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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台北道場

●華嚴法會
● 時間：104年6月21日上午9:30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八關齋戒
● 時間：104年7月4日上午7:30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告活 動 預

為了編印《佛光大辭典》，日

本龍谷大學博士出身的慈怡法師為

我主持編務。花了十年的時間，在

一九八八年完成，大陸中國佛教協

會會長趙樸初長者，就希望我們能

把大陸的出版權贈送給中國佛教協

會去發行。這十年開支一億元以上

的費用，也在自己歡喜捨得的性格

下，就轉贈給他們在大陸出版了。

後來，聽說在亞洲其他國家如越

南、韓國，把這十大冊、三萬二千

多則詞條、約三千幀圖表、近千萬

言的辭典，都翻譯成當地語言出

版。為了佛法的流傳，我也就不去

顧慮什麼版權的問題了。現在隨著

電腦、網路的快速發展，也花了不

少費用，由慈惠、永本法師將《佛

光大辭典》重新增修，並且製作

成電子佛學辭典發行，以利大眾使

用。

《佛光大辭典》編輯完成的同

時，三十多年來，佛光山大藏經編

修委員會不斷進行《佛光大藏經》

的編修工作，將經典重新分段、標

點、校對。陸續完成的有：《阿含

藏》十七冊、《禪藏》五十一冊、

《般若藏》四十二冊、《淨土藏》

三十三冊、《法華藏》五十五冊

等。這許多大藏經，光是送教育部

代為轉贈給各大學就有三百部，還

有贈予聯合國圖書館，紐約大學、

哈佛大學、俄國聖彼得大學、英國

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等海內外各大

學圖書館等，已不只千套以上了。

目前由依恆負責《聲聞藏》，

依空負責《藝文藏》，永本、妙書

負責《本緣藏》，滿紀負責《唯

識藏》等，他們各自帶領無以計

數的義工，同步進行編纂藏經的工

作。集數十人的力量、三十餘年的

時間，除了佛光山供應食宿之外，

包括編輯義工的車馬費，印刷、出

版、運費等，也應該在五億以上

了。

耗費十餘年編輯的《世界佛教

美術圖說大辭典》出版之後，可以

說，不但震動了佛教界，也震撼了

藝文界、建築界。這套由如常法師

主持編修的二十巨冊圖典，收錄有

四百多萬字，一萬餘張圖片，九千

多條詞目。甚至，沒有出版的圖

片，在佛光山檔案裡還存有五萬多

張。除了中文版之外，有恆法師負

責的英文版也即將印行。這當中誰

又知道，為了這套佛教美術圖典，

包括資料的收集、專業人士的撰寫

稿費、翻譯、印行、出版等，佛光

山花了不只十億元以上。(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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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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僧有話要說(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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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道場

