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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台北道場

●水陸法會

● 日期：105年5月28日-6月2日(梁皇壇)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青年培訓召募計畫

● 心玩藝工坊(國高中)
  105年5月21日-7月16日
●心視界公益(大學院校生)
  105年6月25日-6月26日
●都市佛學院(社會青年)
  105年6月4日-7月31日

●三好禪修夏令營

● 日期：105年7月4-8日
   地點：台北道場6樓

告活 動 預

為了佛教，我們要當仁不讓；為

了佛教，捨身捨命。貧僧有一個願

力：「為了佛教，叫我墮下地獄，

都心甘情願。」不然，我們何必要

信仰佛教做什麼呢？所以，今後的

佛教全靠我們所有的僧信二眾，共

同發心盡力。為了佛教，無視於艱

難困苦，無視於個人利益，無視於

個人的安穩，要為佛教爭取前途，

要為佛教爭取榮譽，希望大家要記

住佛教不是靠「我」自己嗎？

貧僧自從童年出家後，自覺沒有

什麼好的因緣培養自己的前途，最

早的志願，只想在佛門裡做一名飯

頭僧。因為在棲霞、在焦山時，偶

爾客串典座（煮飯菜），大家都交

口稱讚，貧僧感到自己對調理飲食

有一些天分。

飯頭僧每天與大眾結緣，也是人

生一件樂事，但後來慢慢知道佛教

落後的弊端，是因為沒有人才、沒

有教育、沒有青年。貧僧就發心，

想在文化教育上對佛教有所貢獻。

不過，那也只是一點微弱的心意，

不敢說是大志大願。

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年），

政府派貧僧做領隊，代表中國佛教

會到東南亞訪問，那是華人聚集的

地區，雖然受到很多讀者的擁戴，

但對我個人的影響並不是很大；關

於此行的感想、記事，全都記錄在

《海天遊蹤》這本書裡。

到了創建佛光山後，民國六十四

年（一九七五年），政府又派我代

表佛教前往美國參加慶祝建國兩百

週年活動，忽然眼界寬廣了，想起

我應該為佛教轟轟烈烈做一番事

業：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

大洲。從此，我就立定志願，不管

成功與否，都要弘揚佛法遍天下，

不為個己求安樂。因此，在佛光山

就更加想要把叢林教育辦好，培養

國際弘法人才。

四、五十年前的台灣，在佛教

裡很少有年輕人學習英文，在青年

學生當中，如果有人學習英文，

我就每個月給予兩百元獎勵。要想

弘揚佛法，與世界來往，就必須具

備國際語言、國際人才，所以一有

機會，我就鼓勵學生們出遊，到印

度朝聖，培養對佛教的信心，到歐

美旅行，開闊自己的眼界。誰知其

前途艱難？想到自己有個心、有個

願，成功與否，也就在所不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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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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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開山50周念影像回顧圖

