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與人相聚的因緣很奇妙，形

式也是五花八門，不過，有一種

特別殊勝的聚會，是以「法」相

「會」，也稱為「法會」。什麼是

法會呢？

第一、以法為會：一般人以為，

法會就是到寺院裡參加某種宗教儀

式，其實這只是狹小的一部分。法

會，是以真理集會大眾，大家聚在

一起，彼此交流，聽聞、體會佛陀

所說的法義。它不僅僅限於宗教儀

式，它也可以是一場講演、讀書

會、討論會、聯誼會、禪坐會等

等，不論任何形式，讓參加者對真

善美的道理有所吸收，有所獲益，

就是一場法會。

第二、以法為師：有些人拜師學

藝，這是以人為師。佛教講「依法

不依人」，是要我們以真理為師。

以法為師，讓我們找回內心本有的

清淨真如佛性；以法為師，可以和

宇宙萬有交融，提升內在的精神、

思想、觀念、見解；以法為師，

它開通我們的生命，讓我們離苦得

樂，轉迷為悟，讓我們去纏縛、得

自在。

第三、以法為軌：以法為軌，能

夠讓我們對宇宙事物有所了解，認

識它的準則、規範。好比一朵花、

一棵樹，有它成長的軌則；一桌一

椅、一人一事，乃至一個念頭，有

它緣起生滅的軌則。一個我行我素

的人，經常為人詬病，因為他不懂

得與人相處的規則。參加法會，以

法為軌，能悟出道理，人人以法為

軌，能與人融和相處，人際關係和

諧，社會安樂，世界可致和平。

第四、以法為樂：學習佛法，

能看清世間真相，生滅輪轉、生生

不息，一切都是緣起法則。看透

生命，執著能夠放下，痛苦能得

解脫，頹喪能再提起，懈怠能轉

為積極，此即所謂「有佛法就有辦

法」。有了法樂，不會耽溺在財色

名食睡五欲的短暫快樂。享有法樂

的人，身體輕安，內心安寧，肯定

生命存在的意義，不論貧富貴賤，

都很自在。

與法相會，讓生命增加內涵，領

悟生命的喜悅；與法相會，讓生命

與真理交流，感受生命的美好；遵

循生命的軌則，智慧自然從心中流

露。參加法會有以上四點意義。

第一、以法為會，

第二、以法為師，

第三、以法為軌，

第四、以法為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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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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會
大師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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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道場