佛光山北區萬緣水陸法會外壇5

月30日啟建台北道場梁皇壇，首日

由住持覺元法師引領一千多名信眾

至心持誦〈大悲咒〉熏壇灑淨及禮

拜《梁皇寶懺》卷一。

住持開示水陸法會儀軌集三藏

十二部大藏經精華，殊勝難得，外

壇佛事不只在台北道場，包含普門

寺、桃竹苗等整個北區各分別院同

時進行，需要百位以上的法師領眾

如法如儀眾緣成就，諷誦經典的數

量是遠遠超過個人在家自修所能及

的，而外壇諷誦的所有經典，也會

總集於內壇佛事時回向，這就是內

壇殊勝所在。呼籲大家不能用散慢

的心來參加，要以戒慎虔誠、清淨

的心來禮懺。

住持說明梁皇寶懺就是幫我們

消除業障，卷一香供養，即是要修

持三業清淨，三業要如何清淨呢？ 

必須透過皈依、斷疑、懺悔而斷

結。如是因、如是果，佛陀成佛之

後還要頭痛三天但不以為苦，如是

因緣果報心甘情願，因此說斷疑就

是明因識果，明白因果只有病相

沒有病苦。在福慧修為當中不會懈

怠、種善因結善緣，懺悔自己不好

的，就能斷煩惱、離生死之苦入歡

喜地。住持以供香功德典故說明，

供養香的主要目的，在於一念修供

養的心，心意上的最上供養、也

是對三寶的尊敬供養。修行即是在

每個當下，並照顧好自己虔誠的心

念。

住持同時說明卷二是花供養，

花供養如是發菩提心、發願、發回

向心，等待開花結果，所發菩提心

便能花開見佛。如同菩薩證十地中

的離垢地，垢就是煩惱，遠離煩惱

要靠修十善，除了修十善要勸修才

是發菩提心，並且不再誤犯微細戒

律，遠離垢染，獲得三業清淨！除

此還要心繫眾生、願願為眾生，四

無量心廣行慈悲饒益眾生，就是發

回向心。

住持最後勉勵大眾不要無病呻

吟，要善用生命，能夠至心供養諸

佛菩薩，必須要有深厚的信心，自

我修持斷惡修善，定有不可思議的

功德！接下來幾天的香別仍然會繼

續為大家解說梁皇寶懺十卷、十地

與十供養的關係，預告明日下午邀

請西來大學董事依空法師為大家介

紹水陸法會緣起，相信會是一場深

具知性、感性與佛性的精彩開示，

鼓勵大家歡喜踴躍把握機會，同霑

法益！

【人間社記者莊佳寧台北報導】 

北區水陸法會台北道場梁皇壇灑淨

佛光山北區萬緣水陸法會外壇佛

事自5月30日啟建，台北道場梁皇

壇5月31日下午特別禮請美國西來

大學董事依空法師，為參加信眾開

示水陸法會緣起及遷流，近1300餘

位同霑法益。 

依空法師開示水陸法會之緣起，

施食最早追朔自佛陀時代；阿難尊

者於禪定中遇見面燃大士，佛陀當

機開示「陀羅尼施食法」。由於鬼

道眾生，並非給其食物都能享用，

故需透過完整的儀軌及佛事，念佛

迴向，來達到冥陽兩利之目的。

此外，依空法師亦談到，水陸

法會之殊勝難得，可以從其流傳之

坎坷窺知一二：在1500年前梁武帝

因夢見神僧請為六道受苦眾生作

水陸大齋，耗時三年遍覽大藏經創

製儀文後，有170年因政治動亂無

人舉辦，直至唐高宗時法海寺神英

禪師於大覺寺義濟禪師處取得水陸

儀文，再經宋、明兩朝高僧大德修

編，始得今日完整儀軌。演變至今

水陸法會已成熟具備了八個特色：

壇口最多、誦持經典最多、動員執

事最多、壇場佈置最莊嚴、懺文儀

軌最豐富、召請供養眾生最多、佛

事最莊嚴、儀文最美。

最後依空法師也勉勵在場信眾，

佛光山除每年都會在台灣舉辦北

區、南區兩場水陸法會，亦會在日

本、北美等地舉辦，當今佛光時代

的信徒是因緣十分具足之當機眾，

法師更以煮飯要一把一把地添加柴

火為譬喻，期勉大家在了解水陸法

會之利益及難得後，年年把握因緣

參加，積極成就佛道上的資糧。

【人間社記者賴敬堯台北報導】 

參加台北道場梁皇壇信眾 依空法師以法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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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讀書會總部

