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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台北道場

●光明燈法會

● 時間：105年3月23日上午10:00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觀音菩薩聖誕-大悲懺法會

● 時間：105年3月27日上午9:30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告活 動 預

曾經任職教育部的李耀淳先生，

是佛光山的護持者，義務發心來佛

光會負責「佛光童軍團」的推動執

行工作。無論男童軍、女童軍，都

正式取得世界童子軍協會的登記，

經常在世界各地露營、參與大會

師，也算是協助我們兒童幼苗培養

的工作吧！可以說，這許許多多淨

化人心的共修活動，無日無之。

辦這些活動期間，最辛苦的，

還是大寮（廚房）裡典座（煮飯）

的發心菩薩了。雲居樓負責典座

的徒眾慧專法師告訴我，去年（二

○一四年）光是二個月的暑假，雲

居樓的齋堂就有超過二十萬人次吃

飯。貧僧為了感謝這許多菩薩前來

擔任義工，經常以水果、餅乾表

達感謝和鼓勵，也不知道有多少回

了。

當然，也有人批評我們只是辦活

動沒有修行，但是從早期宜蘭青年

跟著貧僧披星戴月鄉村環島布教，

到現在全球有數百名的檀講師、宣

講員，如：鄭石岩、鍾茂松、吳欽

杉、李虹慧等人，他們分別在全世

界各地，一次又一次的宣講佛法，

讓更多人給佛法震動，生起了信

心，不能不說這些活動對他們沒有

貢獻。菩薩道的修行就是「但願眾

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的積

極六度波羅蜜，而貧僧能以佛法幫

助大家淨化身心，也感到非常欣慰

自豪了。

至於說到個人修行，佛光山的住

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四眾弟子，每天二時（早晚課）課

誦以外，三餐過堂，一飯一菜，數

十年如一日，在教室裡也至少八個

小時學習。另外，有禪堂參禪、念

佛堂念佛，還要出坡服務，你說，

他們有修行沒有修行呢？

現在，佛光山在世界上設立三百

多個道場，也像基督教星期日禮拜

一樣，每個道場週六舉行共修。全

球佛光人同一時間，同步念佛，平

均每一個道場以三百人至五百人

計，就有萬人同時念佛共修，向自

己的內心探討自我的世界，不向外

面的世界追求，自己也增加了對佛

教的信心。

傳統的念佛、講經、說法之外，

過去天主教為了宣教，曾經組成籃

球「歸主隊」征戰天下，為天主教

增加不少光榮與信徒。因此，貧僧

從年輕時，就一直希望佛教也能有

一支「歸佛籃球隊」，藉著「以球

會友」與各國的球隊聯誼，間接把

佛法傳遍世界。

(待續)

第198期 2016.03.09～15  地址：110台北市松隆路327號11～14樓  電話：02-276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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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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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台北道場3月3日恭請依照

