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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台北道場

●清明水懺法會

● 時間：105年4月1-3日
        上午9:30卷上(4/1上午9:00灑淨)

        下午2:00卷中、卷下     

  4月3日上午9:00
        華嚴法會暨消災總回向
        下午2:00三時繫念總回向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告活 動 預

記得二十多年前在洛杉磯初建

西來寺的時候，也常有人從紐約打

電話來說：「我這裡現在是下午五

點鐘，五個小時後，就可以到達洛

杉磯了，請你派個人接我一下。」

也不認識，只有派個出家人前去。

他那裡下午五點起飛，再經過五個

鐘點抵達洛杉磯，是紐約的晚上十

點，但在洛杉機是早晨的一點鐘。

我們也經常這樣接待從台灣到美

國的民眾爸爸媽媽們。那個時候，

社會有所謂「五子登科」的說法。

所謂「五子登科」，很多老年的父

母懷抱著理想，希望投靠移民海外

的子女，享受天倫之樂。這許多爸

爸媽媽，成為不會看電視、看英文

報的「瞎子」；不會聽英文的「聾

子」；不會說英文的「啞子」；出

門不會開車，在洛杉磯也很少有人

行路，不敢出門，成為「跏子」；

到了海外，要為子女洗衣、打掃，

成為照顧孫子的「孝子」。

但兒女們天天忙上班，無法照顧

「五子登科」的爸爸媽媽，住了幾

個月之後不高興，都來到西來寺和

我們共住，吃中國菜、講中國話、

拜中國的佛像，其樂也融融。好在

我們有團隊共識、四海一家的精神

啊！ 

人間佛教不排除人性生活基本的

需要，不要違背社會時代的潮流，

所謂達爾文《進化論》「物競天

擇，適者生存」，我們也不能不適

應這個時代的需要。所以，佛光山

四大宗旨第四條：「以共修淨化人

心」，就是這個意義了。

透過舉辦各種共修活動，作為一

種接引的方便，同時也是在實踐佛

法。所謂「慈悲為本，方便為門，

般若為用」，只要契合佛法，運用

得當，八萬四千法門都是妙法。修

行不光是個人的了生脫死，而是要

能夠對社會大眾服務、貢獻。做人

不是出一張嘴皮做「名嘴」就算，

做人也不只是每天指責別人不對、

錯誤，就以為自己是在助人，很

偉大，而是要能和眾、要能為眾服

務，才是眾中的一員喔。

有人開玩笑的問貧僧，修行有開

悟沒有？貧僧從這許多活動裡，一

次一次的感悟，或者禮佛、或者禪

坐、或者共修中和佛菩薩相應七十

餘年，你說，貧僧有開悟沒有開悟

呢？開悟不開悟，不是自己說的，

這當中都要佛菩薩印證。但是現在

我們找誰來印證呢？不過，佛陀在

我們的心中，佛陀應該知道貧僧，

貧僧也應該知道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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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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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台北道場連年舉辦的「生

