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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台北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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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學講座
● 時間：104年7月4日下午4:00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華嚴法會
● 時間：104年7月5日上午9:30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告活 動 預

除了文化、教育以外，慈善也

是佛光山的四大宗旨之一，只是，

在我們想，慈善救濟本來就是佛教

徒的責任，社會固然需要熱鬧的慈

悲，但更需要寂寞的慈悲；因此，

數十年來，佛光人默默關懷被社會

遺忘的苦難者，或窮鄉僻壤的災

民，亦或不幸家庭、弱勢團體等，

也就少予對外宣傳了。

在急難救助方面，往例不說，

光是近幾年來天災人禍，像台灣

九二一大地震、莫拉克八八風災

等，除了初期的積極救災，物資捐

獻、祈福超薦外，事後的家園、校

園重建，持續的心靈加油站，用佛

法紓解受難民眾恐懼等等，佛光會

的慈容、慧傳、永富、覺培和慈善

院的依來、妙僧等法師，以及吳伯

雄、陳淼勝、趙麗雲總會長，也帶

領所有佛光信眾無不全力以赴。

例如，九二一大地震災之後，

佛光會為無家可歸的居民興建永平

佛光村，提供臨時住所二百餘間，

認養三所小學重建校園費用（東勢

中科國小、中寮爽文國小、草屯平

林國小）、提供十七所學校營養午

餐、數十所學校設備、九所學校午

餐炊具、臨時教室二十餘所等。

像大陸汶川大地震，我們協助

重建木魚中學、彰明中學，捐建

醫院，重建三昧禪林等佛教道場

六十一間，捐贈救護車七十二輛、

輪椅二千台。若要再加上與曹仲植

基金會共同在全球贈送的輪椅，那

就不只幾萬台了。

國際方面，南亞海嘯、伊朗大地

震、紐西蘭大地震、日本東北亞大

地震、菲律賓颱風、馬來西亞水災

等，全球佛光人也本著四大菩薩慈

悲的精神，及時出現在他們需要的

地方，給予適當的救助捐贈。

慈善之外，教育是必須同時並進

的。為了讓貧困失學的兒童，得到

適當教育，佛光會與香港嚴寬祜長

者、鄺美雲會長等，一起於大陸興

建兩百多所佛光希望小學，助學、

蓋校舍、建醫院三百多所、領養孤

兒六百餘人等。

另外，啟動「雲水書車──行動

圖書館」，讓圖書館能夠像行雲流

水一樣，開往各地學校、偏鄉社區

及部落，縮短城鄉差距，讓孩子們

歡喜閱讀。目前，全台灣已有五十

部雲水書車穿梭窮鄉僻壤、偏遠山

區，設立了五百個服務點，加惠的

兒童豈止上萬人。以上這些慈善救

災捐贈的費用，也花了上百億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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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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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道場

