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非朝朝有，沒有現在多。」

現在的家庭、社會、朋友、兄弟、

夫妻等……真是此亦是「是非」，

彼亦是「是非」，到處「是是非

非」，攪亂得大家紛擾不已。

人生本來是很快樂，美妙的生

活，可是「是非」像溫疫不斷的侵

擾著你，有時候躲也躲不開，所謂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這

證明「是非」有無比的力量。「道

高一尺，魔高一丈」，誠不虛也。

有的人把別人的好事，說成壞

事；有的人把自己的壞事，說成是

好事，混淆是非，讓人捉不著，也

摸不透，找不出事實真相。

是非與謠言，如難兄難弟，

本來就很難劃清界限；只要有人

說：「大家講的」、「別人都這麼

說」、「他們都說得千真萬確」，

這就成了是非與謠言。

佛教裏把妄語、兩舌、惡口、

綺語都認為是「是非」。國際

間強權者就為「是」，弱勢者

就為「非」；社會上有錢者就為

「是」，無財者就為「非」。更有

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把「非」說成

「是」，把是說成「非」，翻雲覆

雨，只靠如簧之舌；甚至現在有些

傳播媒體譁眾取寵、顛倒世間，真

是無所不用其極。

有的人被是非所困，擾攘終日

不得安寧；有的人給是非陷害，喪

失了本有的成就。曾子的母親，有

一天有人告訴她：曾子殺人了！她

當然不信，但當第二個、第三個人

告訴她：曾子殺人了！她也不得不

信。所謂：「三人成虎」，共產黨

有一句名言：「人說了三十次的謊

言，就成了真理！」是非謊言，怎

不可怕？

但是，世間上並不是真的不講真

理，所謂「人在做天在看，人在說

天在聽」；宇宙間大道之行「是」

的終究是「是」，「非」的終究是

「非」，因果是不能改變的，是非

當然也不能異位。「善有人欺天不

欺，惡有人怕天不怕」，是非在因

果之前，必定會還給你一個公道。

是非、善惡、因果明明白白，

可惜多少人為了是非，生活不能自

在，甚至有人禁不起謠言，以自殺

來表明清白。其實，「清者自清，

濁者自濁」；是非止於智者，吾

人應該做到「不說是非、不聽是

非、不理是非、不傳是非、不怕是

非。」「是非」又豈奈我何？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吾人只要凡事無愧我心，不一定盡

如人意。只要吾人行得正、做得

正，面對是非，何足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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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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的可怕
大師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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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道場 發心畢竟二不別-菩薩義工

