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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社會流行著一句話「向前

(錢)看」;舉國上下都在向錢看，

如此一個重利輕義的國家社會，你

說能有多大的成就，也就可想而知

了。

社會進步固然要經濟的發展成

長，因為有了經濟才有建設，才能

改善生活，才能製造飛機，才能加

強國防，才能養家活口，錢怎能說

不重要呢？但是，金錢一方面帶來

社會的進步，一方面也帶來了人性

的墮落。許多兄弟鬩牆，為了金

錢；許多夫妻翻臉離婚，為了金

錢；許多朋友惡言相向，為了金

錢；許多合夥人分利不公，訴訟法

庭，為了金錢；甚至於青少年為了

金錢，偷竊搶劫；不肖份子為了金

錢，犯下傷天害理的案子；還有那

許多貪官污吏，為了金錢而不能真

正為民服務，招致身敗名裂。

我們需要經濟的發展，但是我們

更需要知識的社會。

什麼是知識社會呢？讓全民讀

書，有思想、有智慧、懂得分析事

理、判斷善惡好壞；人人從知識出

發，不但能包容一家，更能胸懷鄉

里，以及社會、國家。如此看來，

知識可就比金錢更重要多了。

知識是人生的動力，人有了知

識，可以改變自己的氣質；人有了

知識，可以明白做人處世的道理；

人有了知識，可以為國為民做出建

國的方案和計劃。有了知識，商工

的品質就會不一樣；有了知識，科

學、哲學就能提升。

現在政治家由於知識不夠，所以

搞黨派、搞私利，不以全民為主。

甚至現在的教育家雖教人，但他沒

有想到，知識不光只是用來教人

的，而是先要健全自己，讓自己成

為思想知識的主人。

知識並非書讀得多就表示有知

識，知識也並非會說話、會賺錢就

是有知識。沒有讀過書、不認識字

的人，他也會有知識。六祖慧能大

師悟道，你能說他沒有知識嗎？武

訓以行乞興學，你能說他沒有知識

嗎？王永慶只是小學畢業，卻成為

台灣的「經營之神」，你能說他沒

有知識嗎？

知識者，明理也。只要他懂得做

人的道理，知道社會國家，知道大

公無私，這就是社會知識喔！

所謂知識，在個人是有道德的勇

氣，在社會是有公共的正氣，在國

家到處都能普及公理正義；所謂知

識，要知人、知事、知情、知理、

知物、知心，要能融合一切人事理

的因緣，再去給人因緣，那才是知

識喔！

我們寧可什麼都少一點，但是社

會知識不能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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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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識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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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道場 生耕致富講座-看見真實的台灣

