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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光山台北道場

●彌陀佛七法會
● 時間：104年1月3~10日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

佛光山人間大學台北分校

●三好禪修冬令營
● 時間：104年1月28日~2月1日
   對象：國小、國中、高中(分班)

   地點：台北道場11樓 

告活 動 預

為什麼稱念阿彌陀佛有如此大力

量？阿彌陀佛四個字是「無量壽、無

量光」的意思。無量光象徵阿彌陀佛

在空間上，如同麗日普照無遠弗屆，

光芒四射恆常不變，阿彌陀佛度化眾

生的慈悲也是綿延不絕，所度的眾生

更是無涯無際。無量壽代表阿彌陀佛

在時間上，生命亙古常新，不生不

滅。宇宙萬物唯一超越時空侷限的

「阿彌陀佛」，就是真理本身。唯有

阿彌陀佛四個字，才能橫遍十方、豎

窮三際，無所不包，無所不容。

有一次我主持佛七，這期間對念

佛有特別的體會。有一天早上醒來，

刷牙、盥洗時，口中自然稱念阿彌陀

佛；清水浸灑臉上，如同承受阿彌陀

佛的甘露法雨，那麼清涼舒服，一下

子神采都飛揚了起來。吃飯的時候，

也在念阿彌陀佛，感覺上不是在吃

飯，而是在供養佛陀，流露著無量功

德的喜悅。走在路上一步一步地也在

念阿彌陀佛，感覺不是腳力在走，而

是羽翼在飛，那麼輕盈自在，身心如

釋重負地寬闊起來，真是無上的快

樂。這種身心的闊大，帶領我走入

「無我」的境界。整個身心融入虛空

之狀態，而「空」一直是我受益匪淺

的寶藏，所謂真空生妙有，從阿彌陀

佛的四字洪名之中，生出無限的功

德。

從念佛當中體驗到宗教的信仰，

是必須經過透悟的。一直到現在，我

習慣成自然隨時隨地都是一聲阿彌陀

佛。甚至坐在車上，看到窗外沿路的

電線桿，我每見一根就口誦一聲阿彌

陀佛，一根一聲，交互成趣。每根柱

子彷彿都是如來現身說法，我從中證

悟了佛法就在一切日常機用的道理。

目前社會普遍呈現精神壓力的緊

縮狀態，人人要求安身立命已相當困

難，何況還要建立一所身心安住的家

園，更是不容易。如果能把念佛當成

日行一務，天天去念，自然修行有

成，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有精

誠做憑據，便能找到安住身心的地方

了。

從前有一個姓王的人，他開了一家

打鐵店，每次一邊敲敲打打，就一邊

稱念阿彌陀佛，幾十年過去了，一直

都維持念佛的習慣。他預知自己即將

往生淨土，於是就坐在打鐵的台上說

了四句話：「叮叮噹噹，久鍊成鋼，

時辰已到，吾往西方。」然後恍似老

僧入定，立地圓寂了。因此，不論從

事什麼行業，都可以藉念佛的修行，

求得身心的自在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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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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佛淨化身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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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道場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論 與 實 踐 ( 2 )

人間佛陀在弘法度眾方面，有幾

項特色：

第一、弘法語言平民化

古印度相信人是由梵天所生，因

出生不同而劃分為四姓階級。梵天

所說的語言就稱為梵語。在佛教興

起之前，印度有許多不同的宗教流

派，婆羅門教屬於其中的多數，他

們藉由各種祭祀儀式以請求梵天的

協助，或者在戰爭勝利之後感謝神

靈的幫助，梵語也是宗教儀式中唯

一使用的語言，唯有擔任祭師的婆

羅門才能懂得梵天的語文，一切與

梵天的祭祀、溝通都必須以婆羅門

為媒介。

有別於婆羅門，佛陀拒絕弟子

要求依婆羅門傳統以梵語為統一的

傳教語言，因為佛陀認為語言只是

工具而不是目的，所以允許弟子以

自己的方言語音來持誦佛陀所說教

法，就是佛陀本身教化弟子，所用

的語言也是平民化的語言。這也代

表佛陀的教法不只是貴族的專利，

平民百姓也是佛陀要關懷、照顧的

對象。

《毗尼母經》云：佛告比丘:

「吾佛法中不與美言為是。但使義

理不失，是吾意也。隨諸眾生應與

何音而得受悟，應為說之。」佛陀

的意思是，只要不使我所說的道理

失真，就是我真正的意思了，隨眾

生需要什麼樣的語言才得以開悟，

我就為他說什麼語言。

星雲大師弘傳的人間佛教首重

「本土化」，本土化的第一項工作

就是「語言本土化」，大師說：

「語言是重要的溝通工具，比方到

了美國，就使用美語；到了巴西，

就講葡語」。也是因為語言本土

化，佛教才能夠融入當地。

因此，佛陀才主張弘法不一定要

使用梵文，尤其印度的種族多，方

言也多，使用當地語言，佛法才能

深根普遍。佛陀接著又說，在我的

佛法中，不重視華麗的語言，而要

樸素的、真實的，要使眾生能夠理

解就足夠。

《四分律》:「佛言：汝等癡

人！此乃毀損，以外道言論而欲雜

糅佛經。」佛陀告誡弟子，不應該

用外道的語言來講說佛法，外道指

的就是婆羅門。

「佛言：聽隨國俗言音所解，誦

習佛經。」應該用當地國家的風俗

語言，來誦讀、傳授佛法。

佛陀尚未出家前，就已經通曉

五明（聲明、工巧明、醫方明、因

明、內明），其中，聲明的內容涵

蓋了語言學、訓詁學等，可以知道

佛陀本身的語言造諧相當高明。成

道之後的佛陀，依據經典記載，佛

陀能夠「一音演說正法，隨有情類

各令得解」，以現代方式來詮釋，

就等於不需要翻譯，各國人士都能

夠聽得懂佛陀所說的語言。

甚至，佛陀是無言說教，經載，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

世尊咄云：「吾四十九年住世，未

曾說一字，汝再請轉法輪，是吾曾

轉法輪耶？」《六祖壇經》亦云：

「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

在高深的境界裡，往往是超越語

言、言語道斷的，人間就必須透過

語言溝通，但語言性屬粗糙，經常

產生誤會，所以佛教提出「依義不

依語」，在佛法弘傳的過程，佛陀

要求必須用大眾聽得懂的語言。

第二、四姓階級平等化

佛教教團的創立，從「平等性」

出發，目的就是為了打破種姓制

度。印度的種姓制度將人分為四

等：一、婆羅門，即宗教祭祀師；

二、剎帝利，貴族，佛陀就是出生

於剎帝利階級；三、吠舍，即士農

工商一類；四、首陀羅，即賤民。

在印度只有貴族享有信仰宗教的

權利，但佛陀認為好的道理應該是

人人共享，僧團就是佛陀為了打破

四姓階級、提倡平等而建立。佛陀

度眾的對象無有揀別，信仰佛教不

分階級制度、不問身份貴賤，皆普

遍攝入，大開方便之門，因此佛門

又稱為「普門」。

翻閱經典，可以發現諸佛菩薩皆

出生於世間最苦之處，佛教稱之為

邊地，因為愈是苦難，愈需要諸佛

菩薩慈悲、智慧的教化，這也是佛

陀人間性格的展現。

佛陀對人間的關懷也表現在度眾

的先後次序上。佛陀成道後三年，

回到故鄉迦毘羅衛國說法，釋迦族

中有七位王子聞法後心生歡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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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陽春豈等閒，幾多辛苦化