佛光山北區萬緣水陸法會5月25

日首日台北道場啟建梁皇壇，住持

覺元法師引領2千信眾至誠攝心的

持誦〈大悲咒〉熏壇灑淨後，禮懺

《梁皇寶懺》第一卷。

 佛光山寺住持心保和尚領眾禮

拜第二卷懺文後開示表示，感謝

大家發心成就北區萬緣水陸法會，

大家的發心功不唐捐福德無量。

提及大師之言：「所謂法會，就是

以『法』為會」。大家禮佛拜懺

後，增長慈悲心，就是增長內心的

佛法；原本缺少慈悲、禪定、耐

心、精進之心，經過懺拜的洗禮而

有所改變，就是大師常說的「改心

換性」，從一般人變為一尊佛，這

就是《梁皇寶懺》第二卷所說的：

「發菩提心與大願心」。

心保和尚表示，《釋迦牟尼佛

傳》是值得思考的一部書，書中闡

示佛陀看破生死，出家修苦行，為

生命找到出路。佛陀依憑什麼度過

苦行？即是藉所持的忍辱，精進、

禪定之力，：所以當我們碰到煩

惱、境界之時，若無以上的力量，

說明心沒有跟佛法相應。

「發心成為一尊佛比做人自

在。」心保和尚表示，發菩提心

發願成就佛道，要將自己當成一尊

佛，因為佛是人成的。生命的力量

是來自菩提心，人的眼睛和耳朵所

看到、聽到的世界非常有限，但內

心的世界卻非常廣闊，法界中我們

有時會迷失在煩惱與痛苦之中，但

藉發心立願的菩提心，讓我們有力

量向前邁進。

《華嚴經》說：「心如工畫師，

能畫諸世間」，簡言之，我們的世

界是心所成就的；因為五蘊所感受

的就是當下的世界，不論快樂、得

失、來去、生滅，都是來自於我們

的念頭。念頭有得失、生滅之時，

也就是心識處於輪轉的世界中，若

想脫離輪迴，就需以佛法成就生

命的智慧，對世間不要太著意自己

的感受，則佛法的微妙處，隨處可

見。心保和尚表示，透過拜願懺悔

「隨緣消舊業，莫再造新殃」，過

去我們做過的事也許不記得，但確

實存在；但透過禮懺理解罪性本空

之真義，障礙即能消除，而從中開

發智慧。

大家以為有一個我在苦、在樂、

在煩惱，在生死中以為有我的生

死，而造成很多的苦惱。《八大

圓覺經》云：「在念念中，滅無

量罪。」了解世間的實相是「無

我」、是無常，對以為的「我」，

透過行佛與自覺的體證，從迷失的

煩惱、痛苦中覺悟，對真理如實的

了知，於念念中確實能滅無量罪。

心保和尚提醒信眾禮懺的時候，對

每一個字的了解，真心懺悔，對已

生的「惡」令不生，過去的種種

「惡因緣」讓它不要再繼續，方能

名為「真懺悔」。

水陸法會外壇佛事灑淨

佛光會世界總會亞洲聯誼會國際佛光會

由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主辦，佛

光山本栖寺、群馬法水寺、東京別

院、東京、關東協會承辦的「2013

年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亞洲聯誼

會」，5月24日於日本富士山下的

本栖寺華藏寶殿正式開幕。由國際

佛光會世界總會總會長星雲大師主

持，秘書長慈容法師邀約來自亞洲

地區11國、16個協會會員，3百餘

位代表參加。 

典禮在大眾齊聲唱誦「三寶

頌」、宣讀「國際佛光會會員信

條」中揭開序幕。接著由世界總會

秘書長慈容法師介紹貴賓，有東北

亞副秘書長依來法師、東南亞副秘

書長覺誠法師、中華總會秘書長覺

培法師、世界總會法制長林玉麗、

理事劉招明、曾文宏、東北亞聯誼

會主任委員謝文政、東南亞聯誼會

主任委員余劉素卿、本栖寺住持滿

潤法師、大陸聯誼會主任委員鄭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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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等貴賓及各協會代表。

大師致詞時，開山寮特助慈惠

法師即席翻譯日語。大師表示：

「亞洲」有幾項世界之最，於五大

洲中，亞洲區域最廣、人口、種

族、國家數目最多，尤以華人分布

全球，更是世界之最。會員從四面

八方前來參加此次聯誼會，耗費時

間，非常辛苦，足見亞洲之大，感

謝大眾的參與、發心。 

大師開示大眾，古來中國與日

本、韓國即是兄弟之邦，而遣唐使

的記載，更說明中國文化與佛教

傳播到日本的歷程。以唐朝鑑真大

師冒險犯難6次東渡日本，直至眼

睛失明也不放棄傳播佛法之大願為

例，大師希望在座佛光會員要發心

發願，做菩提種子，傳播佛法到全

世界；願做一棵大樹，庇蔭世界人

群；願做橋樑，通過得度；願做明

燈，照亮人間走向光明；願做強力

膠，凝聚各民族。更期盼與鑑真大

師名言：「山川異域，日月同天，

寄諸佛子，共結來緣」相應相契，

學習鑑真大師「為大事也，何惜生

命」之宏願，捨己為教的精神。 

「佛陀在哪裡？」大師今年87

歲，75年的出家歲月，一直在尋找

自問：佛陀在哪裡？發現在食衣住

行中，佛陀都陪著我們，佛陀就

在心裡，等我們去認識和發掘；能

有這樣的體悟，那麼學佛之路就成

功。當年東北亞聯誼委員會謝文政

建議舉辦亞洲聯誼會，雖然路途行

程遙遠，大家不畏辛苦熱心參加，

足可做世界各洲模範。典禮就在歡

喜感動歌聲中，圓滿結束。

由佛光童軍總部及苗栗大明佛光

童軍團主辦的「2013年佛光童軍服

務員北區知能研習營」，5月19日

於佛光山大明寺舉行。來自苗栗、

頭份、花蓮、台北、普門等12個佛

光童軍團，共60位團長及服務員報

名參加，藉以充實服務員的各項知

能，並增進經驗交流與互動，進而

整合資源創造最大的績效。　　　

　大明寺住持覺藏法師在開營典禮

時表示，雖然大明寺的外觀不是傳

統寺院建築，但大師仍然融入許多

佛法在裡面，並以佛前的圓形落地

窗來開示，在白天時面對窗戶，只

看得到外面的風景，但是晚上看的

時候，可以發現自己的影像反射在

窗戶上，藉此故事勉勵在場的服務

員心中要有一面鏡子，時常自我反

省，並以身作則教育童軍團員們，

就像佛陀的「大圓鏡智」。苗栗大

明佛光童軍團主任委員詹德耀以過

去在人文國小擔任副校長的經驗，

強調人文教育對孩子們身心發展的

重要性，並向在座的服務員分享帶

孩子的經驗。　　　　 

接下來的分組唱跳研習，童軍組

由內湖佛光童軍團長黃德榮為每位

團長複習歌曲與歡呼，幼童軍組則

由台北佛光童軍團丁月香、林美華

兩位團長共同主持動唱，藉由「奮

起飛揚」、「Hello」等歌曲，分

享唱跳帶領的技巧。　　　　 

下午課程，幼童軍組由台北佛

光童軍團團長朱照淑為大家介紹

「叢林奇談」，並分享說故事的技

巧，課程尾聲進行問題討論，藉由

各團的經驗分享，達到研習目的。

童軍組則進行「營地工程建設」，

藉由架設露營活動中常用到的「餐

桌」、「高架灶」，增進自己的技

能，並培養團隊分工的精神與默

契。佛光童軍總部執行長李耀淳在

結營時，贈送各團「叢林奇談」圖

卡一套，以及《報告！這裡沒有校

長室》一書，期勉各團服務員多加

利用，培養孩子們「化知道為做

到」。

佛光童軍服務員北區知能研習營童軍團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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