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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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三時繫念總迴向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告活 動 預

後來，從普門中學開始，一直

到佛光大學，相繼成立了女子籃球

隊，每一年舉行「佛光盃」友誼

賽，邀請世界各大學參加。為了替

籃球隊打氣，意外促成了「佛光啦

啦隊」的組成，只要有賽程，北中

南區各自輪番上陣為球員加油。

這當中，甚至有不少阿公阿嬤參

與，經常帶領啦啦隊加油的永光法

師說，這許多爺爺奶奶在球賽中，

跟大家一樣鼓掌叫好，吶喊助陣，

一場球賽下來，忽然感覺到腰也不

痠，背也不疼，身心舒暢，大家都

紛紛表示，覺得自己年輕起來了。

因為這樣的因緣，讓貧僧又想

到，可以成立一個推廣全民體育運

動、淨化社會風氣為宗旨的協會，

接引更多喜好體育運動的人學佛。

二○○九年，通過內政部核准，

「三好體育協會」正式成立，由喜

愛運動的賴維正居士擔任會長，師

範大學體育碩士慧知法師擔任祕書

長。

除了籃球以外，普門中學還有

女子體操隊、棒球隊，甚至遠在巴

西如來寺的「如來之子」，覺誠、

妙遠法師也為他們成立了「佛光足

球隊」，每年應邀到聖保羅各地參

賽，都獲得很好的成績。

看到這些比賽場裡，萬千群眾開

心喜悅的喊叫聲，感受到體育運動

真是魅力無窮。貧僧是想，藉由體

育，希望過去中國人所謂「東亞病

夫」的稱號能夠去除，能在世界稱

雄、體健稱雄、健康稱雄。貧僧也

希望為佛教增加體育人口，甚至美

術、音樂、藝術等各方面，讓佛教

都能在其中擁有一席的地位。

這許多活動，貧僧都把它歸類

訂名為「共修」，因為我們認為，

不只是念佛、拜懺、誦經、禪坐、

五戒、菩薩戒、短期出家等，應該

包括佛學講座、讀書會、座談會，

乃至各種大眾活動，凡是有益於身

心淨化作用的團體活動，都可稱為

「共修」。所謂未成佛道，先結人

緣，因為共修，讓我們能與世界上

百千萬人結緣，當然，帶給我們的

忙碌也就可想而知了。例如：佛光

山二十四小時沒有關過大門，經常

有人從國外回來，抵達時已是十二

點鐘以後，沒有吃晚飯，還要煮飯

給他吃；有的人火車誤點、飛機誤

時，也常常半夜三更等他們到來。

為什麼？因為我們是一個團隊的道

場，對於各地的個人，都來者歡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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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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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台北道場佛光童軍團親