甘甜；如今但祝朝朝舞，當信人生

三百年。」12月26日佛光山榮譽功

德主暨首泰建設董事長羅李阿昭歡

慶73歲生日，家族親友及公司一級

主管於佛光山台北道場啟建祝壽法

會，共計400餘人與會。

住持覺元法師開示《藥師經》

意涵，指出《藥師經》很重要的特

色，在於十二大願感召功德，其中

又以去除眾生病苦厄難，是身心靈

法藥的醫師；能增福延壽，琉璃光

能去除一切幽冥黑暗，家庭、道

業、事業，都能受到藥師如來日月

加持光明遍照，令一切眾生現世安

樂，最為世人所信受。

羅李阿昭說，她這一生充滿了感

恩，感恩父母的養育，感恩大師在

佛道上的引導，感恩子女的成就，

感恩同仁的奉獻，更感恩蓮友的祝

福，未來只有更精進、更努力、更

發心、更護持，才能上報四重恩。

覺元法師說，傳家之寶眾多，

有以祖訓傳家者，有以稀世珍寶傳

家者，有以萬貫家財傳家者，而阿

昭師姐以「信仰」傳家。不僅自己

學佛、行佛，子孫信仰傳承，好朋

友也全是佛光人，尤其最難能可貴

的，每年的祝壽法會，公司一級主

管也必定全員到齊，一同虔誦藥師

經。阿昭師姐以她的影響力，讓佛

光普照大眾，是佛光楷模的典範代

表。

佛光山三好體育協會會長賴維正

認為，親近佛光山20餘年，一路來

在這裡學習、成長、結緣，感謝眾

多善知識的成就，其中最感恩的就

是阿昭師姐。「她告訴我，我們不

只是同參道友的關係，她就是我的

大姊，對我的關愛就如同親弟弟一

般，而我也經常受到阿昭師姐的愛

護與提攜。」賴居士也分享，阿昭

師姐的感召力，是連三尺童蒙也能

夠感受到：「多年前，我曾問阿昭

師姐的孫女長大以後的志願，是要

當老師？還是當總統？那孫女明確

地說：『我要做羅李阿昭！』」

祝壽法會結束，住持代表星雲大

師致贈「福星」墨寶，讚許阿昭師

姐力行施比受更有福的教誨，不僅

在家庭中子孝孫賢，事業上也與公

司同仁齊心齊力，在佛光大家庭裡

更如福星般地照耀，帶給佛光人許

多的溫暖與關懷。 

【人間社記者陳秋玉台北報導】

羅李阿昭73歲壽誕 兒女、幹部台北道場慶生

約要追隨佛陀出家。七王子悄悄地

帶著專為王子理髮的賤民─優波離

出宮，在路上要優波離為他們剃

髮，作為出家前的準備。

為王子剃完髮的優波離，在回

宮的路上，想起自己因身份低賤無

法一同出家而傷心落淚，這時，佛

陀弟子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恰巧經

過，了解原由後，親自帶著優波離

回到精舍見佛陀。佛陀隨即為優波

離落髮，並授記優波離將來必能宣

揚佛陀的正法。

七日後，七王子正式出家，見到

早已位居僧列的優波離大感意外，

在佛陀的要求下，向師兄優波離頂

禮。佛陀以這樣的方式教育優波

離，佛性人人本具，不因身份階級

而有別，同時也折服了七王子出身

尊貴的傲慢之心。

以賤民階級出家的優波離也不負

佛陀期望，在佛陀入滅後，第一次

的經典結集，就由優波離擔起律藏

結集的重責大任。

佛陀度眾對象的身份相當廣泛，

七王子屬貴族，也是佛陀自己的堂

兄弟；鄰國的國王頻婆娑羅王、波

斯匿王，王妃韋提希也皈依佛陀；

佛教第一位比丘尼─大愛道，出家

前名摩訶波闍波提，是佛陀的姨

母；舍利弗、目犍連則是外道皈

依；賤民則有擔糞的尼提、理髮的

優波離；首陀羅族的摩登伽女，其

他如蓮華色女等，無一不是佛陀度

化的對象。

【人間社記者程麗麗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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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參學之旅」一行34位來

自香港佛教學院的學生和佛光青少

年，12月28日由香港佛光道場住持

永富法師帶領，參訪佛光山台北道

場，住持覺元法師親自接待。

覺元法師為學子介紹如來殿，代

表去除人性五毒心─貪、瞋、癡、

慢、疑的莊嚴的五方佛。這五種心

就像毒藥，會妨礙修行，使人造作

惡業，因此清除五毒心是學佛必修

功課。

覺元法師以「壞脾氣與拔釘子」

的故事，闡述人往往因一時壞脾氣

發作，而造成永遠難以抹滅的傷

口，強調降服瞋心的重要；而透過

精進修持、深入經藏，是去除愚癡

最好的良方。覺元法師解釋，慢有

「卑慢」、「傲慢」兩種，「我慢

高坵，不出德水」，自我傲慢就像

高山，留不住水；而山谷能匯集

諸方之水。大地萬物因水而生，水

之功德無量無邊，為人謙卑如水往

低處流，虛懷若谷就能承載更多功

德。

覺元法師指出，大師要大眾勇

敢說出「我是佛」，因為「我是

佛」，所以能慈悲喜捨；「我是

佛」，所以要禪淨戒行、熄滅貪瞋

癡慢、勇於承擔精進修行。最後，

覺元法師勉勵學子和佛光青少年，

從念佛、拜佛、進而行佛所行，積

極奉行大師的「自覺行佛」。 

【人間社記者吳惠美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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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佛 教 學 院  參 訪 佛 光 山 台 北 道 場

「一字禪書法展」運用多元字

體、筆墨濃淡、顏色、插圖的創新

思惟，寫下佛教、道教、基督教等

常見文字，重新闡述書法藝術美

感，佛光山人間大學台北分校講師

暨中華書法傳承學會理事長潘慶忠

與學員聯合展出一百零一幅作品，

即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於台

北市大同區戶政事務所文化藝廊展

出。

潘慶忠指出，「一字禪」意謂從

一個字發揮不同字形體，以圖樣、

色彩、線條闡述字的涵義，從甲骨

文、大篆、小篆、行書、草書等，

加上各朝歷代書法家的書法字體風

格，從中了解各種字體特性做變

化，透過蒐集刻印、草書、篆字等

書法專用字典，將單一字體全貌或

拆解後再創新發想，因此字體組合

將會千變萬化。

展出作品給人感覺耳目一新，例

如：〈馬〉加入英文字，〈佛〉使

用日本漢字，〈智〉以多種顏色字

體圍繞一圈，外型如密教曼達拉，

象徵佛教大圓鏡智涵義，不僅增添

欣賞書法趣味性，也引導大眾對單

一文字有多元思惟方式。

潘慶忠表示，書法教學長達四十

多年，以前遵循古詩詞、對聯等傳

統寫法，多次參觀國際書法展覽，

受到日本的前衛現代書道影響，近

半年自我嘗試創新，更鼓勵不要單

從字意來發想，嘗試將字體上下拆

解後做字型變化，或加入景象、圖

騰等方式襯托字體意境。 

【記者林洛瀅台北報導】

一 字 禪 新 思 惟  展 書 法 藝 術 美 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