《涅槃經》云：「發心畢竟二不

別，如是二心先心難。自未得度先度

他，是故我禮初發心」。發心要隨事

順理，先以四弘誓願發順事之心，後

入理發無上菩提心，理事不二，方名

為「真發心」。一發心，諸佛菩薩亦

當禮敬。誠如《華嚴經》云：「初發

心時，便成正覺。」可見「發心」在

修學過程中，是菩提因亦是成佛種。

現代行者以「義工」之姿在佛門修

行，而「義工」與「發心」實異名同

義。

大師於國際佛光會世界大會主題演

說之「菩薩與義工」中曾言：「『義

工』的工作和一般工作性質不一樣，

一般的工作是念念在錢，是為了獲得

酬勞而付出；義工的工作則是念念在

歡喜快樂和結緣…義工是發心的，是

有情有義的，是以仁義的胸懷為人服

務。」大師更為「義工」下一明確定

義：「菩薩是眾生的義工，義工是人

間的菩薩；菩薩倒駕為了度眾，義工

修行為成菩提；菩薩永為苦海舟航，

義工常作不請之友；菩薩修證階位不

同，義工奉獻層次有別。」則完全符

合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

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

無上誓願成。」之真義。

佛光山寺與國際佛光會常舉辦各

項法會及活動，提供信眾發心的平

台，許多義工藉此平台廣發菩提心，

成就自身道業。此次台北道場啟建北

區水陸法會，從5月底外壇佛事伊始

迄至內壇佛事圓滿，許多菩薩義工全

心投入各項服務工作：知賓、茶水、

環保、香積、行堂、典座、文書、金

剛、香燈及房務等組，7千5百人次的

數據，說明了義工菩薩發揮及累積的

能量與熱情，讓此一大型法會於大眾

的歡喜感動中圓滿。

雖說發心大小，而有「心田事不

同，功德分勝劣」之語；但愈順事發

心，則愈趨入理，藉點燃發心的小火

苗，自會發現「拓展心田路更寬」之

理。

義工菩薩以隨喜、隨心、隨口、隨

力的服務隨時布施，不但成為推動弘

法利生之利器，更是為自己累積福慧

雙修之資糧。在台北道場走一回，試

著發現：在一些不起眼的角落中，看

見默默付出身影的當下，我們可以由

衷的稱他們一聲「義工您的名字是菩

薩！」

人間覺者佛典研習營圓滿人間文教基金會

為讓大眾的「心」不受繁忙生活

步調而迷失，人間文教基金會舉辦

「人間覺者」佛典研習營，每梯次

邀請80位全國各界人士報名參與，

6月22、23日於佛光山圓滿課程。 

佛典研習營已連續舉辦2屆，自

3月起，學員利用每周六、日於基

隆極樂寺社教館學習，課程規劃為

4個月90小時，透過研讀《大般若

經》、禪修，達到身心自在。 

22日學員於佛光山如來殿梯型

會議室，聆聽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

師講演「從心經到金剛經的菩薩

道」。慧昭法師表示，《心經》與

《金剛經》屬於大乘般若經典，將

600卷《大般若經》的精華濃縮成

一部《金剛經》，一部《金剛經》

再濃縮為一部《心經》，而《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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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著重「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心經》的精髓在於「無所得」。 

「不怕煩惱起，只怕覺照遲。」

副住持以諸行無常、諸法無我、諸

相非相、諸心非心，解釋「緣起性

空」的意義，強調佛法談論空性不

能離開所有外相，了解一切佛法真

理，就能時時觀照自我心念，不

起執著與分別心。並透過許多生活

實例，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讓學員明

白，懂得運用佛法在生活中，就能

時常覺照心念，不受外境影響。

2天禪修課程，由佛光山禪淨法堂

諸位法師，引領學員學習「呼吸

禪」、「動中禪」、「般若禪」等

修持方式。

主辦單位禮請佛光山電子大藏經

主任永本法師與學員座談交流禪修

心得，並頒贈18位學員全勤獎與3

位福慧獎。 

座談會上，永本法師表示，禪修

初學者想去除妄念，平時就要把握

零碎時間，從六根或持咒等方式收

攝身心、降伏煩惱，強調修行的心

念也是一座道場，即使在辦公室禪

坐10分鐘，聚精會神觀照呼吸、數

息，讓身心保持寧靜，也時常自我

反省，久而久之自然擁有一顆清淨

的心。 

在禪堂後方寫著「一朝風月萬古

晴空」，是提醒參禪者去體悟箇中

道理。永本法師解釋，前句指的是

一生中的喜怒哀樂、生死輪迴、人

事變化，後句意思為了悟後，發現

三千大千世界皆是虛空，一切無常

變化，兩句話是截然不同的境界；

佛陀重視實踐與體悟，最後就能找

到「回家」的路，找回自己的「真

心」。 

修行必須解行並重，即使有佛

典理論為基礎，必須實踐才能明心

見性。永本法師表示，雖然色身隨

著歲月衰老而產生疼痛，但是在禪

坐之前，要先釐清禪修目的，透過

調適身、心，把心念照顧好才是根

本。 

「如實體悟、如實放下，把握

每個當下，充分運用生命來造就他

人。」永本法師勉勵學員，先學會

認識自己，尤其每段生命歷程都要

用心走過，在眼前的事情該做去

做、該放就放，有了生活歷練，才

會達到萬古晴空的境界。

人間佛教閱讀研討會第七場人間佛教讀書會

2013年人間佛教閱讀研討會巡迴

第7場次，6月23日開往蘭陽別院，

宜蘭高中王垠校長賢伉儷與宜蘭地

區及台北、基隆、桃園等地而來的

8百位愛書者，共讀《藥師經》，

研討「從《藥師經》談佛教對身心

疾病的看法」。

主題論壇由人間佛教讀書會執

行長覺培法師主持，北海道場住持

永平法師、中區總住持覺居法師、

中醫師劉朝貴與談。好書導讀單元

由蘭陽別院住持覺來法師主持，監

院覺輝法師、佛光會理事陳林泉、

游阿品檀講師、青年團妙慧講師陳

俗均分別介紹星雲大師的四本著作

《人間萬事》、《星雲法語》、

《迷悟之間》、《十種幸福之道~

佛說妙慧童女經》。整場研討會掌

聲滿滿，氣氛祥和。 

永平法師談到病苦，以親身罹

患重病的心路歷程告訴大眾，身是

苦本，但可以此身來藉假修真；一

池落花兩樣情，與病為友、跟身體

對話是他面對病痛的方法。禮佛時

觀想眾生與自己一同跪拜，長養同

體大悲的宗教情操。覺培法師讚佩

永平法師深刻的領悟與闡述文字之

美，像一首莊嚴動人詩篇。 

覺居法師導讀《藥師經》到論壇

分享，說法深入淺出細膩微妙，讓

眾多愛書人對藥師法門的功德利益

與實踐有更進一步的體解。尤其講

到生活中的修行，強調一分恭敬消

一分業障，成就別人同時，也成就

了自己的佛國淨土。十幾年前921

大地震發生時，覺居法師因一心一

意投入賑災，完全忘卻了自身的病

痛，藥師法門講的是調心的智慧，

法師勉勵大眾要行善。 

劉朝貴醫師行醫的理念，完全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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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預 告