子聯誼於三月十三日溫馨登場，近

一百位童軍團員及家長參加，節目

內容有唱跳、魔術、鋼琴演奏、扯

鈴、烏克麗麗、說故事等，在表演

中大小童軍互相交流，傳遞愛與活

力。

有住法師致詞表示童軍團成立

的團隊精神即是佛教所講行三好，

集體創作。童軍信條：智即是菩提

心、仁即是慈悲心、勇即是實踐，

要勇猛精進。智仁勇是佛教慈悲智

慧精神的顯現，也是行三好的實

踐，華嚴經中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代表童子軍向上提升的精神，在善

才童子身上一覽無遺。童軍不但要

日行一善，還要廣行一切善法。佛

教中學習佛法貴在親子同步學習成

長，這即是今天辦親子聯誼的重

點。最佳代表如釋迦牟尼佛與其子

羅睺羅一起發心出家，將佛法推行

整個印度乃至全世界，再者如阿彌

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在

久遠劫前即是父子關係，出家修

道，成就西方極樂世界，所以提升

不只是孩子要提升，父母孩子要一

起提升。

童軍團主委朱照淑表示，台北道

場佛光童軍團成立至今已十多年，

童軍團每月有兩次團集會活動，每

年藉舉辦親子活動與家長產生更深

層的互動，令家長了解台北道場除

了為小朋友安排優良課程及先進的

軟硬體設備外，在此還有佛光山台

北道場的例行法會修持及六樓人間

大學，藉此引領家長走進台北道場

參加社教活動。

來自內湖的潘奕憲師兄因肯定佛

光山的環境，而為孩子選擇參加佛

光童軍團，在團體中學習成長與人

合作。劉琇瑩師姊的女兒自稚齡幼

童軍即加入迄今已六年，學習過程

使孩子有獨立的思考能力，學習在

團體中與人和群，懂得如何配合大

眾，養成圓融的個性。活動中童軍

團領隊、服務員都齊聚一堂，彼此

交流互相打氣，希望更進一步推展

團務。

【人間記者程麗麗台北報導】

台北道場 台 北 佛 光 童 軍 團 親 子 聯 誼

「我要向全中國、全球的華人

喊話：我們的文化瑰寶崑曲，有多

麼了不起，多麼重要、多麼美，

我要不斷地向世人傳達『崑曲福

音』！」

自詡為崑曲布道家、心繫復興傳

統文化的當代文學大師，也是美國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資深榮退

教授白先勇，3月9日晚間蒞臨佛光

山台北道場「2016生耕致富專題講

座/論壇」，向1200名聽眾宣揚他

的崑曲夢。

白先勇表示，每次崑曲演出，

對他而言如同秦俑、商周青銅器、

宋朝瓷器的展覽，具有一樣的文化

意義。尤其希望年輕人能看到中華

民族最美的傳統文化─崑曲之美。

「如果這5、600年歷史的劇種，能

在21世紀重現光芒，傳統文化一定

也可以大放異彩。」

消失的崑曲藝術　磨滅不掉的文

化根本

崑曲，有著600多年的歷史，源

自崑山，後發展至大江南北，從江

南一帶直到北京朝廷，是最流行而

通俗的表演藝術，擁有輝煌的歷

史，卻在近代逐漸失去光輝。

崑曲影響了白先勇的一生。小時

候，他在上海看到梅蘭芳的表演，

連續4天演出牡丹亭、遊園驚夢，

從此不但忘不了每一幕畫面，更像

是在心中埋下一顆崑曲的種子。

39年後再回到上海，意外地又看

了一次崑曲演出，令白先勇訝異的

是，崑曲在文革10年被禁演，幾乎

以為崑曲就此失傳，卻在上海崑劇

院見到一場長生殿的演出。劇終時

他激動不已、不斷鼓掌，即使人潮

散去，鼓動的雙掌仍無法稍停，他

的心中湧起一股聲音：「文化不是

那麼容易被消磨的，它的根還在那

裡…。」

鼓勵青年學子　青春版牡丹亭扮

演橋樑

正因一個「這麼了不得的藝術，

絕對不能讓它消失」的信念，從

2004年開始，白先勇積極推動崑

致 力 文 化 傳 承  白 先 勇 暢 談 崑 曲 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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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台北道場「2016生耕致

