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代人都講究生活品質，什麼是

生活品質呢？生活品質並非指家家

戶戶每天大魚大肉，不是人人乘坐

豪華轎車，不是每日聲光熱舞，不

是呼朋引類，不是每日加班忙碌，

不是日日開會，把日子忙得絲毫沒

有休閒活動。

所謂生活品質，是講究生活的

規律，環境的整潔，家居的安寧，

居住的安全，飲食的正常；每家人

士和諧友愛，社會活動安祥有序，

工作定時，忙閒適中，晨起晚睡，

皆有規律。宗教信仰，以正信、虔

誠，不標榜好名、行善，對社會關

懷服務。每日必看一份報紙，不可

少於一、二小時為讀書時間；欣賞

藝術音樂，多與文化教育接觸。每

天不可少於全家聚會，每周不可少

於家族來往，每月不可少於社教活

動。

生活品質，家中的音樂比冷氣、

冰箱更為需求；家中的書櫃比酒櫃

更為重要；家中的倫常，長幼有

序，比豪華設備更值得稱道。

我們在生活品質方面，並不看居

家的樓層高低，也不看花園大小，

不看家中的汽車多寡，當然更不

去比較衣服穿得時髦與否？我們所

看重的生活品質，是全家的道德觀

念，正常行事，慈善傳家，品學優

秀，互助互諒，笑聲讚美，此皆可

以列為生活品質的評鑑標準。

假如我們現在走入豪門貴族，

感覺到人情威嚴，童僕成群；富商

巨賈，處處看到貴重物品，豪華設

備，這都不見得是有生活品質。真

正的生活品質是：做人講信用，重

仁義，說話輕言慢語，處事態度從

容不迫。

過去有人到梅蘭芳家訪問，談話

數小時之中，童僕走路安祥，少人

進出，一片寧靜祥和。訪者不禁讚

歎道：唱戲之人，都有這麼高的生

活品質。孟母三遷，就是對生活品

質的要求；岳母教忠，也是要在精

神生活上樹立品質。

生活品質是重質不重量，生活

品質需要一些社會領袖從上而下的

以身作則，輕車簡從，彬彬有禮；

再到家庭主婦，治家有序，待人和

藹。甚至社會的工商各界，來往尊

重平和；學校的青年，處處禮貌周

到；公務人員，服務為先；公眾事

業，親切周到。全國人民，人人如

此，則生活品質必然為人稱道。

所謂佛教的極樂世界，就是生

活品質為人所嚮往；琉璃世界，藥

師淨土，就是政經富樂，為人所欣

羨。所以，生活品質有待全國人民

合力倡導，方有成就之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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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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品質

大師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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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台北道場，大師與中國

