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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歷來人們忌諱談論的問

題，但是時代的進步，「生死學」

已經成為熱門的話題。其實，人間

最大的問題，一是「生」的問題，

二是「死」的問題。

生要居處，死要去處；有的人為

生辛苦，有的人為死掛念。佛學就

是生死學，例如觀世音菩薩「救苦

救難」，就是解決你生的問題；阿

彌陀佛「接引往生」，就是解決你

死的問題。只是因為人有「隔陰之

迷」，換了一個身體就不知道前生

後世，因此自古以來對生死茫然無

知，成為天下最難解決的問題。

其實，人之生也，必定會死；

人之死後，還會再生。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如環形的鐘錶，如圓形

的器皿，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

生死只是一個循環而已，如種瓜得

瓜，種豆得豆；種也不是開始，收

也不是結束；開始中有結束，結束

中有開始。

在佛門裏，有許多的大德高僧，

他們對於死亡的看法，認為生要歡

歡喜喜而來，死也要歡歡喜喜而

去；因為來來去去、生生死死，無

有休止啊！

從歷史上看一些禪者，有的田園

荷鋤而亡，有的自我祭拜而終；有

的吹簫奏笛，泛舟而逝；有的東門

西門，向親友告假而去。所謂「來

為眾生來，去為眾生去」，來來

去去，根本就不用掛懷。正如衣服

破舊了，要換一套新衣；房屋損壞

了，要換一間新屋；連老舊的汽車

都要淘汰更新，何況人的身體老邁

了，怎能不重換一個身體呢？

法國文藝復興時代的代表人物拉

伯雷（Francois Rabelais）說：

「笑劇已經演完，是該謝幕的時候

了！」他對於死亡表現得瀟灑自

在，毫無依戀；哲人盧騷（Jean-

Jacques Rousseau）臨終時安慰夫

人：「可別傷心，你看，那邊明亮

的天空，就是我的去處！」真是自

在人生的示範。

死亡不足畏懼，只是死亡以後就

像移民一樣，你到了另外的國家，

你有生存的資本嗎？只要你有功德

法財，你換一個國土，又何必害怕

不能生活呢？

現在社會上有「安樂死」的說

法，其實「安樂死」是要比「痛苦

生」還要好很多！快樂人生當然畏

懼死後痛苦，如果「生死一如」，

又何必「貪生怕死」呢？

佛教淨土宗稱死亡為「往生」，

既是往生，就如同出外旅遊，或是

搬家喬遷，如此死亡不也是可喜的

事嗎？所以，死亡只是一個階段的

轉換，是一個生命托付另一個身體

的開始。因此，死亡不足懼，面對

死亡，要順其自然，要處之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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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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死 泰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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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道場 國際禪學營學員參訪台北道場

7月22日風雨飄搖之夜，佛光山

台北道場迎來42位青年學子，由知

聞法師帶領下，這群來自海的對岸

青年們，經「國際青年生命禪學

營」熏習後，參訪台北道場，受到

住持覺元法師、當家滿方法師等熱

忱接待。

在14樓如來殿，覺元法師開宗明

義說：佛光山人間佛教四大宗旨，

「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

法，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

人心」，是喜樂、向上、光明的，

是以佛菩薩為榜樣，效法學習其精

神願力，過幸福安樂的生活。「國

際青年生命禪學營」善因緣，共修

獲得身心安定不容小覷。

接著，住持為學子們一一簡介

五方佛與四大菩薩的真義，佛教非

偶像迷信崇拜，禮拜諸佛菩薩，為

了去除內心的五毒，貪（財、色、

名、食、睡）、瞋、痴、慢、疑，

並以四大菩薩的悲、智、願、行奉

獻於人間服務眾生。自我覺照除五

毒，實踐四大菩薩願力，修滿自

覺與行佛兩門功課，人人可成就如

來。

最後，覺元法師說，台北道場的

成立，緣自21年來信徒發心護持，

一樓一樓逐一買下，是佛光山北部

的行政及弘法大樓，如弘法事業單

位人間衛視和人間福報，文化教育

的人間大學、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和世界總會，以及佛光緣美術館、

慈悲基金會等，都分佈在這一棟大

樓，值得體會把法寶帶回家。學員

王世悅也說：親近宜興大覺寺，認

識佛光山人間佛教令她著迷與感

動，此行處處是家的歸屬感，實在

捨不得離開。

台 北 道 場 孝 道 月 瑜 伽 燄 口 法 會

每逢農曆7月份，台北道場普門

大開超薦六道群靈眾生，初一早

上開始，為期一個月《地藏經》法

會，第一天下午「瑜伽燄口法會」

湧入3千位信眾超薦先靈，主法慧

法法師三大師等引導善男信女淨心

持誦經典普度一切眾生。

住持覺元法師開示，指點信眾

不閒言雜話心無罣礙，誦經才能攝

身守意三業清淨，持念〈大悲咒〉

時，一心觀想菩薩的眉間放光，以

大悲法水從頂而入，令身心周遍清

涼。《六字大明咒》的意義，代表

大光明、大圓滿，用自性佛性的光

明觀想與五方佛及諸佛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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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緣美術館台北館於2014年