富專題講座/論壇」，3月10日由前

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辛辣開講。她

一身黑色勁裝，神采奕奕地走入會

場，先幽默地調侃自己未走完的總

統路，然後笑談一段段曲折的人生

經歷。她以星雲大師「歡喜做、甘

願受」的名言，呈現面對挫折的一

貫態度。從成長、從政到罹癌治

癒，將困境當成自我挑戰，認為

「發願、想到去做、不遲疑，就有

成功的機會」。洪秀柱雖然不是虔

誠的佛教徒，卻處處充滿佛法的處

事智慧。

談到家庭給她的影響，言語犀

利的洪秀柱也難掩柔軟。她最感謝

父母以身教為她立下堅強、正直和

感恩的人生信念。父親因228事件

入獄，雖獲釋卻長達40多年沒有工

作，單靠母親撐持家計。即便如

此，父母未曾在子女心中種下任何

仇恨的種子，還時時提點「切勿為

名利參政為官；倘若道不相同，不

相為謀，絕不可戀棧」。因此洪秀

柱從政20餘年，不曾談起自己是受

難者的背景，也在每個仕途轉折，

維持優雅的進退身段。

對於那條未走完的總統路，洪

秀柱以「因緣未具足」輕輕帶過。

她說參選總統本就不是自己人生規

畫的路，「拋磚引玉」才是初衷。

但隨著時勢變化，她一步步排除萬

難，取得參選的合法性。過程雖有

勸退聲浪，但她以「戰士上陣，除

非司令下令回頭，否則必堅持到最

後一刻」作為比喻，說明自己選擇

面對困境的堅定意念。最後在黨的

決議下，她雖有遺憾，但也優雅轉

身，下台全力投入輔選工作。

洪秀柱談到人生另一個巨大的

考驗—罹癌，和所有癌友一樣，經

歷手術、化療和放射性治療的辛苦

過程，也承受包括嘔吐、掉髮、免

疫力降低的各種副作用。這段艱辛

的抗癌歷程，適逢民國100年的大

選，她僅讓幾名助理知悉內情，並

戴著假髮，繼續南北奔波進行輔

選。她坦言，因為這場選舉對於國

民黨至為重要，她必須以意志力戰

勝身體的不適。她用佛光山的四給

信條「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

希望，給人方便」，為當時的心情

做了註解。

洪秀柱認為，各行各業都是修

行道場，「不動怒、不放棄」是修

行法門，從政也是很好的修行。就

像看到燈泡發光，才能感受電的存

在；師父弘法，讓信眾從法師和佛

教徒身上看到信心和歡喜，就會產

生對於佛法的信仰。政黨也須向宗

教和非政府組織學習，期許成為讓

人願意相信的團體，這也是促使她

毅然投入國民黨黨主席選舉的動機

之一。

洪 秀 柱 奮 力 承 擔 - 我 的 辛 辣 人 生

曲，從選角、劇碼、音樂各方面著

手，直至完成一齣戲。他希望崑曲

能夠到全世界巡演，吸引更多觀

眾，尤其是年輕族群，因此號召青

年走進劇場，看見傳統藝術，希望

他們看了以後產生新的觀點，也許

更能親近傳統文化。

白先勇認為，培養大學生學會

欣賞崑曲是最合適的，一來年輕人

接受新事物的程度較高，二來崑曲

內容需要若干的文化背景，才有能

力欣賞。曾有人提問，現代大學生

都看慣好萊塢大片，崑曲的節奏緩

慢，表現愛情的方式也那麼含蓄，

大學生能夠接受嗎？他很有信心的

回答：「崑曲那麼美，大學生一定

能夠接受。」

10多年的時間，牡丹亭演出270

多場，跑遍全世界；在海外巡演

時，還前進歐美各大學，首演選在

UC Berkley，女主角在燈光下現

身，氣勢震懾全場，閉幕後更獲得

滿堂采，觀眾用力鼓掌久久不散，

此時他的心才定了下來。

致力崑曲傳承　開設課程吸引師生

悠悠十年，演員都30多歲了，白

先勇說，生旦淨末丑讓他們付出青

春，卻吸收了豐富的舞台經驗。崑

曲，其實是無數嚴謹訓練的呈現，

同一個段落，演員可能必須被訓練

30多次，老師才點頭通過。崑曲是

歌、舞、劇三位一體的融合，需要

文學、音樂、表演和身段多方面搭

配，才能成就一段崑曲的演出。

不僅要帶領崑曲走向世界舞台，

「傳承」更是白先勇十年來努力不

懈的主因。除了舞台演出，更廣設

課程、招募年輕學子，他常常帶劇

團去北師大表演，因為那裡有許多

未來的老師，只要有老師喜歡，就

會帶著學生欣賞，如此崑曲便能順

勢傳承下去，白先勇堅信，崑曲必

定會有枝繁葉茂的一天！

【人間記者陳宏銘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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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由台灣大學醫學院主導