文化書院三智道商國學院暨企業家

參訪團35人暢談人間佛教理念，佛

陀紀念舘館長慈容法師，住持覺元

法師、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秘書長

覺培法師、人間衛視總經理覺念法

師與會。

提及為何要佛教及對兩岸佛教的

看法？大師說明學佛是學做人，做

好人、做聖賢，佛教能提升人心，

講究的是心靈力量;同時佛教強調

人對世間萬物不一定要擁有，只要

享有即可。佛教的妙處並非一言可

以道盡，所以聰明人要信仰佛教。

目前中國現況不需要人家幫忙，

但缺點是心靈空虛，因此中國需要

人間佛教，除安身立命外，還需要

內外一如的智慧。大師引用五根手

指頭譬喻人才、觀念不必爭第一，

強調「自心和悅、家庭和順、人

我和敬、社會和諧、世界和平」觀

念，要大家共同實踐才有力量。

20年來一直無法領受佛教「苦

集滅道」的蔣擁軍董事長表示，這

次在大師身上讓他感受到「道」的

力量，恭請大師給他力量並開示緣

由。大師表示：「道」是道理，

「苦集滅道」所說，「苦」是一切

諸苦，「集」是煩惱，「滅」是修

道，「道」則是滅苦的方法。佛也

是人，講道義、慈悲人格的昇華，

當年釋迦牟尼佛在印度修道，最終

在自己心中找到自心的「佛」。鼓

勵要勇敢承認「我是佛」，佛祖不

要我們求祂、拜祂，而是要我們學

佛、行佛。

聽聞大師弘法的艱辛過程，甚

感佩服的尹春艷更邀請大師回鄉弘

法。黃培瑩提出，「身為普通人，

該如何實現人間佛教？」大師表

示，佛教講「五戒」即是不殺生、

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及不飲

酒。這五條戒律是不侵犯他人，是

做人與行人間佛教的基本條件。山

西太原華運達公司總經理劉豪提

到，「如何於企業與人生管理過程

中受益？」大師認為，人做不好，

什麼事也無法做好；所以管理或修

行需於大眾中鍛鍊方能成就。

覺培法師說明：佛光山重視教

育，從兒童擴及到青年、成年及長

者，藉由各項活動服務鄰里，莫不

強調大師「給」的信念；從過去向

佛求，到現在求「給人信心力量」

等，佛光山從家庭擴大到社會，向

全世界各角落實踐人間佛教。慈容

法師以《星雲說偈》中︰「春有百

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

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說明人間佛教就是心裡放得下的安

逸自在。隨後，由住持覺元法師引

導介紹各樓層弘法功能，如來殿深

具生命的內涵，大眾最感興趣的是

都市叢林中的禪堂，在紅塵喧囂中

更顯靜謐。

台北道場 大師與貴賓暢談人間佛教

台北道場香積團舉行佛學講座

台北道場香積團於11月13日為常

年發心在大寮擔任典座和行堂的義

工們，舉辦「大悲心陀羅尼經」佛

學講座，近2百人歡喜聆聽。 

團長滿方法師說明「千手千眼觀

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

尼」，陀羅尼就是咒語，目的在解

救眾生之苦；藉以勉勵大眾：在工

作當中要能「給」，給人方便，給

人歡喜；以歡喜心供養大眾，廣結

善緣，不論是好的或不如意的，隨

時隨地學會轉念，不起煩惱；並表

示在大寮是最好的修福之處。 

接著以《大悲心陀羅尼經》經文

中，觀音菩薩說明持誦大悲咒的十

種功德利益：諸眾生得安樂、除一

切病、得壽命、得富饒、滅除一切

惡業重罪、離障難、增長一切白法

諸功德、成就一切諸善根、遠離一

切諸佈畏及速能滿足一切諸希求。 

團長勉眾學習觀音菩薩的大悲

心，並提醒大家養成平日持誦大悲

咒的習慣。結束後團員意猶未盡，

期待下一堂的佛學講座。



《瑜伽燄口》的第十一類召請：

裙釵婦女之流。《紅樓夢》第一

回：「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

釵。」裙子、頭釵皆為婦女之衣

飾，而以此喻指婦女。

中國的女性，輝煌有如臨朝主

政的武則天、扶幼佐政的孝莊皇太

后、垂簾聽政的慈禧老佛爺。傾國

傾城者乃有周之褒姒，幽王為其烽

火戲諸侯；明末陳圓圓，使得吳三

桂衝冠一怒為紅顏。然而更多的，

卻是在深宮後院之中，一生清苦，

日夜企盼，不知老終的三千佳麗。

紫禁城中將要開放的深宮大院，

乃過去后妃的居住處所，上演過無

數欲爭聖寵的宮廷故事，其建築上

有一巧妙，即佛堂特別多。

清朝皇帝篤信佛教，在紫禁城內