7月19日下午2點，舉辦「春芽夏

蔭」許德麗水彩畫展開幕茶會，現

場貴賓共1百人參與。特別邀請中

華亞太水彩藝術學會會長暨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院長黃進龍院

長、中華亞太水彩藝術協會創會會

長洪東標老師，台灣水彩寫實表現

前輩藝術家陳東元老師，水彩藝術

前輩藝術家鄧國清教授、水彩藝術

家謝明錩教授等致詞。

台北館主任有法法師代表致詞表

示：「台北道場即寺院之意，佛光

緣美術館成立已有20年，台北館位

於10樓是第一座成立的美術館，來

到這兒的不必一定要是佛教徒，就

如同大家為許老師而來，感受到許

老師為辦展的作品規劃上的認真用

心，希望藉老師的作品找出回憶與

人情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院

長黃進龍院長致詞：感謝大師結合

宗教與藝術成立美術館，讓大家能

有機會來這令人歡喜體驗文化的地

方。水彩藝術家謝明錩教授提到對

許德麗老師深刻印象，第一次見其

作品「龍柱」細膩心思；第二次結

伴寫生見其尊重大自然。知名水彩

前輩藝術家鄧國清教授表示，許老

師畫作富有女性的美、光線處理細

緻、觀察入微，可以「雅緻」二字

概括之。許德麗老師謙虛表示感謝

家人、婆婆、畫友、同修的扶持，

才能快樂走繪畫創作這條路，也感

謝佛光緣美術館師父、義工的全力

幫忙，布展時才能安心。

本次開幕式中，許德麗老師也特

別邀請其堂哥，曾設計規劃佛陀紀

念館「佛光大佛」製作工程，現任

大成工程-南紡夢時代工務所副所

長許天聰先生，舉辦專題講座︰從

中國古建築-談寺廟建築之美。

許天聰介紹印傳佛教的傳播路

線，並說明中國寺廟建築的發展

史、寺廟建築的規劃概念、專有名

詞、古建築的屋頂、屋瓦之美，閣

樓、塔樓建築規劃等，更以佛陀紀

念館與江蘇宜興大覺寺施建工程實

際舉例其運用，讓現場聽眾認識基

本的建築結構，收獲滿滿。

春芽夏蔭－許德麗水彩畫展，展

期至8月31日，歡迎對水彩有興趣

的朋友蒞臨台北館參觀。

佛光緣美術館 春芽夏蔭水彩畫展開幕茶會

住持表示，「一切眾生皆有佛

性，只因妄想執著而造業。」提點

信眾置心一處持誦經文的重要。在

五濁惡世的娑婆世界，〈大輪明王

咒〉象徵三千大千世界的清淨國

土，說明《瑜伽燄口》卷下，家眷

信眾在世間超薦亡靈，文殊師利菩

薩指引累世冤親債主來參與法會，

觀想《心經》的無我境界心如虛空

及〈尊勝咒〉放光普照一切眾生，

都能令業障消除身心清淨。

專程從佛光山北上與信眾會面

的功德主會總會長滿益法師表示，

普賢十大願說：「常隨佛學」，佛

光山的信徒何其有福報，跟隨大師

為佛教奉獻心力，是大家的福報及

福德因緣，但有很多眾生還在海洋

裡面不知覺醒，六道群靈過得非常

辛苦，「瑜伽燄口法會」的功德迴

向，能帶給他們解脫的因緣。

滿益法師提及，佛教不是只有出

家眾，還有許多在家眾，做了很多

利益社會人心的義舉，讓佛教在娑

婆世界發光，信眾和義工因有無量

的福報，才有服務大眾的事可做，

有擔子可挑。他非常歡迎大家繼續

發心，護持佛陀紀念館，還有萬緣

興學建校，今年南華大學招生率成

長30％，宿舍不敷使用，考量給予

莘莘學子的舒適求學環境，呼籲大

家在不自惱不自苦的布施下，共結

興學的因緣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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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皈依三寶」，就是皈依佛、

皈依法、皈依僧。佛、法、僧稱為三

寶，就如世間上的金銀財寶，可以解

決人間經濟民生的需要；佛、法、僧

稱為三寶，表示他是精神上的財富和

寶物，有了佛、法、僧，生命才能提

昇，心性才能解脫。 

皈依三寶的真正意義，是從最初

三寶、常住三寶而皈依自性三寶，這

才是真正皈依三寶的意義。佛陀既然

說人人皆有佛性，可見皈依佛、法、

僧三寶就是皈依自己。吾人與佛同具

真如實性，所以「心佛眾生，無二無

別」。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把教主定為

主宰者，都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而

佛陀沒有以成佛為大，也沒有以眾生

為低。他認為自己是已覺悟的眾生，

眾生是未覺悟的諸佛；自性本心，同

一無二，所以皈依佛就是皈依自己的

本性。 

皈依法，法是真理。真理能普及

宇宙萬物，真理也即是吾人的真心，

它融入大化之中，無始無終。無始無

終的法性雖有呈現，在呈現中而能長

存永恒，所謂「若諸如來出現，若諸

如來不出，諸法法爾如是住。」「法

爾如是」，這就是永恒不滅的生命。

因此，眾生和佛陀一樣，可以證悟自

己的真如自性。此一真如自性，又稱

為法身，此即吾人不死的生命。凡

所有流傳在世間的「覺者的思想」、

「覺者的精神」、「覺者的文句名

身」，就是經書。所以，藏經都是佛

法，道場都是佛法，善知識都是佛

法，這一切都是人人通達解脫目標的

正道，是為法寶。 

所謂「僧寶」，亦即是代表清淨、

和諧、安樂的教團，他必須要能做人

天的模範，能做眾生和聖者之間的橋

樑。他們一師一道，同一見解，同一

思想，遵守共同的法制，享有均衡的

生活日用，他們是能代替佛陀解決眾

生苦難的指導者，是謂僧寶。 此一三

寶的組合，才能成立佛教的教團。

因此，皈依三寶無非是藉助佛力，

引導我們認識自我，肯定自我，進而

依靠自我，實現自我，找回自己心中

的自性三寶。

皈 依 三 寶 的 意 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