▲

台北道場

●2013年三好兒童夏令營

● 時間：7月5日至7月9日

  好小子禪修營

  歡唱英語學習營

  波特科學魔術營

●人間大學台北分校暑期課程

● 時間：7月2日至9月1日

●八關齋戒

● 時間：7月6日上午7：30

●華嚴法會

● 時間：7月7日上午9：30

覆一般人對醫病關係的概念，劉醫

師抱持感恩心對待患者，觀想藥師

佛的琉璃光照映在每位患者身上，

念力有佛光，彼此藉著醫病之間來

修福修慧，行醫多年經驗印證了肉

體的病痛是內心的反應、治心比治

表面的病重要的觀點。醫師說很多

病是「懶」出來的，提示有動就會

「活」、預防勝於治療及「睡勝於

補」、「少葷多素」、忙裡偷閒學

會放鬆等保健之道。

下午「好書導讀」時間，由蘭

陽別院住持覺來法師主持，邀請4

位導讀人分享大師著作中省思現代

人對「身心疾病的看法」。覺來法

師以大師著作導讀，分享創作中對

於現代人身心健康的益處。首先，

蘭陽別院監寺覺輝法師以《人間萬

事》「生命的擁有」一文中提到生

命、活力、活動與活用，以正確的

觀念突破困境，生命在哪裡？生命

觀造就生命的層次，把生命創造在

活動裡、群眾當中，循環之間為生

命攝取養份，因緣和合，心靈的層

次更為重要，現代人注重「養生法

則」，若以養心的觀念去省思人為

何會生病？生病是可怕的嗎？佛教

重視心的修行舉出書中八種健康的

方式與來賓暢談「養心之道」。 

第二段由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理事陳林泉以《迷悟之間》「無常

的真理」，分享如何讓生命活的健

全、健康，不為迷悟所困。《迷悟

之間》一書中每篇文章針對人世

間的許多問題進行分析與探討，

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

生是佛。心病最難醫治，但只要頓

悟、懂得學佛，就能了然解脫許多

疑惑。 

第三段由宜蘭區督導長也是檀

講師游阿品帶來《星雲法師》中的

「圓滿人生」，每個人都希望自己

的人生活得非常圓滿，非常健全。

如何才能活出健全的人生呢？游檀

講師以自身學佛的經歷分享「結緣

的重要」，人生最大的煩惱是欲

望，因為結下好緣，不以個人的私

欲為出發點，以善心服務社會。最

後一段由陳俗均妙慧講師《十種幸

福之道～佛說妙慧童女經》以八歲

妙慧童女的疑問，與解答與參與的

聽眾分享如何成做改變，成為「人

間最幸福的人！」 

宜蘭的陳秀華表示，第一次參加

讀書會活動，聆聽《藥師經》如是

說、如是應用的殊勝妙方，感動到

全身毛孔都豎起來；來自三峽的吳

雅斌、武麗芬讚嘆研討會傳授了經

典與生活結合的處世智慧，增益他

們在職場與家庭的正面思考能力。

慈悲基金會

佛光山慈悲基金會北區辦事處

6月22日在佛光山台北道場，舉辦

「2013年6月份義工在職訓練暨聯

繫會報」，由北區執行長朱唐妹主

持。會報內容有義工心得分享、護

智影片觀賞及健康促進活動示範，

多元豐富的安排，吸引近百位義工

參加，場面熱烈。 

會報一開始，朱執行長與義工

們分享，4月份參與「星雲大師一

筆字書法展–2013中國大陸巡迴」

北京展之所見，她描述大陸政要雲

集，媒體蜂擁，民眾爭先目睹大師

現場揮毫，無不讚譽有加且深受感

動，群眾見證大師從墨寶中所傳遞

出來的無限佛心。接著介紹佛光山

「慈善事業」專刊。這本報導佛光

山慈善事業的刊物，是全球佛光人

行善紀錄，她鼓勵大家踴躍供稿，

讓更多人見賢思齊，共同推動慈善

福利社會。會報中也邀請兩位義工

分享在安養中心服務長者的溫馨感

受，他們以貼心陪伴撫慰老人家孤

單的心靈，看到長者們展露笑容，

就是他們持續服務最大的動能。 

此次義工在職訓練課程，以「簡

易攝影技巧」為主題，邀請佛光山

台北道場社教館相機攝影與美學

講師洪夙慶講授。洪老師以自己的

照片作品為範例，講述「美」的構

成元素，教導拍照的秘訣「學習觀

察、基本技巧、感動」及基本要素

義工在職訓練暨聯繫會報
「聚焦、曝光、快門」，讓與會者

瞭解攝影原理與拍攝的很多實用技

巧；洪老師風趣幽默的教學風格，

讓課程輕鬆有趣，全場笑聲不斷，

參與的義工們更加肯定主辦單位的

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