修築多處佛堂，尤其慈寧宮所在的

太后宮區，佛教氣氛更為濃厚。然

而，不只是信仰所需，對於一生不

見天子面的後宮秀女，更多的應是

填補空閨的寂寥。

正所謂「聖眷如花終老去，深宮

卻似一囚籠」，且看東坡筆下的召

請文，是如何描寫宮廷、官宦之女

的爭妍鬥豔。

「宮幃美女，閨閣佳人，胭脂

畫面爭妍，龍麝薰衣競俏。雲收雨

歇，魂消金谷之園；月缺花殘，腸

斷馬嵬之驛。嗚呼！昔日風流都不

見，綠楊芳草髑髏寒。」

宮幃美女：宮幃，同「宮闈」，

乃漢時皇室后宮、后妃住所的指

稱。到了唐代，則專指后妃。

閨閣佳人：閨閣，原指內室的小

門，後來借指為女子臥室、妻室，

宋時成為婦女之代稱。

古時男子視科舉取仕，為光耀門

楣之途；女子則以入宮選秀，庇蔭

家族為其職。不論早已身處深宮的

貴人后妃，或者初要入宮之王族秀

女，在後宮佳麗三千中，如何能集

三千寵愛在一身，唯用爭妍競俏之

法，期能一朝選在君王側。

胭脂畫面爭妍：形容女子競相

逞美之態，所謂「爭妍而取憐」是

也。胭脂，亦作臙脂，是用於化妝

和國畫的一種紅色顏料，色極鮮

豔。

龍麝薰衣競俏：龍麝乃龍涎

香與麝香的並稱，後為香料之泛

稱。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

三：「衣服裒以龍麝，其香數步襲

人」。

漢時早有女為悅己者容之句，怎

奈如此悉心妝扮之後，依然落得自

古紅顏多薄命。歷史上最為著名之

例，即有金谷園的梁綠珠及馬嵬坡

之楊玉環。

雲收雨歇：以雲、雨比喻分離、

永別。漢王粲《贈蔡子篤詩》：風

流雲散，一別如雨。

魂消金谷之園：指梁綠珠為報

效石崇，自殺於金谷園之事。金谷

園，在洛陽橋北，原為西晉富石崇

所建。逸史云：「梁氏女有姿容。

石季倫，名石崇，以珍珠三斛買

之，因號綠珠。」晉書‧列傳第三

載：「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

使人求之，崇曰：綠珠吾所愛，

不可得也。後謂珠曰：我今為爾得

罪。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

投於樓下而死。」杜牧有詩云：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

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

樓人。」

月缺花殘：形容衰敗零落的景

象，也喻感情破裂，兩相離異。唐

詩：「月缺花殘莫愴然，花須終發

月須圓。」

腸斷馬嵬之驛：謂唐玄宗寵妃

楊玉環，因安祿山之變，被賜死於

馬嵬坡之事。馬嵬坡在今陝西興平

市西，因晉代名將馬嵬曾在此築城

而得名，亦為楊貴妃縊死之處。唐

代詩人鄭畋寫有《馬嵬坡》一詩：

「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難忘日月

新。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

何人？」以南朝陳後主偕寵妃張麗

華、孔貴嬪躲在景陽宮的井中，終

為隋兵所虜之事，對比唐玄宗於馬

嵬坡賜楊貴妃自縊的舉動，抑揚分

明。

昔日風流都不見，綠楊芳草髑髏

寒：不論生時如何風韵美好動人，

亡後只有碧綠的楊柳、芳草伴枯

骨。

佛教認為，眾生有四種顛倒妄

見，而以緣身執淨為首。因此，釋

迦牟尼佛於臨入涅槃之際，囑咐弟

子以四念處為安住，其中以觀身不

淨為緣身執淨的對治方法。如何觀

身不淨？如龍樹菩薩說：「種種不

淨物，充滿於身內，常流出不止，

如漏囊盛糞。」在佛陀的教導中，

若能觀身不淨，則貪愛渴想，戀慕

豔麗色相等煩惱，自可消除，才能

把心念安住於道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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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請文釋義之十一瑜伽燄口系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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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寶懺闡述藥師法門

