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世間，有許多的好事值得我

們去做，例如布施、守法、奉獻、

服務等；在很多的善法之中，沒有

比「給人一些因緣」更為要重。

田園裏的花草，你給它一些雨

露，它會生長得更美麗；樹上的鳥

雀，你給牠一些稻穀，牠會展現嘹

亮的歌喉。學生，你給他一些鼓

勵，就是給他一些好因好緣；老

師，你給他一些讚美，就是給他一

些好因好緣。

好的商品，你幫助它推薦；選

賢與能，你幫忙他拉票，這都是給

人好因好緣。有時候用一個鼓勵的

眼神，也能助人向上；甚至隨喜隨

緣，不障礙別人的好事，更是無上

的好因好緣。

其實，世間上可以給人因緣的地

方很多，父母子女之間應該互相給

予好因好緣；同事朋友之間，也應

該彼此給予對方一些好因好緣。佛

陀在臨涅槃時說：「與我有緣的眾

生，我皆已度脫；與我沒有來往的

眾生，我也已經為他們作了得度的

因緣。」

佛教史上，因為安道誠布施了十

兩助道金給惠能大師，後來終於成

為一代祖師；黃蘗希運叫臨濟義玄

參訪高安大愚，他終於言下大悟，

故有後來的臨濟子孫滿天下。

馬祖道一的嫂嫂經其指導，終於

在「聽雞蛋」多年後，悟道得度；

世親菩薩因為胞兄無著的接引，故

能「回小向大」，成為千部論師。

有的人用一句話，可以給人入

道因緣；有的人寫一封推薦書，也

可以助人留名青史。唐朝文起八代

的大文豪韓愈，參訪大顛和尚時，

因為侍者一句「先以定動，後以智

拔」，終於尋得佛法的入門；齊國

大夫寧戚，因為管仲的一封介紹

函，終受齊桓公的重用，後來果然

幫助桓公遊說宋國，使宋國不戰而

降，加入盟約。

歷史上多少領袖，之所以成為

領袖，都是因為他們肯給人一些因

緣，才能讓他人有所成就；企業界

之所以能延攬人才，也是因為提供

好的因緣機會，才能讓各種人才發

揮所長。

在不傷害自己而於人有利的情

況下，給人因緣越多越好。給人一

些好因好緣，就是自己廣結善緣之

道，也是自我成就之道；給人一些

好因好緣，不但利人，而且利己，

何樂而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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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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人一些因緣
大師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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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道場 淨華妙心 佛化婚禮