北區檀講師讀書會日前於金光明

寺為提高讀書會帶領人永續經營的

理念，人間佛教讀書會總部5月30

日在鳳山講堂2樓大殿展開一整天

的密集培訓，百餘位對帶領讀書會

有興趣的同好參與研習。

鳳山講堂監寺妙麟法師致詞時

表示，感謝人間佛教讀書會總部針

對推動讀書會之困境，提供培訓課

程，給予讀書會帶領人適當協助與

關懷。鳳山講堂於4月11日完成人

間佛教讀書會初階培訓；緊接著20

個讀書會於4月18日同時舉行開學

典禮；今天仍然在佛陀的見證下，

完成讀書會帶領人精進培訓。

妙麟法師接著說，在大雄寶殿、

佛陀座下讀書，充滿了光明與希

望，有著安祥的氛圍與幸福的感

覺，希望大家勤加精進，把今天所

學，運用到讀書會，讓帶領技巧更

臻圓熟。

黃美雪老師以選自《獻給旅行

者365日─中華文化佛教寶典》的

〈無盡因緣〉，為解讀材料，示範

如何透過「聞思修證」帶動讀書會

成員討論。她強調，短短197字的

短文，如果沒有老師的指導，大多

數人會「囫圇吞棗」一幌而過，體

會不出透過「聞思修證」後的重點

與韻味。

黃美雪表示，讀書，要讀通、讀

透；帶領人解讀文章須用色筆標出

段落，找出每一段文章的重點，歸

結出作者寫文章的「核心價值」，

尤其不論如何解讀，最後仍須與主

題相應。

范鴻英老師講解讀書會帶領討論

法，她指出，有效的提問是「啟發

思考」的來源，帶領人要以傾聽、

接納、尊重、包容的態度，敏銳觀

察參與者的感受與回應，有次第的

提問問題。

讀書會總會妙寧法師談到「帶領

人的精神與態度」時強調，「人」

比「書」更重要，是有效帶領讀書

會的基本原則；放大正面思考，排

解負面認知；不失對方立場，不直

指對方弱點。成功的帶領人，在聲

音、文字、肢體上，要傳達肯定、

專注的支持訊息。

妙寧法師指出帶領讀書會必備

「三心」：讀書會前「用心」準

備、讀書會中「專心」帶領、讀書

會後「關心」所得。帶領人「自我

教育」的四大方向則為：文化內涵

的培養、開闊胸襟與雅量、言行一

致的表達、肯定團體中成長。

綜合座談由彭桂芳老師主持，親

和的態度、明確的回應，讓與會者

紛紛提問。鄭彥芳提問如何在短時

間內訓練自己成為一個不怯場又稱

職的帶領人，余珮岑則問如何克服

膽怯優雅的站在人前一展專長。老

師均給予詳細回應。

【人間社記者洪佩蓮鳳山報導】

「人」比「書」更重要 讀書會成功要訣

人間衛視

踏入文壇近三十年的作家周芬

伶，以創作散文著稱，女性書寫聞

名。日前他與學生林餘佐來到「知

道」節目，要與觀眾朋友分享他的

創作歷程與精神，精彩的節目內容

將於6月6日晚上九點播出【在愛的

暮色裡 說一回蘭花辭】。

對於時下網路發達，人人似乎都

可以成為作家的時代，周芬伶認為

網路文章與散文仍有其不同之處：

「(散文)它是一個自我之書，是一

個對於自我的探索」。因此不斷書

寫，關注女性命運，在東海大學任

教的他，也不吝提攜後進、春風化

雨，為七年級作家楊富閔、包冠涵

等寫推薦序。

周芬伶談及作品《北印度書

簡》，到了遙遠的拉達克，展開宗

教朝聖之旅，在感受當地高山風

情、經過多元文化的心靈洗禮後，

對人生有了更豁達的體悟。林餘佐

也透露老師周芬伶的作品是不斷的

自我剖析，但另一面向的寫作，書

寫出與學生輕鬆相處的情形，呈現

兩種迥然不同的文風。周芬伶用肯

定的語氣表示，不斷地鞭斥自己為

的是追求存在感，是一種瞭解自己

的方式。

關於寫作，周芬伶說：「有時

候你寫一個人，就是一輩子的事情

了。」視作家張愛玲為偶像，也為

張愛玲出了兩本著作，就是欣賞張

愛玲在逆境時的強悍，而周芬伶本

身也以強悍的筆勁，繼續深入的剖

析自己與家族。

更多深刻的創作剖析，請於6月

6日晚上九點收看「知道」節目，

本集的經典講堂由莎妹劇團導演

BABOO帶來導讀《羞昂App》作品，

詳細訊息介紹請上http://www.

bltv.tv/events/2015ToKnowII/ 

查詢。

【人間社記者蘇明珠台北報導】

周芬伶悠遊散文天地 深入剖析生命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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