「提到藥師如來的慈悲，就讓人

想到持誦藥師咒聖號能獲得平安、

吉祥、健康，藥師經所談的是藥師

如來的修道法門及內涵。」11月12

日住持覺元法師在《藥師寶懺》法

會後，為逾千位虔誠禮懺的信眾開

示，指出《藥師寶懺》懺悔文中離

不開《藥師經》的內容。

談到「意義與修持方法」：住持

表示，《慈悲藥師寶懺》又稱《消

災延壽藥師寶懺》，其創建人為明

末清初的見月律師，見月律師在復

興戒律之初並不順遂，屢遭挫敗，

但他勇敢向逆境挑戰，為寶華山建

立天下第一律寺的美譽。住持說明

受戒後要透過戒律的行持，將罪業

逐漸去除；在修行中遇到挫折，能

突破生命的出口者才會越挫越勇。

提及大師所說：「偉大的背後要經

歷多少的辛酸血淚、千錘百練，才

能有所成就。」強調人生的修行也

一樣，在挫折中考驗道念。

住持進一步釋義，《藥師寶懺》

是以《藥師經》為根本，以懺悔罪

障為主要修行法門，和增福延壽為

旨歸，說明持藥師法門的四種方法

為：持名禮拜、供養49天續命燈、

誦經持咒49遍、受持八關齋戒。談

到三種拜懺功德與利益則是：袪除

眾生病苦厄難、其光耀遍照能除幽

冥眾生業障，乃至證得菩提、能為

眾生求得現世安樂。住持以楊貞娥

布施醫藥、修《藥師寶懺》消除病

苦實例，印證布施醫藥得健康，禮

拜《藥師寶懺》的靈感事蹟。

誦持藥師咒其實就是稱讚藥師

如來，能讓眾生得以救度，速得成

就。只要至心念咒，不僅所求如

願、現生消災、除病、延年益壽

外，更能得生琉璃世界，證得菩提

聖果。住持以《藥師寶懺》說明：

眾生垢重，以藥師懺法門持之，懺

悔先罪，才可隨所樂求。依藥師佛

十二大願逐願示解，讓信眾醍醐灌

頂了然《藥師寶懺》內涵，只要隨

著願力至誠稱念藥師如來名號，以

此願心修持必能功德圓成。

戒子心得

「搭衣表其形，授戒是攝其

心。」儀式是一時的，持戒是終生

的。雖說是儀式，但更可以驗證佛

子們對自己信仰的恆心與毅力。因

此我連續3年回山參加戒會，與大

眾共結殊勝法緣。此次戒會有許多

戒子受戒，令人感動。

開堂與得戒和尚開示表示：學佛

是一條長遠的路，一句受用的話，

也會讓生命起變化。所以在課程洗

禮下，真是收獲滿滿。過堂時，戒

子們搭著海青井然有序，威儀莊

嚴，眾多觀光客及外國人目睹此一

盛況，猛按相機拍照，唯恐畫面消

失。夜裡懺摩時，更是哭到不能自

已；無法控制的淚水，傾洩而下。

我想這是信仰的力量，用最真實赤

誠、不憍誑的心，洗除自己多生的

罪垢。

和尚開示：人要透過懺悔，洗淨

內心的污垢，如此清淨的法水，堪

能流進自心而受用。做人是最有條

件成佛的，但很多人怕信仰，怕被

束縛而不肯受戒是很可惜。殊不知

無論過去、現在及未來諸佛都要受

持戒律的。

隔天天未白前，在佛前證授，唱

著「善哉解脫服，尊貴禮懺衣，我

今頂戴受，禮佛求懺悔。」當戒子

們搭上莊嚴的禮懺衣時，那是世間

最尊貴的般若衣，時時提醒我們能

知慚愧、懂懺悔。我們何其有幸，

能在諸佛見證下得受清淨戒，這就

是佛國淨土呀！

每次回山受戒、複戒，都有不

同的感動；為求改變自己命運的基

因，祈求生命的提升，懷著歡喜

心、恭敬心，還有一顆感恩的心來

受戒。能有因緣參與此盛會，是宿

世的福報，也知道在生命未解脫

前，這不會是最後的一場戒會，更

期望盡形壽都有機緣回山複戒。

張白玟供稿 王沛儀供稿

此次能授戒圓滿，讓我衷心感謝

眾緣的成就。戒會中，慧傳法師介

紹「戒常住」時，讓我感動萬分，

了解到現在的一切，無不是許多人

披荊斬棘而有的成就，更讓我感到

成為佛光人是無上的榮耀。

印象深刻的是巴西「如來之子」

部分。巴西有許多非婚生子女，這

些小孩從小就生長在貧窮、黑暗的

環境，缺乏正確觀念；男孩長大就

以販毒、綁架為業，女孩長大便以

特種行業為生。有鑑於此，巴西如

來寺開始「如來之子」計畫，從教

育改變價值觀。許多兒童因教育改

變一生，不但脫離毒梟及以綁架為

生的輪迴，更因此走向光明正道。

現今社會對於長期生活在黑暗中

的人們，往往避而遠之；但大師以

高瞻遠矚的視野，帶領著大眾看到

事件真正的問題，並加以解決，讓

我們能一步一步邁向成佛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