還記得民國83年，以1百元買下佛

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拍賣墨寶「淨

華妙心」的小孩嗎？時隔20年，這位

幸運兒已屆適婚年齡，6月29日於台

北道場舉行佛化婚禮，由佛光山副住

持暨督監院院長慧傳法師福證，祈願

於諸佛菩薩加被下，與新娘林儷旻小

姐能百年好合，數百親友出席賀喜。

佛光青年團首先演出一段精彩話

劇，演出1994年王翊在大師拍賣墨寶

現場以1百元買下「淨華妙心」的一

段佳話，也因這段善緣在王翊心靈中

種下了為佛教奉獻的種子。緊接著，

新人甜蜜攜手走向紅毯，在花團錦簇

和美滿姻緣的祝福聲中，慧傳法師見

證新人互許廝守一生的誓言。

「大師給予王翊『淨華妙心』墨

寶的這句話，實在太好了！對新郎的

一生有很深的影響作用。」慧傳法師

開示表示，當年王翊才國中一年級，

身上僅有1百元，沒有吃吃喝喝的花

掉，把錢留下來一心就想要買大師的

墨寶，當時在台北道場拍賣「淨華妙

心」的價位攀升至30萬元，但大師捨

棄高價，決定將墨寶賣給率先出價1

百元的王翊小朋友，當時感動了現場

所有的人。

慧傳法師表示，王翊當年的赤子

之情，即是展現「淨華妙心」出汙泥

而不染的精神；而此一墨寶亦成為他

生命中做人處事的座右銘。20年後的

今天，他仍保有一片純淨的真誠心。

王翊曾寫一封信感謝大師的慈悲，大

師回以「不忘初心」的信函，期許他

感恩圖報。慧傳法師期勉王翊將感恩

心用於家庭與社會上，謹記大師不忘

初心的叮嚀，還要以「莊嚴淨土」的

精神，將職業專才發揮於居家和建築

上；更勉勵新人，以佛法經營婚姻，

定能長長久久，獲得無缺的生活。慧

傳法師為天作之合的新人用印證婚，

並贈與新人念珠和「三好人家」為賀

禮，祝福這對佳偶以「三好傳家」，

相知相愛，孝順父母，愛護親友，成

為人人稱羨的夫妻楷模。

王翊從小受大師的恩德薰染，跟隨

佛光會寶光分會督導的父親王瑞琪和

母親董丹青為佛教奉獻心力，成為台

北佛光青年第一團的前任團長，目前

任職工程師，林儷旻小姐任職會計採

購，同時也是佛光山人間大學台北分

校善童學園的老師。這對新人皆以佛

法傳家的家庭。

「使華今日嚴珪幣，祖印何年翦

草萊。直到無生參學畢，逢人遮莫

說輪迴。」參學，向來是佛教中求

道、學法的一門重要功夫。所謂千

里訪名師，萬里求口訣，這是學道

之人為得一句一偈，而不計生死的

求道精神。

過去，釋迦牟尼佛於因地修行

時，為求一四句偈而捨頭目腦髓；

後來為解脫老病死之苦，於是棄捨

王位，參訪婆羅門及外道的著名仙

人，又經六年苦行，方證佛果。善

財童子在發了菩提心後，一路向東

尋訪善知識，共計五十三位，這

是《華嚴經》中著名的善財童子

五十三參。禪宗二祖慧可大師立於

雪地斷臂求法，唐朝永嘉大師〈證

道歌〉中「遊江海，涉山川，尋師

訪道為參禪。」以及無盡藏比丘

尼在四處訪道後所做的開悟詩：

「終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

雲。」乃至近代白雲禪師於〈禪行

者之歌〉寫下的「為出生死苦，飢

渴度春秋」，都說明了必須要有虔

誠的心意、堅定的志向、謙虛的學

習才能在參學求道中有所成就。

無生參學 訪道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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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效法祖師大德行腳參學之精

神，6月17至23日，佛光山台北道

場專為常年發心服務的百餘位義

工，規劃4梯次的參學訪道之旅，

白天走訪南投清境農場，在翠綠草

原上感受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

一體的真如自在。夜晚，掛單埔里

清德寺，聽著住持慧龍法師講述清

德寺歷史、與佛光山的因緣，看著

眼前那一串長達8百10公分的巨型

紅繪木念珠，耳畔傳來晨鐘暮鼓之

聲，伴隨著蟲鳴鳥叫，真有「百年

三萬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閑」之

感。

行至拉拉山，在這一座國有林地

中，盡是高達5百至3千年樹齡的檜

木巨木群、山毛櫸、扁柏等，在享

受森林浴中享受著濃郁的芬多精同

時，也想起了《菩薩睒子經》中，

睒子菩薩至孝、仁慈，無有過者，

踐地常恐地痛的行誼風範，更增添

了對此地神木的敬意。

在百吉隧道與後慈湖中，了解了

台灣百餘年來的發展史。徒步後慈

湖，過去的戰時秘密基地，意外成

就了今日眼前的原始林貌。看到一

旁以「傷痕與重生」為主題的蔣公

銅像，想起明朝林瀚的詩作：「萬

里修書只為牆，讓他三尺有何妨？

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

皇。」劉伯溫也寫道：「善似青松

惡似花，看看眼前不如它；有朝一

日遭霜打，只見青松不見花。」人

的一生當放眼未來，應如青松，而

非只是曇花一現。

行程的最後，來到大溪寶塔寺，

巍峨的寶塔聳立群山之間，想到

佛光山遍布海內外2餘所的寺廟道

場，那是千萬信眾的法身慧命之

家，而在這法身慧命之家裡，也早

已有著一生中最後的歸宿。

想起星雲大師在〈祈願文〉中

的開示：「生命的來去如同薪盡火

傳，生命的火苗永不停息；生死的

轉變如同搬家喬遷，生命的主人仍

是一樣。生既未曾生，何足以慶

喜？死亦未嘗死，何足以悲傷？」

這一群可敬的菩薩義工，在心底

深深發願：追隨星雲大師的步伐，

在有限生命中，留下無限的功德，

利益群生！

北一區督導委員、組長講習國際佛光會

由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主辦，

北市北一區督導委員會及所屬8個

分會承辦的「2013年北市北一區委

員、組長講習會」，6月29日於台

北道場召開，2百50位佛光幹部出

席吸收新觀念與思維，佛光會輔導

法師覺鴻法師以「幸福與安樂」主

題，與眾探討出發掘人才拓展會務

的新方向與力量。

台北道場監院滿方法師讚歎義

工為施無畏菩薩，全球佛光山道場

最有福報的義工在台北道場，不只

活動多，結緣機會廣，大家的發心

更是有目共睹，期許佛光人凡事用

「佛心」做事，用服務利眾培植生

命活力。

北區協會副會長胡素華提出十個

「新觀念．心思維」的重要概念，

闡揚「佛光幹部領導須知」的基本

精神，說明以眾為我的無私奉獻，

要從「理」上清楚明白，會長是掌

舵者與幹部的分工有相依賴的緊密

關係，因此會長要知人善用，從鼓

勵讚嘆中發掘人才。她以自身推動

佛光會會務，卻但從不說「N0」為

例，期勉會長帶人要用心，不求回

報的付出就會快樂，在教化人心的

活動中傳揚佛法。

覺鴻法師主持，「幸福與安樂」

主題，運用讀書會分組討論模式，

將主題「淡泊知足是幸福安樂」、

「慈悲包容是幸福安樂」、「提放

自如是幸福安樂」、「無私無我是

幸福安樂」的四大內容，讓學員學

習傾聽，動腦思考，分組發表並推

派代表分享心得與感想，藉用書中

的諸多引喻及個人體驗，引伸出權

巧方便的處世方法及啟發。

下午，各分會會務推展研討：

1.落實分會分工職掌，2.如何提升

會務成長，3.落實深耕社區，4.培

養分會人才吸收新會員。由各分會

上級指導帶領與會長、幹部深入討

論，研討如何打破舊有窠臼，為分

會開拓新機。

此外，在「各分會工作報告與

問題探討」上，除會長說明分會未

來的展望，與社區合作的規畫藍圖

外，對提升會務成長均達成共識：

建議舉辦「家庭普照、聚餐、戶外

旅遊」等，經由聯誼熟悉會員互

動，有助於會務成長。此外，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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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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級指導報告，說明輔導分會的