佛光山開山寮特助慈惠法師6月8

日蒞臨台北道場，除了出席2015年

北區萬緣水陸法會對信眾開示外，

她親受大師囑咐，贈送信眾由大師

口述的《貧僧有話要說》一書，並

且詮釋出書因緣。

「今年三月，佛教出現一個災

難。」慈惠法師表示，由於慈濟功

德會的財務風波，引發諸多媒體竭

盡所能，惡意毀謗佛教。她提及，

根據歷史記載，中國出現四次佛教

法難，均在帝王的毀法廢佛統治

下，佛教幾乎被消滅殆盡；不可思

議的是，每次教難之後，總有高僧

能人輩出，助佛教再度興盛，大師

的《貧僧》就是為此而出。

慈惠法師表示，因慈濟功德會的

內湖開發案，導致所有佛教團體、

宮廟隨之捲入風波；殊不知，諸多

天災和社會問題，全仰賴人們對宗

教信仰的信心與力量，才得以安然

度過。

慈惠法師點出「佛光山財務透

明化」，在《貧僧》─〈我究竟用

了多少錢〉一文中，大師對佛光大

學、南華大學、均頭國中、均一國

中、育幼院、人間福報、人間衛視

等財務都一一陳述。

跟隨大師逾一甲子的慈惠法師

說，大師十分感念師公志開上人，

從小養成他沒有錢花的習慣，簡

單「三衣一缽」的出家生活，謹遵

「出家人憂道不憂貧」的訓誡；近

日更叮嚀所有的出家徒眾，要有

「清貧思想」。她指出，大師一生

因「貧」所以才得以「有」，而其

「有」則來自「廣結善緣」。大師

習慣將有限的資源發展到無限，因

應了他所說的「殘兵敗卒都能打勝

仗，破銅爛鐵也能成鋼。」；大師

一生著作無數，初步估計約2千多

萬字，做了這麼多，大師仍舊自謙

「貧僧」。

提到〈我是一個垃圾桶〉一文，

慈惠法師說，大師寫作時常常中途

被打斷，一會兒信徒、一會兒徒

弟，來請求排疑解難，他讚佩大師

有「非凡的定力」，總是不慍不

怒，心甘情願樂當一個垃圾桶。

慈惠法師提及，高雄長庚醫院院

長陳肇隆因為當年參加佛光山所舉

辦的「大專佛學夏令營」，感動當

時佛光山處於捉襟見肘，經濟匱乏

的時期，大師仍然「捨得」和大專

生「廣結善緣」，所以組成醫療團

隊，南下大高雄就近照顧大師。

「釋迦牟尼佛悟到『緣』是宇

宙的真理。」慈惠法師說，「緣」

就是條件，人生所有一切都要靠因

緣，佛光山廣結一切的善因好緣。

她提到最近剛成立的中華傳統宗教

總會，指出各地的宮廟神明，出乩

要來佛館「拜老大」（指佛陀是老

大）凸顯宗教相互尊重，同心協

力，神明聯合庇佑，世間就充滿歡

喜。

慈惠法師勉勵大眾秉承大師的理

想「給人歡喜」，學習大師的廣結

善緣，希望透過《貧僧》，讓大家

認識佛教，了解人間佛教，了解佛

光山為人間做些什麼。

值得一提的是，台大心理系教

授黃光國，深受大師的《貧僧》感

動，連載五萬多字，投稿在星雲大

師《貧僧有話要說》回響特輯裡。 

【人間社記者吳惠美台北報導】 

慈惠法師詮釋《貧僧》出書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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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光 會 全 國 督 導 聯 誼 進 修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佛光會全國督導聯誼暨進修6月

14日於福山寺舉行，主題分享「從

貧僧系列談人間佛教實踐」，由佛

光會北區協會會長李德全主持，與

談人佛光會理事許橞鄞、佛光會檀

教師鐘茂松、桃竹苗區督導饒鴻

奇、中區督導郭東鴻分享大師論述

的感言，以及個人學佛生活體證，

獲得如潮的掌聲。

李德全表示，近日星雲大師在

《人間福報》發表「貧僧有話要

說」，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的回響

與討論。其實每個督導對大師的文

章都非常有感覺，尤其是身為大師

的在家弟子，對其論述講說、人間

佛教的實踐都有很深刻體會。

鐘茂松認為，現今70、80歲的佛

光人還能為人間佛教努力，必須感

謝大師創辦佛光山、佛光會。大師

從佛館神明聯誼，應機創造因緣、

隨順因緣；大師在大陸暢談「中國

夢」，將人間佛教傳播到全世界；

大師先知先覺，從佛光寶寶至佛光

金婚系列活動。大師掌握三大點，

「就地取材（才）、集體創作、掌

握趨勢。」掌握因緣確實很重要，

佛光人要全面性的面對人生，佛光

人出世要先入世。

「無論一粒米，一粒沙，我都要

用於佛光山。」一路跟隨大師學佛

33年的許橞鄞表示，在普門寺看見

大師將普門大開，免費提供素食餐

給司機、上班族享用，讓她深受感

動。生活中她落實布施、持戒、忍

辱，一心抱持「真善心」護持普門

寺，發願勸募護持西來寺建寺。幾

年後，得知大師要興建佛光大學，

也毅然投入勸募工作，成為佛光大

學的「圓滿委員」。

饒鴻奇自幼天生弱視，家貧讓

他錯過眼睛治療的黃金期，但並沒

有對人生失去信心。年長的他雙眼

幾乎全盲，透過口述與女兒的代

讀，分享大師〈貧僧有話要說〉其

中一篇「以病為友」的體會。他每

天透過「聽」人間衛視，或由家人

讀報，獲悉大師文章的內容，更由

衷敬佩大師以病為友，化色身苦痛

為菩提的精神；從大師用心寫一筆

字，創造生命的價值。讓他面對生

病時，能以正知正見的方法，面對

人生的「老病死生」。他說，「死

亡不是消滅，沒什麼可怕，所謂往

生是移民到另一處。」看來他已經

做好準備，內心篤實，已然解脫自

在。

全家人投入童軍團服務15年的

郭東鴻，透過他長期的觀察，肯定

大師〈貧僧有話要說〉所講「讚嘆

法門」。他指出，修持讚嘆法門，

與人相處要懂得「隨喜讚嘆」、

生活要落實「三好四給」、培養

「三四五的人生」。從小耳濡目

染，看見大哥郭銘群（佛光金剛總

召）從小懂得對父母讚嘆，正面思

考，深得父母的歡喜。20多年來讓

他深受影響，他強調，讚美要出自

內心的真誠，對方才能受感動！

【人間社記者陳璿宇彰化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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