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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能離開生活！為了生存，

人首要追求的當然是物質生活；所

謂「民以食為天」，衣食住行、穿

衣吃飯的物質生活怎能缺少呢？

物質生活滿足了，其次追求的是

精神生活，例如讀書、娛樂、情愛

等等。

有了精神生活，進一步提昇，

則進入藝術的生活，例如繪畫、音

樂、雕刻、戲劇、舞蹈、文學、乃

至蒔花植草、營造生活的氣氛等，

也就是要過藝術美的生活。

緊接著要追求的是宗教生活，因

為物質生活、精神生活、藝術生活

畢竟都還是在世間的現實生活中，

如果有宗教的生活，就能昇華，就

會超越，就可擴大，就能感受到自

己進入了無限的時空裏，悠遊在無

對待的人我之外。

所謂宗教的生活，它有思想、有

意境，例如慈悲威儀、禪悅為食、

道德為家、正道為行。也就是讓我

們在世間的物用生活之外，更有未

來的希望。因為食衣住行的世間生

活終究是缺陷而不圓滿的，宗教生

活就是超越物質生活之外的信仰生

活。

宗教生活對於吾人生活品質的提

昇、人生意義的增長，關係重大。

一個人如果沒有精神生活，生命是

枯燥的，人生是乏味的；但是有了

宗教體驗的人，他可以聆聽大自然

的音樂，他可以閱讀人生百態的書

籍，他會分享人我一體的感情，他

用宗教體驗補充了精神生活的不

足。一個有宗教生活的人，基本上

他就是在向真、善、美的人生邁

進。

宗教的生活不是牆壁上的一幅

畫，它是心靈上的美感；它不是舞

蹈的韻律，它是懷抱一切眾生。宗

教的生活，讓吾人在一剎那裏，可

以看到無量阿僧祇劫的永恒；從一

沙一石裏，可以體會出無邊的法

界。宗教生活裏，所謂一切男子是

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所有眾生

都是兄弟姊妹，多麼親愛和樂的人

生啊！

宗教的生活，就如佛教徒「心包

太虛、量周沙界」，他把世界看成

是心中的世界；他把眾生看成是心

內的眾生。他可以轉苦為樂、轉邪

為正、轉迷為悟，所謂「轉娑婆為

淨土」，這就是宗教的生活。

人不能缺少福德因緣，才能得過

宗教的生活。所謂「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凡是想要享受解脫

自在人生的人兒，何不來過宗教的

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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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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教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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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道場 上燈祈福信眾獻燈點亮五方佛

