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和畜生不同的地方，在於人

類的思想非常發達。

人，因為有思想，因此不但能

決定自己的前途，而且還能改善世

界人類的生活。社會上，無論從事

政治擘畫，或是工商經營，或是科

技研究，或是興學育才的人，他的

思想都不會只有「一」，而沒有其

它，所以思想便有一、二、三等的

內涵和層次。

例如計劃事業，他必須有第一

案、第二案和第三案；如果與人協

商議題，他會有第一步、第二步和

第三步；如果在很多的人事擁有當

中加以選擇的話，也會有第一選

擇、第二選擇和第三選擇。甚至現

在的青年讀書要考取大學，他也有

第一志願、第二志願和第三志願。

所謂「狡兔三窟」，連狡兔都有

「三窟」，聰明如人類，在思想上

怎麼能沒有一、二、三呢？

一、二、三是個次第，可以給我

們依循；一、二、三是個空間，可

以給我們選擇。一、二、三讓我們

知道先後，一、二、三讓我們知道

開始。一、二、三給予人很多的方

便，你得到第一名冠軍，拿到金牌

固然欣慰；你得到第二名，獲得銀

牌，成為亞軍也差可告慰；就算是

得到第三名成為季軍，銅牌也能上

台領獎。因此，每個人做事，如果

在思想上能有一、二、三的次第、

順序，這不就如同擁有金、銀、銅

牌般的喜悅和方便嗎？

戰國時的田忌，和朋友賽馬，每

賽必輸，後來特別請教於孫臏，孫

臏告之曰：第一，你要以跑得最慢

的馬，去對對方最快的馬；第二，

你要以跑得最快的馬，去對對方跑

得普通的馬；第三，你要以普通的

馬，去對對方跑得最慢的馬。田忌

聽後不解，孫臏說：此乃二勝一負

之道也。

比賽場中，賽馬的勝負先要用你

的頭腦思想才能致勝。在世界上，

要求全勝，要求圓滿，只有「一」

是不夠的；應該要有「二」，還要

有「三」。在世間萬象上，一個政

府、一個家庭、一個妻子；「一」

很好，從一而終、一以貫之、一勞

永逸、一舉兩得，但是在思想層面

上便不能只有單純的「一種」想

法，應該要有思想一、二、三，如

此才會更有層次，更有見解，才能

更加昇華、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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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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一二三
大師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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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道場 八關齋戒暨菩薩行證佛學講座

9月14日舉辦八關齋戒戒會暨住

持覺元法師「菩薩行證」佛學講

座，這是大殿首次移至11樓後首

次舉辦之八關齋戒，計2百50人參

加；佛學講座則有5百餘人聽講。

此次佛學講座，由佛光山台北道

場主辦，仁愛、祥和、汐止二分會

承辦，恭請台北道場住持覺元法師

承接上次的講題，再次跟戒子與信

眾分享「菩薩行證（二）」。

「行即是實踐，勇猛精進；要行

菩薩道，修持是具體表現。」覺元

法師首先說明菩薩道修行實踐的重

要，即「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上求佛道有精進勇猛之心，如初

一、十五參加法會修持、星期六共

修法會、報名社教課程充實內學、

此外還有義工服務工作，均可累積

福德資糧。藉此引度他人，以期自

利利他。深入強度有強有弱，就如

菩薩道修學次第，若精進勇猛，果

報亦不同。

在分享的過程中，覺元法師以

四大菩薩「不為名聞利養，不耽世

間欲染。不怕佛道甚遠，不畏眾生

難渡。不求個己解脫，不望當生成

就。不滯人天福報，不欲聲聞讀

覺。」為例，說明菩薩化身在世間

就是一種修學菩薩道的典範。發菩

提心去行菩薩道，要依法不依人；

心是真心，不怕苦、不怕難，學習

菩薩八正道的真心，才是純正勇猛

的修行。

最後，覺元法師也期勉大眾以

省庵大師所著〈勸發菩提心文〉中

發起菩提心的十種因緣：念佛重恩

故、念父母恩故、念師長恩故、念

施主恩故、念眾生恩故、念生死

之苦故、念尊重己靈故、懺悔業

障故、求生淨土故、念為正法久住

故，發起真切的菩提心，精勤不

懈，自然龍天歡喜，佛道可成。

「第二屆星雲人文論壇」15日在

高雄佛陀紀念館大覺堂舉行，由遠

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公益信

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及國際佛光會

共同主辦，今年論壇主題為「看見

夢想的力量」，邀請佛光山開山宗

長星雲大師、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

得主莫言、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

創辦人高希均，進行專題演講及座

談，超過2千人參加。

上午第一場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莫言專題演講「文學家的夢想」，

下午第二場為星雲大師講演「宗教

家的夢想」，接著是高希均講演

「經濟教育家的夢想」，最後一場

「人文論壇」由遠見‧天下文化事

業群發行人王力行主持，星雲大

師、莫言、高希均共同與談，人類

因夢想而偉大。

第二屆星雲人文論壇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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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故事的人」莫言，發揮說