優缺點，提出勉勵與建設性的建言

外。覺鴻法師強調，委員、組長身

分不可重疊，提議可重選及開月例

會時，讓委員、組長上台報告，不

要形成只有會長發言的一言堂，另

外，中秋節與社區合辦活動，可以

權巧方便的以「素烤」合作。北區

副會長胡素華、佛光會監事吳淑貞

均對提出大方向的精闢建言，強調

多讚嘆，包容與眾融合。主席北一

區督導長邵淑玉致詞表示，一整天

的課程內容緊湊，對佛光幹部的助

益良多，提醒眾人堅守崗位，協助

會長推動發展會務。

佛教音樂賞析佛學講座

國際佛光會松五分會，於6月15

日假台北道場召開月例會、會員幹

部聯誼會及佛學講座，除於會中

布達活動訊息外，亦通過：舉辦

「2013年佛光新人聯誼座談會/講

習會」、八關齋戒暨佛學講座、積

極推動全國各鄉鎮開拓新分會成

立、分會精緻化等案，計百餘人參

加。而在大眾引頸期盼中，台北道

場住持覺元法師，以「佛教音樂

賞析~從人間音緣談大師的弘法精

神」為大眾開啟美好的午後音緣。

首先，住持提及「因緣」是最

好的心靈法要，觀因緣、掌握因緣

法生滅，就能自在無礙，因為觀因

緣是成佛的祕訣。眾生藉因緣了

解、體悟世間無常的生滅現象，進

而悟後起修，體達無生。「修行」

困難在於眾生有許多的疑惑，因惑

造業，因業得苦，即是所謂的「惑

業苦」。了知後要去修善業，斷一

切煩惱，去除習氣。但不好的習氣

就像抽油煙機的油垢一樣，頑強難

除；就像心中的佛與魔進行拉鋸，

常常修行進一步，後退三步，在進

退之間，不斷輪迴。住持說明：雖

然修行會退步，但可多親近善知

識，多熏習佛法，仍然可以繼續於

佛道上前進。

提到佛教音樂，最常於法會中聽

到悠揚的梵唄。「梵」就是清淨；

「唄」就是音聲，「梵唄」就是清

淨的音聲，透過這清淨的音聲，讓

人心曠神怡、消除煩惱。而佛教音

樂從傳統梵唄到佛教聖歌，到大家

都能彼此傳唱的人間音緣，在在說

明佛教音樂在弘揚佛法過程中，佔

著不可會缺的地位。音樂就宗教的

弘法功能來講，具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藉著清淨優美的音聲與佛法詞

意，能夠感動教化人心。如《大智

度論》云:「菩薩欲淨國土，應求

好音。」同樣的一句話，有好的音

聲，抑揚頓挫，就很有說服力；一

個人很有說服力，就會很有影響

力。    

透過佛教音樂的欣賞、剖析，

瞭解從「人間音緣」談大師如何藉

由音樂的影響力，推動人間佛教的

弘化。大師民國38年初來台，基於

弘法赤誠，除多方面推動佛教外，

對於佛教音樂亦非常重視。大師

主張歌詞應該淺而易懂，佛法必須

與大眾生活貼進而能影響人心。以

「佛教現代化、大眾化、年青化」

的宗旨，於民國43年在宜蘭首創

「佛教之聲」節目及成立「青年歌

詠隊」。大師以「壯而不猛、柔而

不弱、淺而易懂」的歌詞，讓大眾

於歌詞與歌聲中體驗佛法並深受感

動。

透過音樂的親和力，無形中帶動

群眾投入佛教團體，接受教義的感

化進而協助弘揚佛法。許多的青年

如現今長老慈莊法師、慈惠法師、

慈容法師，當初因音樂而步入佛教

殿堂，進而終身奉獻弘揚佛法。在

弘法過程中，大師雖遇重重挫折，

但仍堅持信念，終讓佛法走入民

間、普及於群眾。

接著住持與大眾一起欣賞一系

列美好的人間音緣如：「弘法者之

歌」、「佛教青年的歌聲」、「心

甘情願」、「我願」並帶動大家

合唱，氣氛溫馨感人。住持說明：

「大師七十年來忠於自己的承諾，

不怕失敗、不畏人生中種種嚴苛的

苦難、考驗，堅忍負重，就是憑著

一句『心甘情願』！」最後，住持

勉勵大家要能夠譜出自己生命的樂

章！精采的講座在大家滿心歡喜的

掌聲中圓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