇、提

案討論、分組會務弘法報告等。

11日慶祝佛光會成立20周年。吳

伯雄榮譽總會長表示：大眾有幸追

隨大師一同弘揚佛法，學習佛陀的

慈悲、智慧，願藉此次大會讓大眾

於佛道上共同努力。晚間各協會會

務報告，以影片或活動照片，製作

成Powerpoint分享當地弘法特色，

藉由觀摩與交流，互相學習。

12日邀請《人間福報》發行人

心定和尚講演「幸福與快樂的源

頭」，以《金剛經》中「無我」、

「中道思想」、「空性」切入，並

以生活中諸多體驗，讓大眾了解

佛法。另南華大學副校長慧開法師

則講演「生命的永續經營觀」。慧

開法師以幽默風趣方式，從數學概

念、情境，以輪迴轉世，實例佐

證，建立正向的生死觀。

下午進行「人間佛教與我論壇－

信仰篇」，邀請北區協會會長趙翠

慧主持，與談人世界總會理事辜懷

箴、史都邦、朱唐妹、中華總會南

區協會副會長楊政達，分享如何從

信仰到實踐生活修行的秘訣，創造

幸福安樂的人生。而「弘法篇」由

人間佛教讀書會講師彭桂芳主持，

都監院院長慧傳法師、慈善院院長

依來法師、教育院院長永光法師與

談。法師們以佛光山四大宗旨，分

享海內外弘法事蹟。

另適逢國際佛光會成立20周年，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公益信託星

雲大師教育基金與天下文化合作，

13日由王力行主持，邀請大師、張

作錦顧問、嚴長壽董事長及洪蘭教

授，於佛陀紀念館大覺堂同台對

話，展開精彩座談。主講人以《前

進與思索》套書中的觀點與省思，

與超過2千位大眾分享智慧結晶。

大師認為向前不是盲目往前走，

要以聽聞、思考、實踐後才能向

前進，才有未來。張作錦顧問則

認為：媒體應行三好，希望記者

能報導「說好話、做好事、存好

心」內容，人心才有未來。洪蘭說

明：「標準答案很可怕」，隱藏漂

亮成績之下，孩子思考力、創造力

都被抹煞；並強調三好是培養孩子

成為「正直的人，好的人，有一顆

幫助別人的心。」孩子長大自然會

向前。而嚴長壽「因為一顆熱忱的

心，決定自己的命運。」他勉勵學

子、青年「永遠要把目標與使命感

放在至高點」，凡事要有熱忱、責

任感、使命感，才能面對世界的多

元變化。

歷經5天4夜的討論，慈容法師

宣讀：響應世界大會主題「幸福與

安樂」、聯合國世界多元宗教和諧

周、世界水資源日、護持佛陀紀念

館、推動「全人優質生命關懷」活

動、成立「佛光山雲水書坊行動圖

書館」、強化基層組織發展及運作

功能、提昇佛光青年信仰、落實佛

光人「生活書香化」理念等9項決

議案。 

14日閉幕典禮，香港、澳洲、西

班牙、葡萄牙等協會呈獻各國紀念

品；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安特拉協

會、拉達克協會、清奈協會、大吉

嶺協會、斯里蘭卡協會、尼泊爾協

會等，獻上當地特有布畫、佛像、

絲綢、紅茶、寶塔等物，象徵國際

佛光會如雨後春筍般快速成長，透

過共同信仰，陸續揭開歷史新頁。

大會於國際佛光會會歌中禮成，相

約明年世界會員代表大會再相見。

「前進與思索」典範人物論壇座談，由王力行主持，星雲大師、洪蘭、

嚴長壽、張作錦等與談人，10月13日於佛館大覺堂與逾2千人分享智慧之

語。左起張作錦顧問、洪蘭教授、星雲大師、嚴長壽教授、王力行發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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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皇法會報導

