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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台北道場

●秋季梁皇法會

● 時間：104年10月17-21日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告活 動 預

記得閻錫山在台灣做行政院長的

時候，講了幾句話，一個人的完成，

要做到金錢買不動，愛情誘惑不動，

威脅恐嚇不動；不能這樣，人就會給

金錢壓扁、給愛情拖累、受恐怖威

脅。貧僧認為，假如一個人能把因緣

看清，明白一切緣起緣滅，就能夠不

被動搖。不要光是看錢，要看因緣，

因緣裡面有大眾，因緣裡面有世界，

因緣裡面有人我關係；真正的金銀財

寶、法身慧命，都在因緣裡。

貧僧歡喜看書，沒有錢買書，喜

歡參學，沒有旅費，一心想要為佛教

做什麼，例如辦學、護教、度眾、安

僧，可是我都沒有錢。這時候，才感

覺到金錢對我們還是很重要，但這也

不能怪誰，因為我沒有因緣獲得財

富，也無可奈何。不過，人事因緣很

奇妙，當你因緣不具備的時候，煮熟

的鴨子都會飛了，當你具備因緣，你

不去找錢，都有人自動的送給你，給

你助緣。

我記得三十年前，有一次，我在

台北普門寺停留的時候，一個老太太

拿了十萬元，硬是朝我長衫的袋子

放，並且很嚴厲的跟我說：「這個

錢，是給你的，不是給佛光山的。」

感謝她賜給我這份好因緣，但是，連

貧僧個人一切都是佛光山的，我怎麼

能私自的接受這一份厚賜？在佛光

山，職位高的人不可以管錢，管錢的

都是小職事，錢和權是分開的；因

此，我還是把它交給常住，讓常住做

一些建設功用。這才明白，原來，因

緣不是個人的，是大家共有的；我們

生活在大眾中，原來我們就生活在因

緣裡。

記得有一次在香港機場過境，因

為兩個小時後才有飛機可轉，實在無

聊，就在免稅店旁觀看。我在文具店

裡看到一樣東西（現已記不清是什麼

了），當時覺得非常有用，想要買

它，可是身上一塊錢也沒有。忽然看

到慈惠法師從遠處走來，我就跟他

說：「請你借我五十塊港幣。」他問

我做什麼？我指一指要買的文具，他

竟決然的說：「哦，這個我們台灣多

的是。」大概他還有另外緊要的事，

就揚長而去了。

我茫然若失，覺得不要錢也不

好，以後還是身邊要有兩個錢，就不

致受這樣的冷落。但貧僧生性如此，

年近九十，不蓄金錢、不愛金錢，早

已經養成習慣。

說貧僧沒有錢，也非事實。當我

四十歲的時候，要建設佛光山，當初

立志不建寺院道場的我，為了一群年

輕的學子，不得不建一個叢林學院，

讓他們安身讀書。這時候，說也奇

怪，當我這樣發心以後，很多的因緣

就集中而來，接受了佛光山這塊貧瘠

的山坡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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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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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道場 文廣新局訪台北道場 簽訂友好博物館