法師，為邵淑玉督導先父主持三時

繫念佛事，宣讀文疏並開示佛法，

佛光會員及親屬家眷齊誦經文、念

佛，功德迴向邵性翔居士往生極樂

淨土。

「雖然世間失去了一位慈悲父，

卻在極樂世界多了位大菩薩。」，

甫從北京趕回的台北道場住持覺元

法師開示，邵老居世一生護法衛

教，盡心盡力護持【法華經】，讓

十方信眾有緣聽聞法華經的殊勝，

對於邵府的信仰有傳承，他更是讚

譽有加。住持指出，仰賴邵老居士

的福德因緣，大眾得以齊聚一堂恭

誦三時繫念。闡釋三時的意涵：

第一時「世界何緣稱極樂，只因眾

苦不能侵。」說明因為沒有世間的

生老病死苦，所以名為極樂世界；

第二時「便就今朝成佛去」，勸請

亡者不要躊躇、勿需掛念、不要執

著，往生極樂蓮邦；第三時「剎那

念盡恆沙佛，便是蓮華國裏人」使

亡靈和參與法會的信眾，契入佛

智，進入彌陀願海中。

邵性翔居士告別追思讚頌會於4

日舉行，恭請佛光山台北道場住持

覺元法師主法，邵府家屬、親友及

佛光人逾200人參與，念佛誦經，

並宣讀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所撰

〈為亡者和遺族祈願文〉、〈法華

偈語〉祝福邵性翔居士花開見佛，

蓮登九品。

【人間記者吳惠美台北報導】

台北道場 邵 性 翔 居 士 告 別 追 思 讚 頌 會

3月5日「生耕致富現代醫學講

座/論壇」下午場，國立陽明大學

附設醫院內科加護病房主任陳秀丹

主講「用愛陪伴走完人生最後一哩

路」。她以豐富的臨床經驗，多年

推廣安寧和緩醫療的親身歷程，向

現場近千名聽眾分享人生最後都要

面對的生死課題。

陳主任主張，「人生無常」是面

對生命最深的感受，正因如此，更

應該要提早體認人世間沒有不變的

事物，此刻最幸福，一切皆感恩，

因緣都具足。千古不變的定律是，

「人，終將面對死亡的來臨，再多

的不捨，還是要學習放下，即便放

不下，還是得接受既成的事實。」

如何面對死亡課題，陳主任說：

「提早準備，就不會慌。」強調生

死教育要從小教起。病人有知的權

利，醫者需真誠、委婉告知其病

情，真有壞消息，也要讓病人知

道，讓病人有時間為善終作準備。

講座最後，陳秀丹暢談既然人生

不免一死，「如何善終？」醫療界

目前積極推動建立新觀念，即「愛

他，讓他好走！」陳主任大力呼籲

停止臨終前無效醫療，因為醫療儀

器的進步，造成多人好不了、走不

掉，背後無數家庭因為龐大的醫療

費用而被壓垮。醫療人員及病人家

屬都應該了解，病人死亡不代表醫

療失敗，要尊重病人自主權及生命

品質與尊嚴。陳主任曾與其他夥伴

爭取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修正，讓

人民保有自然死權益的法律，末期

病人除了可以事先選擇不被CPR，

不使用維生設備外，原先已施行急

救，維生設備還是可以撤除的。強

調醫療人員不能當惡魔，妨礙自然

死。

最後，陳秀丹主任還不忘提醒現

場大眾「預約自己的善終」，由於

人生無常，自己最可靠，要認真過

每一天，能夠認老、服老，才可以

老得身心安適。認清「人生是不斷

的取捨」，取是一種本事，捨則是

一種哲學，放下自己是智慧，放下

別人是慈悲。「人生最大的承擔」

應該回歸愛的本質，做該做的事，

用愛陪伴走完人生最後一哩路，向

殘酷的仁慈說再見為結語與大家共

勉。 

【人間社記者廖麗珠台北報導】

現 代 醫 學 論 壇  用 愛 陪 伴 　 莫 忘 初 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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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道場生耕致富講座/論壇，