九九重陽，除顯現民眾對先人的

孝思外，台北道場亦於10月18日至

21日啟建「秋季梁皇寶懺」法會，

讓信眾藉此因緣，為祖禰先亡及自

身懺除罪愆。4天總計6千餘位信眾

在位法師引領下誠心禮懺。

禮懺功德殊勝，《梁皇寶懺》

不只能解冤釋結，誠心以十供養：

香、花、燈、塗、果、茶、食、

寶、珠、衣，來供養諸佛更能與佛

相應。首日監院滿方法師開示經典

功德，並導讀大師著作，金玉滿堂

教科書「佛光菜根譚」全套十冊。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

千鍾栗；居居不用假高堂，書中自

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

自有顏如玉。」滿方法師以歌聲逐

冊導讀佛光菜根譚，並提及大師所

說「忍耐」時，信徒代表陳鄭秀子

有感而發表示，「忍耐不簡單，但

忍過就是你的。」滿方法師指出，

「忍」是勇者和擔當的表現，退一

步思考，是回頭轉身的自我反省之

道。

第二日滿方法師開示「梁武帝簡

介」，指出梁武帝為救墮入蟒蛇受

苦的郗氏皇后因緣，解析「梁皇寶

懺概說」，提到怨與冤皆是身口意

的造作，去除貪嗔癡「三毒」，唯

有受持八關齋戒，以「八正道」的

正知見、正思惟，消除一切業障，

期勉信眾在修福慧的過程中，發願

成就人間佛教的菩薩道。

法會第三日，住持覺元法師開

示「梁皇寶懺共10卷40個目次」，

指出種正因，即是一：歸依三寶。

二：斷疑。三：懺悔。四：發菩提

心。五：發願。六：發回向心。

七：顯果報。八：出地獄。九：解

冤釋結。十：自慶。住持闡釋懺文

的不可思議功德，指出菩薩回向，

以饒益一切有情修懺法，發無量

心，令一切眾生皆得所願，可免三

塗之苦。叮嚀信眾以懺悔發六根清

淨願，深信因果，一心歸向正法，

為善不懈。

圓滿當日，住持開示「三時繫念

佛事」，表示從每個當下，發起離

苦得樂的精進修持，強調「自覺與

行佛」才能成就如來。剖析第一時

「有」，為覺悟了知世間的八苦，

在求不得愛別離，和五蘊熾熱苦之

下，如何才能離苦？住持以「道人

若要尋歸路，但向塵中自了心」偈

子，闡揚覺悟與自我的苦惱塵埃，

皆出於一心之中，不假外求。第二

時談「空」，即是當下，放下五欲

六塵，權勢、名位與情愛，強調觀

空才能擁有大千世界。提到第三時

「空有不二」，指出大師所說：

「極樂世界在人間淨土」，說明極

樂世界離不開娑婆世界，此為三時

繫念分三階段《阿彌陀經》所說的

真理。

隨後，慧龍法師開示《梁皇寶

懺》不可思議之功德，認為禮懺最

重要的是要有「慈悲喜捨遍法界，

惜福結緣利人天，禪淨戒行平等

忍，慚愧感恩大願心」的懺悔心，

並解說禮拜《梁皇寶懺》的靈感事

例，期許信眾在精進中祈求心裡上

的平安，圓滿無量功德，增長菩提

種子。

「秋季梁皇寶懺」祈福法會

信徒代表陳鄭秀子分享金玉滿堂

教材。

依培法師灑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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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大學總部