元宵節小過年，有人喜歡賞花燈

猜謎語熱鬧慶祝一番，但也有另類的

祈福方式，為未來的一年祈求順利平

安吉祥。佛光山台北道場2月14日舉

辦上燈祈福活動，逾8百位信眾人手

一盞圓型光明燈，上方彩繪五方佛聖

像，由住持覺元法師領眾祈福，與會

者虔誠獻燈佛前祈願。

「燃燈供佛是光明與智慧的表徵，

佛前燃燈，乃是體達佛的智慧波羅

蜜。」覺元法師表示：「點燈有無量

功德」，依據《無量壽經》云：「為

世之燈明，乃人間最勝之福田。」他

提及《譬喻經》記載：「為何阿那律

有天眼通？阿那律原本是個盜賊，在

毘婆尸佛入涅槃後，他到佛塔中，意

欲盜取財物。因見到佛前的燈火即將

熄滅，於是用劍把將燈心撥正，使燈

火恢復光明，看著燈火的光明，令他

起了敬然心，體認別人發心供佛，他

卻淪為盜賊想偷竊，為此打消念頭離

開。」住持表示，阿那律因為於佛前

調整燈心，使燈火續放光明的因緣，

因此於九十一劫後，生於有佛法的富

貴家庭，並出家修道證得阿羅漢，成

為能目清一切的「天眼第一」。

《菩薩藏經》說明：「百千燈明，

懺除悔罪」，於佛前點燈，是仗著佛

智慧的光明，照破我們的無明，而心

開意解。住持覺元法師以貧女一燈典

故，指出點燈的心態，貧女難陀每天

以乞討為生，生活困頓，生命的卑微

與貧窮，對她而言可說毫無前途。然

而貧女因為有燃燈供佛的因緣而改變

命運，她以身上僅有的一文錢，換取

少許油「點燈供佛」，這份難行能行

的布施感動許多修行人，尤其「願此

光明照徹十方，令一切有情皆得出離

生死苦海，得無上法樂」的願心，使

貧女用至誠大願點燃的燈火通徹不

熄，因有此因緣於二十劫後，貧女難

陀成為「燈光如來」。

住持勉勵信眾學習貧女精神，難

行能行布施供養念念相續，每天發好

願都是在點燈，對周遭人施予微笑鼓

勵；即使處在人生最糟的階段，也願

意為別人付出；有這份供養未來佛的

心燈，即是與佛的心燈相應。同時住

持強調人生是佛法的實踐過程，「佛

法不只是坐而言，還要起而行」，大

家要像一株含容廣大的樹根，長出密

茂枝葉庇蔭行人。住持期許信眾擁有

一顆施予的心，力行慈悲與智慧，如

同光明燈照遍十方無有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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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八關齋戒--佛學講座「菩薩行證」(五)

2014年禪淨共修祈福法會籌備會
「2014年禪淨共修祈福法會」北

部場2月22日即將在台北田徑場舉

辦，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北區協會

2月10日晚間在台北道場11樓舉行

第二次籌備會。國際佛光會中華總

會秘書長覺培法師、佛光山台北道

場住持覺元法師、北區協會會長李

德全，副會長周聰發、胡素華、蘇

文雄與佛光會北區各分會幹部逾2

百人，一同討論，期望工作人員全

力以赴，提供優質服務，屆時讓大

眾能專注在祈福法會，福慧增長，

播下人間佛教的菩提善種。

「感謝來自各地的幹部踴躍參

與，遇到困難是我們向上的動力，

大家要能勇往直前，達成目標。」

主席李德全表示，佛光人說到做

到，2月5日回報參加禪淨共修法會

的人數逾2萬人，達到80%，還有努

力空間。他也特別感謝覺元法師提

供熱騰騰的素麵線羹，溫暖大家的

台北道場2月15日舉行今年度第

一場「八關齋戒戒會」，5百位信

眾淨心修持，由依培法師主法，眾

人在禁語修持中，度過充實的一

天。

下午佛學講座，住持覺元法師暢

談「菩薩行證」，提問：「大家想

不想成佛？」在學佛當中修福慧是

不可多得的因緣，不只修菩薩道，

也可以讓我們回身轉運。」指出

「菩薩道的起點」要從發菩提心開

始，以「四弘四願」實踐菩薩道，

度一切眾生修法門，自己要先成就

佛道，才能引領眾生學佛。「佛光

山的法師都是笑臉迎人，讓人感受

到一份歡喜心。」住持提醒「發四

無量心」，以慈悲喜捨的精神，帶

給大眾「信心、希望、歡喜、方

便」。 

「真正學菩薩要心中有人，心中

有大眾，不為自求而獨善其身。」

提及如何實踐？住持覺元法師表

示，修「四攝法」：布施、愛語、

利行、同事，點出給予一切眾生善

法，饒益有情，為眾生的利益設

想，對於有需求者給予幫助，將其

由苦難中引領至康莊大道，並強調

「心的力量」勝過一切。

如何實踐菩薩道？住持表示：

要修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

定、般若「六度波羅蜜」。覺元法

師表示，「發心有深淺，有多少努

力，就有多少功夫。」「菩薩以禪

定功夫自他安穩，守護諸根。大師

一生不必買名牌，卻能深受大眾的

尊敬，那是多生累劫修行的深化，

所樹立的無價品牌。」提點信眾不

要迷於名牌，而是重視自己的品

牌，經常與菩薩為友，發勇猛心在

修學的道上攝受善法，令自己在學

佛上歡喜。

「初發心如朝露，但是煩惱一

來，就容易被蒸發。」覺元法師點

出修行「菩薩道的次第」：「十

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

等覺、妙覺等五十二個階位」。他

說，相信很重要，「信」能安住，

實踐修行，依《華嚴經》中所云：

「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

法」，唯有深信方能於實踐上不退

轉。同時心念的修持不是稱斤計

兩的盤算，在修行的道上要自我策

勵，涓涓細水才能滴水成流，

進入菩薩道的信心之門，除了

皈依三寶，經常憶念佛法之外，還

要精勤修持慈悲喜捨，護念正見，

迴向法界的功德才能無量擴大。覺

元法師表示，菩薩的道心最要緊的

是安住在「四不壞信」的禪定法喜

上，念念為眾生是成佛的資糧，強

調萬法是修道人的善緣，八萬四千

法門是修道人的密行，將功德轉向

給一切眾生趨向佛道。相信戒子受

持八關齋戒的功德回向一切菩提，

在修行當中能滅除一切煩惱纏縛。

此外，並提醒戒子，「修行要耐得

住性子，有如初學者先蹲好馬步，

受惡罵之毒如飲甘露者，是為有力

大人，時時以助人為本，就能與菩

薩相應。」希望信眾在聞法當中能

夠起悟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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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道場