耕致富講座/論壇」，逐漸帶起現

代人富足精神生活的風潮。今年接

連24場演講，場場吸引上千名聽

眾，不分晴雨熱情參與，包括退休

樂齡族群、高中學子，以及上班族

相約共同聆聽一場場心靈饗宴。幾

場講座下來，發現許多熟面孔，原

來報名超過5場的聽眾比比皆是，

個個都讚嘆今年的講座內容多元又

有趣，許多鮮少公開演講的知名人

士，都親臨現場分享人生智慧，當

然要把握機會趕快參與。

在台鐵工作的方郁文表示，在參

加的多場講座中，印象最深刻的是

「實踐家教育集團」董事長林偉賢

論及大陸創業發展，深入淺出的分

析，不僅讓自己眼界大開，也重新

省思未來的生涯規劃。而白先勇對

崑曲的投入令人感動，也佩服他對

復興文化的堅持；美麗的主播舒夢

蘭，帶著人文關懷跑遍全世界，最

後的結語令人動容。

追求心靈成長沒有宗教界線，

身為基督徒的鄧靜卿，已連續5年

參加生耕致富講座，今年更報名多

場。她表示今年的講師活潑生動，

主題也較往年多元化，尤其李濤、

楊惠姍等名人已鮮少公開演講，讓

她更想把握機會參加。從事創投業

的李培均，聆聽林之晨（「之初創

投」創始合夥人）及林偉賢的兩場

講座後，馬上加碼報名另外2場，

他認為講師的經驗分享和時勢分

析，令他視野開闊、更能掌握未來

的發展機會。

還有一位就讀大學社工系的學

生，聽完「天空的院子」和「小鎮

文創」創辦人何培鈞的演講後，決

定挽起袖子，號召同學一同加入

「以專長換宿」的行列，親身投入

打造小鎮文化的工作。他認為這種

積極媒介資源、激發城鎮自助意識

的態度，對於未來從事輔導案主的

社工工作，具有高度啟發性。一位

20餘歲的年輕人，原本只是陪伴媽

媽參加講座，後來不僅場場前來聆

聽，還索取多份生耕致富講座DM，

鼓勵同事一起把握當下因緣，一同

分享講師生命歷練的精髓。

【人間記者胡琇媚台北報導】

台北道場 生耕致富講座 帶動精神富足風潮

「2016生耕致富專題講座/論

壇」3月14日邀請實踐家教育集團

董事長林偉賢，主講「獻給年輕人

最好的禮物：創業心」。林董事長

不僅為「Money & You」全球首位

華文講師，同時投資及全權管理亞

洲148家公司。馬雲聽過他的課，

稱他為林老師；江南春投入分眾傳

媒之前，請他在上海吃飯，向他請

益。由於敬佩星雲大師以突破創造

的精神，將佛法帶到全世界，因此

應邀出席講座，共有1236名聽眾報

名參加。

「人生就是一種事業，可以選擇

專業與志業並行」，這個理念讓林

偉賢不僅從金車企業創辦人李添財

身上看到印證，自己也親身實踐。

在人生面臨困境時，體悟事業不該

只是為了自己，應該是為別人而

做，因此再度創業的第一天，林偉

賢用六張信用卡捐出一百萬回饋社

會，結果證明，當心懷大眾時，許

多因緣就在當下開始轉變。面對現

實生活，林董事長說，如果還有需

要努力的地方，創業就是改變最好

的選擇。

「台灣是座海島，我們要學習用

海洋連接全世界，不是閉關自守。

然而，現在台灣社會還是對國際事

務敏感度不足！」林偉賢以大陸為

例，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互聯

互通」，計畫透過8萬9千公里的鐵

路，連結包含中亞、西亞、南亞等

26個國家，預計有46億人口受惠，

顯示中國已經把全世界當成自己的

國家，改革開放程度今非昔比；而

台灣許多人卻仍然以舊思想、舊眼

光看待崛起中的對岸。

相較於台灣社會追求的小確幸，

大陸現今流行的是總理李克強喊出

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由政

府帶頭，支持人民創業，目前大陸

高校鼓勵學生可以「在學創業」，

或選擇「休學創業」，政府還補助

人民幣5萬到200萬的創業基金；不

僅學生瘋創業，社會更是瀰漫這股

風氣，中央、地方政府紛紛響應。

例如北京通州的創業基地，整個

區域共11棟樓，價值56億人民幣，

十年免租金提供英特華集團使用，

唯一的要求便是要做創業教育；而

成都創業基地，當地政府亦提供創

挑 戰 世 界 級 的 夢 想  林 偉 賢 教 你 創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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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台北道場2016年生耕致富