知名導演齊柏林所執導的空拍電

影《看見台灣》，甫一推出即深獲

好評，成為台灣影史上票房破億的

紀錄片。台北道場生耕致富名人講

座，5月17日特別邀請齊導演，帶

領近千位聽眾一起「看見台灣」。

由於直升機空拍成本高，每小

時花費15萬，齊柏林形容自己就像

是個貪心的小孩，總希望能夠多帶

一部機器，拍下台灣天空美麗的畫

面。他形容自己是一個站在雲端的

攝影師，想要拍攝台灣的美景，

這部紀錄片《看見台灣》歷時3年

才製作完成。在演講中，他播放台

灣各地美景的照片，包含日月潭、

烏山頭水庫、澎湖吉貝嶼等地；其

中最特別的是一張15年前拍下的高

雄月世界，但他笑稱這是一張「遺

照」，因畫面上的月世界，現在已

經變成盛產芭樂、棗子的地區。

鏡頭轉至西部海濱，齊導演在

紀錄片中記錄雲林口湖鄉，因長年

超抽地下水養殖水產，導致地層下

陷。導演透過畫面點醒大眾，鄉民

為了生存過度使用資源，雖是出於

無耐，但面對環境與經濟產生衝突

時，勿為經濟發展犧牲環境生態，

呼籲大家能夠愛護土地。

在拍片籌備期時，齊柏林面對

許多質疑聲浪，因為在這之前並沒

有人拍攝空拍紀錄片；雖然完成創

舉，卻不被看好；因許多人認為執

行難度高、不具商業價值。但媒體

人陳文茜，對環境議題有著高度關

心，她透過自己的節目進行一系列

報導，更成為齊柏林在籌拍期間的

一大助力。

在拍攝時期，齊柏林說最喜歡拍

攝台灣人民，因「人」擁有最純樸

的情感，也最令人感動。他舉例空

拍農民插秧的畫面時，因直升機飛

過稻田時，大家總深感好奇，停下

手邊的工作，如此就無法拍到原味

的農村生活。他笑著說，總是要在

天上盤旋個幾圈，讓大家看個夠，

轉個彎離去之後再來，才能捕捉到

最真實的農耕畫面。

一塊塊閃著油亮的綠色方格，襯

著藍天，微風拂過花蓮的玉里鎮，

掀起一股股稻浪。齊柏林選在此處

送給觀眾一份禮物--在這片稻田，

用收割機曳畫出一隻隻大腳印，

想像巨人的大腳，一步一腳印踏在

花蓮的泥土上。選擇花蓮是因為先

前拍攝無米樂的台南後壁鄉，抑或

是金城武拍攝廣告的台東池上鄉，

雖然景緻優美，但齊柏林認為，後

壁鄉的稻田被現代化的高鐵穿過，

台東池上則是因為伯朗大道將田地

分成兩邊，充分顯現出人工化的痕

跡。因此，未經破壞的玉里鎮成為

齊柏林的首選，即使要花費更高的

成本飛到東部拍攝，但卻能夠獲得

最優美的景色。

在《看見台灣》紀錄片最後的

影像，一群原住民的孩子，攀上玉

山高唱「拍手歌」。當日拍攝的氣

候狀況不佳，但他們知道此一場景

對整齣影片的重要性；不顧氣候惡

劣，冒險完成此一任務。在繞玉山

頂上拍攝唱歌的孩子們時，背後有

個動人的小故事：馬彼得校長要求

齊柏林，在最後一圈飛行時能夠繞

大圈，在機上的齊導演雖不知原因

但依舊照做。直到歌曲的最後，台

灣原聲童聲合唱團的孩子高舉中華

民國國旗，飄揚在玉山頂的那一

刻，感動了機上的教官和齊柏林，

突如其來的舉動，讓機上的兩個大

男人激動落淚，同時也觸動更多戲

院觀眾的心。現場聽眾配合影像，

聆聽齊導演這一段故事，無不動

容。

從每一次的電影播映，到每一場

的演講，導演齊柏林都希望能讓更

多人看見台灣，更看見環境保護的

重要。如同他在拍攝稻田腳印前，

雨勢不停；正打算到田裡向農民道

別時，在田埂以五體投地的姿態

重重跌了一跤；他笑說自己是向土

地磕頭，雨才能停。齊導演提醒大

眾：人類要以尊敬的姿態，善待土

地，才能夠享用自然帶給我們的資

源與美景。 

18日上午邀請拍過多部紀錄片

的導演賀照緹，為聽眾說明如何

「從紀錄片看到改變的力量」。從

記者身分換成紀錄片導演，擅於觀

察社會底層，更以作品「我愛高跟

鞋」，獲得紐約當代美術館的邀

展。現在她繼續紀錄台灣小人物，

拍攝他們的生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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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和 成 服 務 最 樂 道 場 為 家 2 0 載