瑜伽燄口系列報導

由佛光山人間大學執行的「佛法

與安寧療護」課程10月20日在台北

道場舉行，由奇美醫院社服部社工

師謝玉娟講授「ACP我的人生~那些

要聽、要說、要看的事」。

「對於死亡，您的態度是什

麼?」講師首先讓學員思考、分享

對死亡的看法。強調這些問題要在

健康時先思考，才有充裕時間釐清

思路。對於死亡，不聽、不說、不

看，死亡不會因此而不發生。面對

死亡之必然，應提早做準備。

「如何與家人談生死?」對自己

及親友來說，人生中最大的憾事，

莫過於在生命盡頭時，來不及反

應、預備及道別。

與家人談論生死，首先了解自己

對死亡的態度並蒐集相關資訊。談

論時，要將生死話題引入正面元素

或日常生活中，藉他人經歷，讓對

方表達自己的看法和感受。

接著「開放討論」:討論有關生

死題目如：對生活品質的追求、

對醫療、患病和死亡的看法等。再

「進入話題」:從對生死的討論，

逐漸進入有關死亡的話題。「回顧

人生」:談論死亡，可能對自己過

去的人生有所感受，讓對方回顧和

總結自己的人生。「建構意義」發

掘生命和死亡為對方帶來的意義。

「欣賞回應」告訴對方令你欣賞和

感動之事。「總結話題」告訴對方

仍然可以討論有關話題，最後將話

題帶回現實生活。 

學員除分享自己與家人談論死亡

經驗外，講師亦提醒學員，不要期

望論一次就有正確或完整答案，有

些問題需要時間思考。同時鼓勵學

員以溝通方式調整對死亡的看法。

那些要聽 要說 要看的事

召請文釋義之七

燄口法會召請的第七類眾生「他

鄉客旅之流」，是形容商人行走天

涯、作客他鄉的貿易生活。

「江湖羈旅，南北經商，圖財

萬里遊行，積貨千金貿易。風霜不

測，身膏魚腹之中；途路難防，命

喪羊腸之險。嗚呼！滯魄北隨雲黯

黯，客魂東逐水悠悠。」

商人，今又名生意人。最早，生

意並不僅指商業活動，而另含有生

活、生存的意義。「生意」二字始

出於《晉書》：「老樹婆娑，無復

生意。」就是指生機和生命力。

《世說新語》中記載，孫吳時，

曾有人將鳥翼用剪刀剪下，扇起來

風力不減，如同圓扇一樣，但當時

卻沒有「生意」，直到晉滅吳，才

得到大家的使用。這是將做買賣稱

為「做生意」的首次記載。約出於

宋朝的《京本通俗小說》則正式

將經商稱之為做生意。在〈錯斬崔

寧〉中：「先前讀書，後來看看不

濟，卻去改業做生意。」

古代的商人，又喚作商賈之人。

清朝黃生撰《義府‧諸賈人》：

「賣買居邑，即坐賈；商以取利，

即行商。」挑著擔子四處叫賣的是

「商」，在自家舖子裡靜候顧客上

門的是「賈」，即「坐賈行商」。

過去為官與經商者，總是背井離

鄉。宋代張世南所作《游宦紀聞》

形容：「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

商之身，南州北縣。」所以說為官

經商者，總是居無定處。

江湖羈旅，南北經商：描寫南來

北往商旅生活。羈旅指客居他鄉。

江湖，緣起自唐時江西的馬祖

道一與湖南的石頭希遷同時大樹法

幢，當時的僧眾多參遊二師門下，

後依地名，將參學的僧眾稱為江湖

僧、江湖眾。後來則成為浪跡四方

謀生活者的代稱。

圖財萬里遊行：為了營利謀生，

不遠千里而行。

積貨千金貿易：所積聚的貨物商

品，也是為了要能流通

風霜不測，身膏魚腹之中；途路

難防，命喪羊腸之險：謂經商途中

遇船難而遭葬身於魚腹，或喪命於

山難險道之途。

過去中國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四

民中，商列最末。歷朝商人雖能掌

握經濟，但社會地位卻很低下。但

藉商人們南來北往之便，不僅帶動

經濟繁榮，更活絡文化交流，鞏固

國際邦交。因此，商人實為「經世

濟民之道」者。尤唐宋間，各項文

化、信仰、藝術等，都藉經商交易

之便得以往來交流。因此《瑜伽燄

口》第七類召請，就是感念商人付

出，並對商人予以新的歷史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