「前進未來專題講座」，3月15日

邀請資深新聞主播舒夢蘭，以「探

索心靈‧聚焦世界」為題，與近千

人分享她3年半來跑遍7大洲、走訪

30個國家的深度採訪歷程，傳遞宏

觀視野與她對生態環境的關懷。 

舒夢蘭遠赴世界各地，曾挑戰零

下40度低溫的拍攝，足跡踏遍南極

與北極、中東、非洲等10個國家，

並將肯亞動物大遷徙、莫三比克、

辛巴威邊境、全世界最窮、生育率

最高、嚴重水荒的國家尼日等照片

與影片，製作成精彩的簡報，引領

大家走一趟邁向國際、徜徉心靈深

處的世界之旅。

提到南極在零下25度的夏天，

為捕捉永晝，讓光線呈現出微笑曲

線，和攝影師徹夜不眠。她認為北

極是她心靈的世外桃源，是沒有被

現代文明進步的趨勢所汙染的一方

淨土。

此外，攝影團隊歷經千辛萬苦，

探訪莫三比克、辛巴威邊境，以探

索傳說中的「血鑽石」和「血黃

金」的真實性。在泰國、緬甸邊

境，意外採訪到四平方公里聚集14

萬人的世界最大難民營，他們都是

緬甸軍的「人肉地雷偵測器」。舒

夢蘭形容，這是一個完全沒有明天

的地方，讓她對生命有了全然不同

的認識。

她說，非洲尼日是全世界出生率

最高的地方，平均每個女人生8.5

個孩子，在這裡人畜共用一口泥漿

水井，導致疾病而亡的比例相對提

高。

至於「勇闖極地加拿大北冰

洋」，舒夢蘭在零下四十度拍攝30

萬隻由北極遠游到北冰洋生產的母

海豹，看見母海豹展現生靈共同的

母愛天性，其中因小海豹可能面臨

弱肉強食的危機或遭受人為的戕

害，團隊心生不忍，特別製作一集

「拯救北極小白仔、聚焦北冰洋」

的節目。隨著影片來到澳洲大堡

礁，她表示，根據科學家預測，全

世界的珊瑚礁，隨著氣候暖化將在

2020至2030年消失殆盡，她宣導並

喚醒世人對動物的保育。

「這是一趟生命的遠征。」舒主

播語重心長的說，於肯亞拍攝上百

萬頭的東非動物大遷徙，遇上人豹

對峙，與獵豹三兄弟僅幾十公分的

距離，經歷人生中最驚悚的一刻，

雖然只有短短10分鐘，卻像一世紀

般的難熬，當下體會到千鈞一髮、

置生死於度外、死裡逃生的經歷。

舒夢蘭總結，當她站在靜謐到

只聽得見自己的呼吸和心跳聲的南

極，深刻體悟造物者的智慧。能夠

生活在如此美好的地球上，應該要

珍惜自己擁有的一切，她表示，願

以自己所擁有的媒體力量，傳遞更

多的知識，為地球、為弱勢者發

聲，也呼籲大家愛地球從「關懷」

做起。

【人間記者吳惠美台北報導】

舒 夢 蘭 走 訪 3 0 國  探 索 心 靈 聚 焦 世 界

業土地、創業導師、基金等資源鼓

勵民眾投入；上海政府更提出政

策，針對種子階段失敗企業，政府

補助60%虧損，這都是中國大陸風

靡創業的現況。

因應這股風潮，美國史丹佛大學

也計畫改變學制，延長修業年限，

鼓勵有心創業的學生可以選擇在任

何時候走出校園創業。在這波世界

創業潮流中，反觀台灣的教育，似

乎偏向鼓勵學生成為一位領22K的

打工族。「現在的大陸，每年有

2400萬新生兒，台灣一年僅20萬，

意味著未來台灣年輕人面對的是

一百二十倍的挑戰，年輕人再不努

力將被遠遠拋開！」

由林董事長領導的實踐家教育

集團，有12個創業孵化器（育成中

心），分別位於大陸、台灣、馬來

西亞等地，相較於大陸、馬來西亞

的青年紛紛把創業當成夢想，台灣

年輕人似乎缺乏這種勇氣與耐力，

因此林偉賢鼓勵年輕人創業，並提

供現場聽眾4條創業的路：首先是

「做好本業」努力成為產業翹楚，

再來是開放「股權投資」，讓每個

人都變大，並且「互為代理」，透

過合作分配利益，彼此成為「共同

股東」，統籌資源，迅速取得成

效，贏得未來與大我。林董事長也

分享自己從2008年開始投資的上百

家企業，始終瞄準六大具有價值、

且不會消失的產業：教育、健康、

食物、娛樂、能源、遮蔽。

最後林偉賢分享從學生時代參與

救國團活動、擔任校刊副主編，遭

逢退學、妹妹身故等人生經歷，現

在都成為創業、出書、回母校授課

及投身公益的養分，鼓勵現場聽眾

本著初心，帶著挑戰的力量，勇敢

前進，時間就會帶著你從當初的原

點，走向圓滿圓融的「新圓點」。

【人間記者賴敬堯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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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雪卿：(報到組)