蘇州文廣新局局長陳嶸、蘇州

博物館館長陳瑞近、蘇州文廣新局

產業處處長王小林、蘇州圖書館副

館長宋萌、蘇州文廣新局辦公室副

主任王培華訪台，由佛陀紀念館館

長暨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執行如常法

師、副館長永融法師陪同，10月7

日參訪佛光山台北道場，與住持覺

元法師於如來殿會面。

覺元法師向貴賓介紹具傳統與現

代風格的如來殿，他表示，殿堂氛

圍營造最佳的教學情境，鼓勵人從

拜佛、念佛、求佛乃至行佛所行。

他說，佛陀慈悲如同父母一樣愛護

眾生，更是一位教育家，也是我們

的學習對象。

殿堂裡供奉的五方佛，代表除五

毒、成五智，以四大菩薩悲、智、

願、行為實踐之法門，勇敢承擔星

雲大師提倡的「我是佛」，能為人

生開啟無限美好的未來與希望。

覺元法師說明，信心很重要，

夫妻起疑心，造成家庭不和諧，不

管是家庭、商場或國家，都要摒除

疑心，上下相連才能成就事業。並

強調，五方佛不是崇拜的偶像，而

是人們應學習的品格昇華、精神榜

樣，鼓勵貴賓共同實踐大師「自覺

行佛」的理念。

蘇州博物館館長陳瑞近盛讚，人

間佛教的豐富內涵與弘法利生的多

元事業，超乎他們的想像！

如常法師表示，此代表團將於

近日與佛館簽訂「友好博物館」。

他說，今年在蘇州「星雲大師一筆

字書法展．二○一五中國大陸巡

迴」，是促成此次大陸代表團來

台，簽訂「友好博物館」5年合作

協議的因緣。

【人間社記者吳惠美台北報導】

台 北 道 場 知 賓 培 訓  人 間 大 學 飄 茶 香

為提升知賓的接待禮儀、培育

優質的知賓團隊，佛光山台北道場

於10月6、7、8日三天，為人間大

學台北分校知賓連續舉辦三梯次的

茶藝研習課程，邀請茶人詹桓宜授

課，課程內容包含茶席佈置、茶具

擺設、茶葉品種、產地特色與沖泡

技巧，共近50人參與講習。

課程開始，首先進行茶席佈置

的自由創作，之後透過正式茶席的

規範說明，讓知賓們了解茶席擺設

是品茗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在台

灣，茶席佈置可說是茶文化的極致

展現，專業的茶席呈現出茶藝、花

藝、情境、音樂、美術之集大成，

讓品茗的茶友在入席落座時，就能

感受賞器品茗的清靈雅致。現今茶

席中所使用的茶巾、杯托等設置，

則是受近代日本茶文化之薰陶。

在介紹茶葉品種時，桓宜老師

細心解說台灣茶葉的特色，其中以

高山茶更是茶之翹楚，一般在海拔

1000公尺以上就可稱做高山茶；台

灣製茶分為三大類：一、不發酵。

二、部份發酵。三、全發酵。

不發酵茶以綠茶、碧螺春為代

表；部份發酵茶則依發酵程度不

同，著名的有文山包種、鹿谷凍頂

烏龍、鐵觀音及東方美人等皆各具

特色；全發酵的紅茶，以近年研發

出的阿里山高山紅茶最具風味，它

結合紅茶的甘韻及阿里山特有的山

韻，廣受市場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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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就能欣賞不同的風格、畫