佛光山台北道場啟用20年來，

出現一位「活菩薩」，大家都稱他

一聲「莊督導」！舉凡修水電、壇

場布置、搬桌椅等，國際佛光會中

華總會台北金剛第二分會督導莊和

成，總是隨傳隨到。早期，他與信

徒宋秀喜等四人做資源回收，護持

宜蘭佛光大學建校，還固定一年二

次自費組團到日本本栖寺當義工；

為人服務，成為樂趣。

莊和成出生於彰化縣埔鹽鄉，

曾待過鐵工廠、從事廢銅鐵與舊報

紙等資源回收買賣，也當過菜販、

經營雜貨店。後來，因緣際會接觸

佛教；民國82年，他前往國父紀念

館聆聽大師登壇弘法，正巧得知台

北道場要於隔年農曆正月初一安座

啟用，從此，成為他的法身慧命之

家。

大殿漏水 搶救地板50天

台北道場剛成立，卻遇強颱襲

賀照緹在成為紀錄片導演前，身

分是個記者，擅於觀察台灣社會；

因和受訪者接觸的時間不常，於是

她想進一步接觸位於底層的人們，

透過鏡頭訴說故事，便一腳踏入紀

錄片的圈子。

不過，當她辭掉記者作後，決

定想做些事；她開始學手風琴，而

她第一支紀錄片也是以手風琴為

主題。另外她飛去中國、歐洲、智

利、阿根廷等地，再回到台灣。她

說，這段時間讓她幾乎花光積蓄，

但也看到更廣大的世界。

拍過多支紀錄片的她，最關心的

還是台灣社會，從台東炸寒單爺的

廟會活動，得到新的啟示。每年元

宵節，除台南鹽水的蜂炮外，另一

大活動就是台東的炸寒單。紀錄片

中的寒單爺阿成，曾經加入黑幫，

脫離幫派後重新做人，應徵工廠司

機的工作，現在已升為經理。

但是她發現，由於這些人受到社

會異樣的眼光，他們之所以成為寒

單爺，願意在元宵節的活動時，被

鞭炮炸得遍體鱗傷。因為此時，所

有人的目光都會聚焦在他們身上，

這群人也因此獲得滿足感。

紀錄片有別於一般電影，拍攝

的是真實故事；賀導演從記者轉變

成紀錄片執導人員，是因為所有的

改變和危機，都可能是一種禮物，

讓改變的問號，成為一個驚嘆號，

並帶給世人重新思考生命的一種向

度。

而下午場由知名建築師龔書章，

講說「開放的合眾‧創意的思考-

從城市、義築到社會設計」，與大

眾分享成為「義築」計畫推手的過

程。他於交大開課帶領學生加入服

務學習行列，帶領一群非建築系學

生上課，到偏鄉構造當地人所需要

的建築物，並建立給學生人文思考

能力，投入社會的同時也讓自己獲

得學習經驗。

龔書章教授認為台灣年輕人具

有相當的軟實力，除具自我意識外

且有公共意識。他提為設計提出一

些新觀念：以前設計是為誰而做，

現在是要和誰一起做，且從被動轉

為主動。在交大綜合性課程中，內

容包含服務學習、通識教育和領袖

課程，這堂課創造「義築」的新概

念，就如同義診至偏鄉地區服務一

般，義築團隊籌劃暑假的建築計

劃，至偏遠地區義務建設建築物。

而選修這堂課的人員，都不是

建築系學生；學生要能參與義築企

劃，是需經過挑選且只能在暑期參

加。因為要讓學生了解：「義工」

是不能為分數所左右，且要發自內

心；他們要蓋的不只是一棟房子，

而是建構當地人所需要的建物。最

後選修這堂的學生到台東的學校蓋

了讀書亭，以木頭構造的讀書亭，

設在操場邊，高度適合國小學童使

用，可坐可臥，在室外採光良好並

且環保。

一般大學的服務學習，通常是要

求學生掃地或於暑期至國小帶團康

活動。但龔書章認為，這些服務活

動不太具有實質意義，藉改變活動

性質及內涵，希望透過義築計畫，

推廣人文素養。身為建築師與許多

計畫推動者的龔書章認為，在面臨

少子化衝擊的台灣，希望能吸引年

輕人回到故里，活化當地環境，創

造鄉鎮更高的生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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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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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道場

●生耕致富名人成功之鑰講座-

  生活與創意(黃春明)
● 時間：5月24日下午2：00~4：00

●生耕致富名人成功之鑰講座-

 台北101的創新與突破(宋文琪)
●時間：5月25日上午10：00~12：00

●生耕致富名人成功之鑰講座-

  用LQ(學習智商）開啟亮麗人

  生(莊淇銘)
●時間：5月25日下午2：00~4：00

●甘露灌頂三皈五戒典禮

  (星雲大師主持)
● 時間：10月11日下午2點

  地點：佛光山台北道場 

活 預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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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的詩歌-詩歌人間