這次活動，印象最深刻是一對年

長的夫妻，由80歲的太太帶著90歲

的先生前來聆聽講座，雖然動作緩

慢，但在QR Code報到之後，還不

忘對工作人員致上90度的鞠躬，真

是令人感動。

黃于溱：(報到組)

服務時看到了一位視障者帶了

兩位朋友一起來聆聽講座，行動緩

慢，感受到要聆聽講座是多麼難得

的因緣啊！

譚玉玲：(知賓組)

這次的工作是負責外埸引導，

要主動協助並引導報名者報到或就

坐。在服務的過程中，從聆聽者的

表情能看到歡喜和開心，自己也很

高興能廣結善緣。

董光潔：(報到組)

報到組的工作人員是接觸民眾

的第一線，早上看到一陣陣的大雷

雨，真擔心聽講座的人會減少。

但是活動時間到了，雖然風強雨

大，但人潮還是不減，一波一波的

湧入，這讓第一次承擔護理人員報

到工作的我，內心真的很歡喜，真

高興醫學講座可以凝聚這麼多好的

因緣。

4

面對視覺媒體爆炸的年代，玩聲

音的魔術師如何創造出在您耳中縈

迴的廣播詞？

佛光山台北道場2016年生耕致

富專題講座，3月16日邀請瑞迪廣

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聲活

工坊文化事業發行人殷士偉，從

「專業玩廣播」的角度，分享他在

台灣廣播天空上行銷力最強的創意

團隊，近千人聆聽他幽默風趣的演

說，笑聲連連。

聲音能創造出什麼？殷士偉告訴

大家「聲音能創造出想像、銷售、

價值」。他表示當電視報紙雜誌網

路手機都在搶視覺的時代，瑞迪廣

告代理全臺灣178家廣播電台，進

而以以每年創造2000支聲音廣告獨

占聽覺市場。透過廣播、手機、宣

傳車、有聲書，各種通路傳遞訊

息，讓聲音無所不在，強調「21世

紀，我們用聲音解放眼球！」

「這是一個眼球爆炸的時代」殷

士偉說，數據顯示，眼球每天接收

超過5000則訊息，以至於人們視力

提前在37歲就開始老化。提到當文

化部公佈，國人每年平均閱讀2本

書，於是他推薦比閱讀更有效率的

記憶法─耳讀學習法，以聲音開啟

另一個吸收資訊的渠道。

殷士偉分享他的聲活工坊運用

「聲音」，打造、推廣，保存最美

好的聲音，敘述他在2010年至2015

年陸續邀集企業家、名人、醫師等

等，錄製了名人開講、親子教育、

兩性家庭、創業成功共16套經典有

聲書，提供人們在移動中持續聽

讀；進一步創造「聽」小說風潮，

彰顯聲音無國界。

「聲音還能傳承愛。」殷士偉

表示，以最熟悉的聲音，留下家人

的記憶，化作陪伴家人的力量，營

造家族溝通的新模式。有121對父

母親，在他的經營的聲活工坊，親

聲為孩子說故事；有位媽媽唱了一

首很特別的歌，那是媽媽小時候外

婆常常唱給她聽的曲子；還有許多

爺爺、奶奶，阿公、阿嬤也來念故

事給寶貝聽，訴說除了照片之外，

「聲音」傳遞了親人的愛。又提

到，他在7年間累積了360則成功精

彩的人生故事，驗證聲音傳遞成功

的實例。

2015年7月受到教育部技術及職

業教育司之邀，將「殷士偉的搜主

意」節目內容收編於各大學院校教

材中，啟發學子選擇合適的產業，

以進入職場，說明「聲音可以傳播

教育，啟發未來」。

「聲音跨越國界」，殷士偉捐贈

1000冊有聲書，提供弱勢的新住民

與學童，讓媽媽也跟著學習華語，

他強調，聲音無遠弗屆，為希望種

子預約無限可能。

殷士偉以「聲音可以結合數位」

做為結語，聲音的創意讓知識從此

時時伴隨左右，隨時取用，讓全世

界聽見台灣的聲音。

【人間社記者吳惠美台北報導】

玩 聲 音 的 魔 術 師 　 創 造 無 限 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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