派，不管是油畫、水彩、攝影等中

西合併的作品，透過藝術之美，讓

愛好藝術者享受一場心靈的饗宴。

10月3日佛光緣美術館台北館舉辦

「緣聚彩陽─彩陽畫會聯展」開幕

式，由24位藝術家共同聯展。

蒞臨貴賓有中國水彩畫會會長

舒曾子、國際知名抽象畫大師詹阿

水、中華兩岸企業發展協會理事長

林保友及秘書長葉嘉毅、台北市文

藝協會理事長楊月明、中國美術協

會理事長暨彩陽畫會王愷教授等百

位貴賓。

佛光緣美術館台北館主任有法

法師表示，佛光緣美術館以免費場

地接引藝術家參展，讓藝術種子不

斷生根萌芽，至今全球已有24個分

館。也說明王愷教授及舒會長，同

是佛陀紀念館2013年舉辦百位畫家

畫佛館的藝術家之一。1994年為籌

措宜蘭佛光大學建校基金，舒會長

捐贈2幅畫作義賣，因藝術家共襄

盛舉，也因為佛光大學的因緣，造

就了佛光緣台北館的緣起。

年屆90的舒曾子自述與佛光山結

緣極深，佛光緣美術館成立後曾二

度參展，之後又參加佛陀紀念館百

位畫家聯展。他表示生老病死乃世

間常態，如何能在磨難中保持善良

愛心很重要；美術是將天地萬物集

於方寸內、包容極廣，能夠接近藝

術是非常快樂的事。

舒會長指出，一幅令人百看不

厭的好作品，是意在筆先、累積多

年技巧與人生經歷才能一氣呵成，

除了技巧磨練，平時也應多方涉獵

不同領域書籍，豐富自己內涵，才

能使作品達到真、善、美、聖的境

界。

國際知名抽象畫家詹阿水表示：

「從事繪畫已50年，因喜歡從未倦

怠過；鼓勵所有畫友，有機會就參

展，只要堅持走下去，成功非你莫

屬！」

王愷老師表示，彩陽畫會從最初

5位成員陸續增至如今24位畫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特風格。也指

出之前參加新竹美術評審工作，對

象從國小組至大專組，在過程中深

感作者年齡越大、技巧越好，卻越

缺少天真特質。他強調藝術是追求

真善美聖，並非為實質利益而畫，

建議畫友在技巧達到某種程度後，

應多讀書；藝術不一定要為什麼目

的而作，不要被世俗利益而迷失追

求真善美的初心。

「緣聚彩陽─彩陽畫會聯展」，

將於佛光緣美術館台北館展至11月

8日，歡迎大眾蒞臨欣賞。

【人間社記者華珮君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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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緣美術館台北館 「 緣 聚 彩 陽 」 聯 展 登 場

因應不同的發酵方式，泡茶的

水溫及時間各不相同，茶湯顏色亦

有差異，桓宜老師以「洋蔥式的泡

法」來詮釋台灣高山茶獨具的沖泡

特色，從第一道茶湯到最後一道，

出湯的秒數以加秒方式進行，經過

六到八次的多次沖泡，每次都能呈

現不同風味的茶湯與香氣，也以此

呈現出品茶、賞茶、泡茶的三看、

三聞、三品、三回味之台灣風情。

茶藝與中國文化淵源深厚，在

唐、宋時期以茶代藥、以茶保健，

現在生活周圍有太多環境污染，更

需要以茶多酚強健體質，預防心血

管疾病。

連續三天的茶藝課程，讓知賓

們從實作中學習修心品茗與奉茶禮

儀，以一壺好茶傳遞一瓣馨香，以

茶供眾，廣結善緣。

【人間社記者文紹治、

            李綺純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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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血教師翻轉生命教育，讓

學生找到自己。」國際佛光會中華

總會主辦的「2015年生命教育的

十堂課研討及師資培訓」，來自

全國的生命教育講師齊聚一堂，

共同研討，並藉由分組演練提升

師資素質，建構主題的核心價值。

「追求卓越，從弟子到老師，必

須靠著認真的態度走入校園。」國

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秘書長覺培法師

表示，近來青年人的價值觀與是非

觀很令人擔憂、焦慮，佛光會出

於「聞聲救苦、不忍眾生苦」的

願心，希望培養更多生命教育講

師，走入校園，傳遞正確觀念，

因而規劃出生命教育的十堂課。

覺培法師提及，從佛光宣講員的

身上，可看見許多感動人心的生命

故事，這份生命的感動，若到監獄

分享，可讓收容人翻轉生命，活出

自信。而生命的翻轉，不一定是由

大風大浪到風平浪靜，翻轉生命的

目的是找到自己，經過自我對話，

改變自己。例如原本不敢面對嚴厲

父親的人，經教育改變觀念後，父

子可以相互擁抱，就是一種翻轉。

「宣講實況分享及PPT使用討

論」，由有容法師主持，生命教育

講師洪明郁、陳璿宇、林宏弦、陳

俗均等擔任與談人，分享如何在校

園融入青年族群，建立主題的核心

價值，以及深耕校園的方法。有容

法師勉勵大眾，成為星雲大師的分

身，引導學生建立正向人生觀。

副秘書長覺多法師主講「翻轉

生命教育」，說明如何透過生命教

育的十堂課，引導聽者找到生命

的出口。他強調，講師一句話，

能改變學生的價值觀，讓學生了

解自己的生命，懂得彼此尊重，

相互幫忙，不侵犯他人的生命。

在國際佛光會全國教師聯誼總

召吳欽杉主持下，與會者一起討論

生命教育的內涵、生命教育的目

的、翻轉教育的過程、推動生命

教育……等議題。他表示，生命

教育的目的，就是認識生命，不

害怕死亡；其教育的意涵，包括人

生、宗教、哲學關係；而教育內涵

則是基本倫理學、應用倫理學。

「模式示範與觀摩」，由檀

講師江峰平主持，生命教育講師

林文輝、吳思達、涂順龍、吳鴻

明示範教學。佛光會檀教師鍾茂

松指出，為了讓熱血老師翻轉生

命教育，未來北、中、南區檀講

師聯誼暨讀書會，將納入生命教

育課綱，分區舉辦研習，佛光

會已接受教育部委託，以宗教

團體公益角色宣導生命教育。 

【人間社記者真戒三峽報導】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翻轉生命 佛光會力推生命教育的十堂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