3月7日邀請網路創業教主林之晨，

分享多年來輔導青年創業的經驗和

心得，現場吸引近千名聽眾與會，

約有76%為30歲以下的年輕人，還

有身著建中制服的學子相約前來，

顯見講師對新生代的強大號召力。

林 之 晨 現 任 「 之 初 創 投 」

(AppWorks)的創始合夥人，自大學

至今已有16年的創業資歷。過去

6年裡，之初創投幫助了250多個

網路創業團隊，加總年產值達106

億元，雇用員工數也已超過3,000

人。因為曾任榮總院長的父親林芳

郁為星雲大師皈依弟子的因緣，特

別前來為聽眾揭示創業成功的心

法。

林之晨認為創業不僅是創造賺

錢、恆久的事業，更重要的是必須

「偉大」。這種偉大的事業，是能

普及地改變人類生活，令其增上，

例如：蘋果電腦(Apple)、谷歌

(Google)、臉書(Facebook)、亞馬

遜(Amazon)，甚至像佛光山的各種

弘法事業，都是透過發明或以新的

商業及傳播模式，帶來生活便利、

知識普及的效果，並保留人類文

明、提升溝通和諧。

創業是一連串的修煉，因此創業

者要對自己選擇經營的市場，具有

高度的熱忱與使命感，同時要抱持

「追求成功、但是不怕失敗」的觀

念。林之晨進一步指出，「創業就

是習慣失敗的過程，並且在每一次

的失敗中蓄積實力」，他強調，持

續追求進步，勝過一時的成功。

他說，創業者的核心價值，在於

充分了解、並滿足被服務者的反應

和需求，以「客人的觀點」做為思

考出發點，才是真正的「客觀」。

只要第一次帶給客戶的感覺超出付

出的價值，就能帶來第二次交易，

也能逐漸贏得市場口碑。

林之晨指出，創業的過程包含

「從0到1」的加速器時期，和「從

1到100」的資金時期。二者所面對

的工作目標、方法和關鍵難題都不

同，也具有不同的團隊文化和領導

人特質。「從0到1」的階段，必須

不停累積知識、刺激創意，並且面

對錯誤、從中學習，以找到可重

複及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從1到

100」的資金時期，創業者必須蛻

變成具備韌性的執行長(CEO)，重

視組織的穩定及嚴謹，並開始複製

成功的商業模式。

「從0到1的過程可能耗費5年的

時間，99%的新創公司都熬不過這

段死亡低谷期。」林之晨分享輔導

過250餘家新創公司的經驗統計，

並指出「偉大的公司能成功的核心

因素，就是創業者的意念。」在創

業上軌道後，創業者須學習提升自

己的高度、建立良好的公司文化，

努力轉型為經營者的角色，「因為

組織是骨幹、員工是肌肉、組織文

化則是血液循環系統，唯有建立穩

固的組織文化，才是事業可長可久

的主因。」

最後林之晨回應現場提問，「父

母給予想創業子女最好的資源，就

是『期許』。期許孩子在選擇的事

業上發光發熱、對社會發揮正面影

響力。」他也以自己成長、創業的

過程，鼓勵年輕人學習創業家的精

神，扛起社會轉型的責任、共同承

擔台灣的未來。聽眾在精采的講演

後報以熱烈的掌聲，隨後的簽書會

亦吸引眾多現場朋友參與。

「2016年生耕致富專題講座/論

壇」為期一個月，周一至周五以

「智富之鑰」、「前進未來」、

「樂活學堂」、「創意人生」以及

「翻轉的世代」等五大主題分別邀

請各界翹楚蒞臨分享。周六「現代

醫學講座/論壇」邀請各大醫學院

共同主辦，期透過論壇啟發大眾

醫學新思惟，傳遞正確的醫學新

知，促進身心靈的健康。共計24場

次，採預約報名，免費入場，歡迎

大眾洽詢報名。電話：(02)2769-

8933、網址：http://register.

fgs.org.tw。 

【人間社記者賴敬堯、

胡琇媚台北報導】

網 路 創 業 林 之 晨 談 創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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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最深、最遠、最快的方

式與世界接軌？佛光山台北道場

2016年生耕致富《前進未來專題講

座》，3月8日邀請旅遊作家、廣

播節目主持人也是知名旅行家謝

哲青，以他豐富學養和多領域的

涉獵，以及走過97國探索之世界願

景，與2307人分享他「在這裡與世

界相遇」。

「歷史怎麼學？文學怎麼學讀？

如何讓旅行更深具意義？」、「如

何在這裡與世界相遇？」謝哲青從

各國紙鈔上的人物與圖像，解說當

代歷史、文化背景的故事。他提到

5歲時，媽媽送了一張捷克1961年

發行的紙鈔，開啟他的世界觀與收

藏紙鈔的因緣。透過閱讀米蘭‧昆

德拉的著述，探討當時捷克的政治

與生活，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捷

克文學中看出，即便是遇到多麼困

苦的境遇，總會存在著無限的希

望。談到他的第一次旅行，當他實

現了抵達多年夢寐以求、也是精神

祖國的布拉格，留下感動的眼淚，

更印證起心動念，是一股開啟他進

入世界之窗的動力。

「歷史之所以迷人，因為『人』

在故事裡。」謝哲青表示，他常在

荒煙蔓草中尋找歷史的軌跡。強調

透過閱讀，身邊的一張紙鈔、一本

書、都有著不同的故事。他也藉由

秀出張張的紙鈔，和他走過的旅遊

相片，敘述出圖中城市的時空膠

囊。

謝哲青並以一幅戰鬥的畫作，

說明亞歷山大大帝是最早出現在紙

鈔的肖像；他享年三十多歲，死後

在其棺木左右挖兩個洞，將雙手露

出，表達他雖然征服了全世界，卻

什麼都帶不走。這也說明歷史告訴

我們人心慾壑難填的貪婪，唯有宗

教的淨化，才有翻轉的機會。

謝哲青說，「小王子」是一本

句子完美，富有哲學意涵，陪伴他

最長久的書籍，因為作者聖西歐伯

里書中的「真正重要的東西，是眼

睛看不見，唯有用『心』感受」一

句話，為他帶來一番生命的啟示。

說明「旅行」和「旅遊」不一樣之

處，在於要承受孤獨和寂寞，他

說，一個人要懂得獨處、體會自

己，才能學會與世界共處。

走了一趟代表教育、經濟、政

治的華盛頓D.C.、紐約、波斯頓等

地。謝哲青認為值得一提的是，他

拜訪美國國家檔案局，喜獲第三任

總統湯瑪斯‧傑佛遜所簽署的《美

國獨立宣言》、《美國憲法》改變

歷史的文稿；看到第二、第三任總

統雖然彼此任內時針鋒相對，卻在

卸任後魚雁往返，相互探討民主真

義的誠懇，呈現出民主政治之真

跡。

他最後總結：隨手一張紙鈔、一

本詩集、一張圖卡、甚至閱讀一本

書，都是學問所在，閱讀的起點，

必將拓展視野，成為人生的旅遊

書。

「2016年生耕致富專題講座/論

壇」為期至3月31日。周一至周五

以「智富之鑰」、「前進未來」、

「樂活學堂」、「創意人生」及

「翻轉的世代」等五大主題，分別

邀請各界精英翹楚蒞臨分享對談。

周六的「現代醫學講座/論壇」邀

請各大醫院共同主辦，期冀透過論

壇啟發大眾醫學新思惟，有正確的

醫學新知，促進身心靈的健康，敬

請把握。 

【人間社記者吳惠美台北報導】

謝 哲 青  在 這 裡 與 世 界 相 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