像展暨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展」全

球同步展，5/7於佛光山台北道場

(佛光緣美術館台北館) 舉行隆重

開幕，近三百人與會。

由人間大學台北分校青年古箏樂

團的悠揚樂聲下掀開序幕。台北道

場住持覺元法師引領佛光山首座長

老慈莊法師、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

創辦人高希均教授、遠見天下文化

事業群發行人王力行女士、遠見天

下文化事業群秘書會楊永妙、佛光

山台北道場法務師依培法師、依照

法師，以及佛光山榮譽功德主蒞臨

會場。

高希均教授致詞提到：「一個人

的一生很難超過兩個50年，正真能

做事也只有50年。我很榮幸這20年

都與大師接近請教。而且，很多歷

史，都在這棟大樓發生。我的兒子

在美擔任牧師，女兒是基督徒，其

他族人都是基督徒，惟自己是佛教

徒。自己與大師的因緣，星雲大師

是揚州人，我是南京人。

大師常以三好運動『說好話、做

好事、存好心』鼓勵信徒大眾。星

雲大師是近代史裡的宗教家、教育

家、文學家、思想家、實踐家，以

及佛教的改革者，其一生影響著華

人與非華人社會，我們何其有幸可

遇到星雲大師，把人間佛教說得讓

人能聽得懂、容易了解。」

國際佛館光會中華總會副總會長

趙翠慧致詞：「自己的生日正與佛

光山開山日同為5月16日，每年的

這一天都非常的開心喜悅。星雲大

師自1967年開山至今50週年，今日

佛光山的一切，是星雲大師帶領著

師徒弟子，透過一步一腳印實踐人

間佛教而成，星雲法師的偉大在於

他常讓人不覺得他是一位大師；展

場回顧觀看星雲大師的影像的一顰

一笑圖像，不禁令人讚嘆星雲大師

的對弘揚佛法的成就。」

長老慈莊法師：「感謝大家50年

來對佛光山的護持，台北道場這棟

樓有16個單位，同時感謝歷屆住持

對台北道場的管理，才讓台北道場

最具人氣，期許信徒大眾繼續本著

熱忱護持台北道場。」

覺元法師：「星雲大師提到人

間佛教是實踐出來的而非口號，十

多歲的大師認為佛教要現代化、通

俗化、藝文化，要有興辦學校、辦

報、電台…等，這些想法理念就在

大師的一念『未來佛教靠我』之

下，經過50年的努力一一實現。

所以人間佛教不是說的，是做出來

的。

當年，慈莊法師與大師一同開拓

了台北，乃至全球五大洲的佛光山

寺院，皆因慈莊法師眼光獨到，走

遍世界各地，實踐星雲大師的理念

開創道場，讓佛光普照三千界，法

水長流五大洲。

曾有人問大師如何經營管理全球

三百多個道場？大師回答：「給」

台北道場 佛光山開山50周年紀念—影像回顧圖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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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環保與健康的第十二屆台北

國際素食暨有機產品博覽會，5月6

日至9日於台北世貿一館以「蔬香

積福」為概念隆重登場，本屆素博

會共有500多個攤位、近300家廠商

與會，在南非天龍隊擊鼓熱勁舞龍

秀及國際聲樂家簡文秀的美妙歌聲

中，揭開活動序幕。

總統馬英九為素博開幕特致賀

電，期盼形塑低碳環保社會，共同

營造祥和優質家園。現場貴賓雲

集，包括行政院農糧署署長李蒼

郎、教育部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司

科長高志璋、台中市有機農業發展

協會總幹事許晉田等蒞臨出席。

佛光山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致

詞表示，由人間福報和社團法人中

華福報生活推廣協會舉辦的台北國

際素食暨有機產品博覽會，已邁入

第十二年，超過一百多萬人次參

訪，因為獲得社會大眾的肯定，因

此2011年也在南部舉行，同時又延

伸到大陸。主辦單位強調蔬食吃健

康，環保救地球，不但能長養慈悲

心，同時讓血液成為鹼性，可避免

蚊蟲干擾。星雲大師推祟素食使人

內心平和，體力增強又不傷害動

物，幫助眾生。

「祝大家母親節快樂！」李蒼郎

先祝福大家，並印證素食的好處，

指出邱仲仁大使家中三代均吃素，

曾住非洲而免除瘧疾的威脅。他表

示「有機」是驅蟲而不是殺蟲，因

此在使用肥料與除草方面，都要有

正確的觀念與技術，政府將制定有

效管理辦法並推動措施，讓大家種

植時能比照有機栽培方式。

高志璋表示，大量使用化學農

藥，破壞了大地生態，在提倡蔬食

和有機農產品的同時，更應從人心

開始，因此推動「三好校園」刻不

容緩，教育孩子愛護地球，讓台灣

成為國際環保的金字招牌，也落實

星雲大師的宏願。

普門中學的行動餐車也來到素博

會場，學生親自製作手工餅乾與現

泡咖啡，展現所學共襄盛舉。就讀

觀光科的高三學生張銘軒表示，能

有機會到此服務很榮幸，不但學到

臨場反應，也能累積經驗，最重要

的是感恩老師平時耐心的指導。 

【人間社記者胡巧鵝台北報導】

人 間 福 報 台 北 素 博 登 場  處 處 傳 蔬 香

出來的。有感當年因是外省人身分

隻身來台，常居無定所又無法飽

食，所幸在宜蘭佛寺定居後，發願

要以此生弘揚佛法。

進而為全球佛光人制定四大工

作信條『給人信心，給人方便、給

人歡喜、給人希望』，大師曾說出

家人什麼都可以沒有，就是不能沒

有慈悲，只要有人來到佛光山都可

以有飯吃，即能普門大開，佛光山

以集體創作、制度領導、非佛不

作，唯法所依繼續推動人間佛教的

法輪，邁向無量無際的佛光紀元。

也有人說大師的『一筆字』不是

字，是對千萬眾生慈心悲願的力

量。今天佛光山以全球同步回顧展

方式，在三百多個道場進行『佛光

山開山50周年紀念—影像回顧圖像

展』。」

主辦單位準備了「寶藏箱」，

邀請慈莊法師、覺元法師、天下文

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教授、王力

行發行人、榮譽功德主羅李阿昭、

陳鄭秀子、薛政芳共同揭幕，用鑰

匙開啟寶藏箱，箱內出現「佛光山

三寶具足」，共同見證佛光山開創

五十周年紀念。

展期：105年5月7日~8月7日

地點：佛光山台北道場10樓美術館

【台北道場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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