規劃的「生耕致富現代醫學講座/

論壇」展開上、下午兩場，分别邀

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主任

吳明賢及臺大醫院營養部主任鄭

金寶，主講「胃所欲為‧腸保安

康」、「預防慢性病‧健康飲食自

由吃」，逾1500位聽眾不畏15度的

低溫踴躍出席。

素有胃癌殺手之稱的吳明賢主

任，同時也是臺大醫院內科部主治

醫師，發願做醫學界的醫俠，在腸

胃科深入耕耘20年，不僅有效推廣

胃癌篩檢，更成功降低胃癌發生

率，在吳主任帶領下，臺大醫院相

關團隊在胃癌、食道癌的治療上，

已遠遠勝過國際水準。

吳主任以「擁有健康，才能擁有

希望；擁有希望，才能擁有一切」

為開場，向大眾分享健康之道，其

來有自。從中國歷代帝王的壽命來

分析，皇帝的平均壽命都不長，主

要原因就在於皇帝喜歡藉由道教的

煉丹術，滿足自己長生不老的願

望，卻因為鉛中毒而導致平均壽命

不到30歲的反效果。醫學研究發展

至今，更確認了「有衛生之道，無

長生之藥」。

因為飲食習慣的改變，現代人喜

愛食用加工食品，目前每年有1萬

人以上罹患大腸癌，大腸癌也攀升

為國內十大死因第3名，吳主任強

調要想健康長壽，就要正確認識自

己的腸胃道，尤其腸道是人體最大

的免疫器官，其中腸道菌及腸道毒

素不僅會影響情緒，更造成是全身

慢性發炎及肥胖的原因。

疾病的產生，從另一個角度看，

其實就是在糾正人們日常生活的不

良習慣。常見的腸胃疾病可以分成

「功能性胃腸病」與「器質性胃腸

病」。「功能性胃腸病」與胃腸蠕

動異常有關，容易引發急性惡化及

影響感覺耐受度，產生的原因可能

來自於日常的生活壓力。常見的胃

食道逆流、胃潰瘍、胃穿孔、大腸

癌等，屬於「器質性胃腸病」的範

圍。

「聰明的人解決問題，天才預

防產生問題」，在面對疾病上，吳

主任期許聽眾都能當天才預防胃腸

病，也提醒聽眾食物能當藥物吃，

但藥物不要當食物吃，許多食材已

經含有治療身體的功能，如香蕉有

血清素，能控制情緒使心情愉悅。

如何保有健康的腸胃道？吳主任

提供現場聽眾多種保健方法：一、

保持均衡飲食：少食、慢食、樂

食、感恩食。二、做好情緒和壓力

管理：隨時舒壓、積德行善。三、

規律的生活習慣：早睡早起、規律

排便、戒菸少酒。四、每天運動，

維持良好體態：要活就要動。

吳主任最後提醒聽眾知道不一定

能做到，學習增加執行力，是保持

身體健康的重要方法。

下午場主講的鄭金寶主任從健康

飲食出發，告訴大眾健康的飲食其

實是抗癌的基礎，提醒聽眾養成良

好飲食的習慣，食物應該以少油、

少鹽為前提，每日應攝取30至35種

食物、一餐吃30分鐘、喝足夠的水

分、天天吃早餐、保持愉快的心

情、養成定時排便的習慣。

談到現代人都夢想的窈窕好身

材，鄭主任主張「健康飲食、每天

運動30分鐘是減重的關鍵」。肥胖

對人體健康有莫大的傷害，現代文

明病的代謝症候群，又以高血壓、

高膽固醇、高血糖等三高疾病最常

見，但是，不能因為減重反倒賠上

了自己的身體健康。

鄭主任教導大眾，正確的減重是

減少熱量並保有足夠的營養，避免

吃進看不見的油脂，如油豆腐、冰

淇淋、全脂奶、蛋糕、濃湯等。並

實際以一公斤的肌肉能消耗75-125

卡的熱量，一公斤的脂肪只能消耗

4-10卡的熱量，提醒聽眾運動的重

要性。

最後以理想的減重方法：飲食控

制、運動、行為改變及習慣建立運

動及信心與支持最為演講的結束。

【人間社記者簡筱瑜台北報導】

身 體 的 健 康 　 從 腸 胃 開 始

最後，洪秀柱以她克服家庭逆

境、超越病痛及面對政途艱辛的毅

力來勉勵聽眾，用「承擔」和「奮

發」來面對挫折，雖然「種瓜未必

得瓜」，若是不曾播種，必無法收

穫。現場聽眾以熱烈掌聲回報洪秀

柱精彩的演講，還有許多高中的小

粉絲表示，希望未來能有機會有選

票支持心中永遠的柱柱姐。

【人間記者胡琇媚台北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