故事的魅力，透過許多動人的小故

事，表達對人性歷史與社會結構的

深邃觀察，呼籲富裕時代更要珍惜

糧食、弘揚佛法解決殘酷殺戮，並

發願把寫作方向轉回檢視自我，悲

天憫人的終極關懷。「我的夢想，

離不開『食物』與『讀書』。」

成長於長期飢餓與失學的環境，莫

言曾夢想擁有破廟老和尚的「穀

穗」，幾粒米就熬出餵飽十數位壯

漢的一鍋粥；夢想成為作家，只因

成名可以三餐吃餃子；夢想成為

軍人，因為可以衣食無缺、遠離鄉

村、走入城市，「翻身」改變自己

的命運。

而大師以十個代表人物來說明佛

子的夢想，並以「中華團結，萬家

生佛；社會和諧，人民安樂」四句

偈，說出他身為宗教家所懷抱的夢

想。大師舉地藏菩薩「地獄不空，

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

說明佛子自度度人的願望。第二是

唐朝鑑真大師，在12年內歷經6次

失敗才到日本，而當時幾乎失明。

他說：「為大事也，何惜生命？」

從鑑真大師身上看到堅持就能圓

夢。接著是唐朝玄奘大師「寧向西

天一步死，不回東土一步生」的

求法決心為例，說明佛子對國家文

化、歷史、人間道德的貢獻。

第四個是以趙樸初居士為例，大

師以趙老詩：「登岸何須分彼此？

好從當下證菩提，精進共相期。」

第五位為印度阿育王，說明阿育王

時代與中國秦始皇相近，但刀不能

得到勝利，法的勝利才是勝利。

第六位是六祖慧能大師，以六

祖的無相頌「菩提只向心覓，何勞

向外求玄？聽說依此修行，天堂只

在目前。」勉人印證真心，找到自

己。第七位為太虛大師，其「志在

整理僧伽制度，行在菩薩瑜伽戒

本」，大師認為，提倡佛教改革的

太虛大師，雖然未能完成此志願，

卻影響青年僧接續他的路徑，故呼

應太虛大師提倡人間佛教。

第八位是慈航法師，其詩：「只

要自覺心安，東西南北都好，若有

一人未度，切莫自己逃了。」勉眾

發菩提心。第九是憨山大師，他的

醒世歌：「紅塵白浪兩茫茫，忍辱

柔和是妙方；到處隨緣延歲月，終

身安分度時光。」勸眾活在當下。

最後大師希望中華民族團結起來，

不分彼此，平等相待，每個人各自

發揮作用，和諧安樂，獲得幸福，

活得歡喜自在。

高希均教授，以「在美國學到

的新觀念、四個輪子缺一不可、經

濟發展的重要性、教育的關鍵角

色、經濟教育工作者的夢想、中

華情懷」等經濟、教育、和平議

題，與大眾侃侃而談「經濟教育學

家的夢想。」身為台灣經濟學家的

他表示：「消滅貧窮、饑餓、落後

是經濟人的夢想，而經濟教育學家

的夢想是：人人受教育就有生存的

本領，人人有工作就有活的尊嚴，

人人有賦稅的能力與真誠就會產生

文明，人民有盡公民的責任與熱情

就會永續發展。」並在演講中指出

對中華的情感：「對中國百年的屈

辱有悲情，對中華文化與歷史有熱

情，對中華錦繡河山有鄉情，對本

土與原鄉有真情，大陸增加誠信，

台灣增加自信，兩岸增加互信，在

互信中建構兩岸和平」 

「人文世界論壇」，由遠見．

天下文化事業群發行人王力行提

問，邀請大師、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莫言、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

人高希均教授暢談「看見夢想的

力量」，並給予年輕人追求夢想的

建言。王力行提問大師，寫了「登

高望遠」、「前進的思索」及「莫

言說盡」三幅字，分別送給大陸總

書記習近平、高希均及莫言，對他

們各有何期許？大師說：「登高望

遠」贈給總書記，期許他在高的位

置要看得更遠，尤其對兩岸關係、

國家未來的前途；贈「前進的思

索」給高希均，提及人要前進外，

還要有組織、條理，才能有思前顧

後的前進。至於贈「莫言說盡」給

莫言，「不是說文字說完了，好話

再多也說不盡，說盡即是無盡，祝

福莫言未來有更多的著作。」

談及著作《生死疲勞》中引用

《八大人覺經》的經文，他表示，

將五、六十年代農民公社的小人物

故事，發展成長篇小說，從中看見

中國社會50年來的變化。莫言說：

「當看到《八大人覺經》中的『生

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身

心自在。』這段經文時，發現人類

社會的悲劇與喜劇，源自於欲望；

站在高的角度看社會，希望以具體

的人物故事來呈現此中的點滴。」

而大師、高希均教授及莫言，

也對年輕人追求夢想提出建議。莫

言簡短而有力地說：「年輕人暫時

不要追求文學夢，多到佛光山聽大

師演講。」大師則勉勵青年，「給

人接受」是做人一生最重要的事，

有禮貌、責任、道德、學問就能讓

人接受，找不到知音、人緣不好要

檢討自己，不能一昧責怪他人。高

希均則呼籲年輕人要敢作夢，要從

小格局變大格局，養成敢冒險走出

去，為自己負責的獨立性格，離家

出走創天下才有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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