●華嚴法會

● 時間：3月2日上午9：30

●八關齋戒

● 時間：3月8日上午7：30

●生耕致富現代醫學論壇/講座

● 時間：3月15、16日，22、23日

  醫學講座：3月15、22日下午

  2：00

  醫學論壇：3月16、23日上午

  10：00~下午3：30

活 預 告

4

佛光緣美術館

胃；區協會副會長胡素華則提供點

心餐盒，讓遠從各地趕來的幹部補

充體力。

會中初步確認出席人數將超過2

萬人，各組工作負責人也分別報告

進度與協調注意事項。其中，交通

問題是活動的一大挑戰，活動當日

會有數百輛遊覽車或公車巴士，從

四面八方而來，交通動線及停車規

劃是一大考驗。

「20年來第一次在台北市內舉辦

『禪淨共修祈福法會』，各位不論

是出錢或邀約，都功不唐捐，相信

台灣在大家護持下，會更平安。」

覺培法師並以《佛光菜根譚》中的

智慧法語「安排自己能獲得快樂，

充實自己能獲得智識，掌握自己能

獲得平安，創造自己能獲得成功」

與大家共勉。

「一日佛光人，終身富貴人！」

覺元法師說，佛光人都是有智慧的

人，要談「如何給予，及不斷奉

獻」，創造自己福德因緣！法師送

給大家《佛光菜根譚》刮刮樂卡，

上面印有星雲大師法語及一筆字，

每張都是「上上籤」，能當「座右

銘」讓大家一生受用。 

最後，主席李德全帶領大家一

起進行新春團拜，他期許所有佛光

人，不論是從事外在的福田或是內

在的修為，都要發揮服務的願心，

在家業、事業與道業上發心，入菩

提道，永不退轉。

佛光緣美術館台北館「時光

微旅─中港澳臺袖珍藝術交流特

展」，於2月16日下午邀請袖珍藝

術家李惠月，舉辦「一個袖珍癡的

2009~2013」講座。

現場60位民眾報名參加，李老

師先介紹自己目前擔任公立醫院藥

師，由於規劃退休生活，想培養個

人興趣，很幸運受家人支持，所以

得以盡情發揮。

袖珍創作因緣從連續劇開始，為

陪伴孩子成長，與嚮往連續劇中場

景，而去旅行累積了許多美好的經

驗，希望在作品中一一呈現。

第一件作品始於2011年，因李老

師小時候住台南安平，長期觀察附

近廟宇搭建雕刻師傅的精細工夫，

間接影響個人對袖珍作品的興趣與

童年記憶的無限想像，進而開啟

1/12和1/24比例的作品創作。

李老師與大眾分享創作品的故

事包含：王子的住所、熱蘭遮烘培

城、畫廊一隅、北海道の朝市、流

金歲月、菁桐車站、海鷗食堂等。

除專業的材料可使用外，生活中的

東西都可運用巧思加以應用。

亦提到創作初期因袖珍藝術在台

灣尚未普遍，未能有機會與外界交

流，所以大部分遇到的問題要自我

不斷地思考，不自我設限才得以完

成。越小的作品難度越高，要細微

觀察，仔細思考加上耐心與毅力才

能完成。

李老師特別強調袖珍作品創作

者的內心都住著一位小朋友，童心

未泯的內在使其在作品創作中體會

到無比樂趣。認為袖珍藝術是老少

咸宜的一種心靈體驗，每位觀賞作

品的人都能理解到其中的細緻與可

愛。最後感謝佛光緣美術館台北館

的邀請，參與此次展出，與廣大的

觀眾透過作品，傳達與分享內心創

作的感受。本展覽期間至3月2日，

歡迎有興趣者把握機會來館參觀。

「一個袖珍癡的2009~2013」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