擊，14樓如來殿屋頂嚴重漏水。憶

及當年，莊和成表示，為減輕大殿

受損情況，他與大家每天待在道場

10小時，合力搶救並運送潮溼的地

板到新北市北海道場暫放，約50天

才完成。

後來，國際佛光會第二金剛分會

順勢成立，莊和成在60歲入會，幫

忙法會布置、修繕工程、交通維護

及法會香燈等工作。他說，搬重物

固然吃力，但透過團體合作，也找

到最佳處理流程。

為響應大師創辦佛大，宋秀喜發

起以資源回收方式籌措辦學經費，

她邀請莊和成、李順平、李水土

等人，連續四年在台北市開著二台

三噸半卡車，每天跑20至30個地方

做回收；由於各回收站屯放空間有

限，且也有與對方做約定，為了守

信，颳風下雨也要去。其中，有位

80歲的「三罐阿嬤」，常幫忙回收

並整理，還會準備3罐飲料慰勞大

家，令人窩心。

左膝痠痛 做回收竟康復

長期做回收，莊和成左膝舊疾

也意外康復。他說，22歲在陸軍服

役，有次要幫忙卸下重達30公斤的

白米，站在貨車上的人，丟下麻

布米袋，不小心砸傷左膝，此後40

年，就常有痠痛問題；但沒想到，

幫忙資源回收後，有天突然感覺左

腳一拐，痠痛就此消失。

民國91年，大師在本栖寺主持

「國際金剛會議」與「國際婦女會

議」，莊和成看到當地道場急需人

手，於是發心一年二次自費組團前

往本栖寺。莊和成表示，道場面積

約3甲，若請人打掃，須額外支出

費用，所以每年6、7月和年底萬緣

水陸法會時，會帶領其他金剛前往

本栖寺協助環境美化與壇場布置，

為常住省下龐大支出。

莊和成以不計較、不比較的性

格，秉持一師一道護持佛教。他

說，心中永遠只想為大眾服務，希

望讓佛法更興盛。

由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北區協

會主辦，北區「星雲大師《詩歌人

間》朗誦觀摩賽」初賽，5月17日

晚間於台北道場熱鬧登場。來自台

北、新北市、基隆、宜蘭、花蓮等

督導區，20個參賽隊伍近450人，

應用多元演繹詩歌篇章，展現人文

氣質，一時抒懷、詠嘆、表情、達

意裊裊旋繞全場。

依空法師表示，中國文學分為

散文與詩歌，詩、文的不同，在於

詩重視韻律，念起來有韻味、有

詩情。他以「僧推月下門」，還是

「僧敲月下門」，便在「推、敲」

二字，說明朗誦《詩歌人間》要

呈現情、景、意。台北道場住持覺

元法師表示，《詩歌人間》是大師

在這片土地超過一甲的精華，是他

生命的精髓。當你在台上朗誦篇篇

詩歌，都受到諸佛菩薩的加持，每

一次的朗誦生命也跟隨淨化。他指

出，檀講師、檀教師弘化全球，藉

朗誦詩歌的文化尖兵，在吟唱過程

可以增添更多光彩。

觀摩賽各隊伍無不費盡心思，

不但比創意、造型，也比道具與舞

蹈，製造許多舞台效果，呈現詩歌

的意涵。花蓮督導北區吟誦《生命

的藥方》訴說人心生病需要佛法

藥方醫治；北市北第三督導區朗

誦《廣長舌的佛牙》以大幅佛光大

佛圖像宣說佛陀紀念館的宏偉與意

義；北市北第六督導區吟誦《山水

生活．美好人生》由原住民風格說

出愛地球，保護大自然的重要；三

重督導區吟唱《叫一聲應萬聲》，

舞台造型張力十足，傳遞觀音菩薩

的慈悲心。

「朗誦可以深情化、動作化、劇

情化呈現，但要忠於原著作品。」

1953合唱團指導老師魏淑惠講評朗

誦技巧指出，詩歌朗誦除了字正腔

圓、咬字清晰，並注意關鍵字聲音

的提高與拉長，聲調要賦予音樂性

的節奏感。這次賽程有別以往評分

機制，除依培法師、覺元法師、區

協會會長李德全、佛光會檀教師鍾

茂松暨北區各別分院住持、監寺等

法師擔任評審並由參賽者投票，賽

制更呈透明化。經過激烈比賽，最

後由花蓮北區督導區勇奪佛光獎，

北市北第三督導區贏得菩提獎，北

市北第六區獲得菩提般若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