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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台北道場

●報恩法會

● 時間：105年3月9日上午10:00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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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耕致富專題」講座/論壇

● 時間：105年3月4-31日
   報名：台北道場6樓
   網址：https://register.fgs.org.tw

告活 動 預

佛光山的四大宗旨是「以文化弘

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

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對

於這四大宗旨，前三條都容易懂，

第四條的「以共修淨化人心」，就

必須做一番說明了。

貧僧這一生所有的建設，都不

曾為某一個人。例如：建設叢林學

院，分有男眾學部、女眾學部，各

有山居，中間要經過信徒集會的場

所。甚至，因為有寶橋分隔，所以

雖有男眾、女眾弟子，彼此也是難

得知道姓名，互相沒有往來。

承蒙南懷謹先生在佛光山說，

佛光山的山形，就像一朵蘭花瓣；

我倒不想是否像他說的那樣美好，

不過，也可說像是一座五指山。

東山是男眾，西山屬於女眾，中間

有大雄寶殿以及信徒來往食宿的朝

山會舘。大雄寶殿的後方，喜歡參

禪的，有禪堂可以打坐；喜歡念

佛的，有淨業林（念佛堂）可以念

佛，每天佛聲不斷。另外，再偏遠

一點的地區有育幼院、養老院，各

有山頭，大家都是集體團居。

想起過去大陸叢林的建築形制，

除了住持大和尚的丈室以外，有西

堂、後堂，多為長老所居。因為佛

光山都是年輕人，沒有想到、也覺

得沒有必要建設獨居的住所，所

有的人等，統統都是過著團體的生

活，可謂「眾中有我」，我也在眾

中。

因為貧僧有這樣的性格，所以

佛光山就為各類人士舉辦不同的活

動。例如，我們曾為年長者舉辦老

人夏令營、冬令營以及獨居老人餐

會，邀請數千名以上獨居老人一同

聚餐。記得貧僧年登花甲要過六十

歲的時候，徒眾都知道我不喜歡延

壽，為了這一天，他們想要為我祝

壽，就跟我說，那就邀約一千位

六十歲的人一起來吧。我不得辦法

違背大家的眾意，也就接受了。到

了六十歲那一天，果然有一千三百

位六十歲的老人一同前來，我覺得

也很有意義。所謂「獨樂樂，不若

與眾樂樂」，我在眾中，大眾就能

夠給予我們歡喜和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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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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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殊勝，2月25日佛光山開山

星雲大師法駕台北道場，開山寮特

助慈惠法師隨行、國際佛光會世界

總會副總會長慈容法師。佛光會中

華總會秘書長覺培法師、台北道場

監寺知貫法師，各事業單位以及知

賓、員義工近百人，齊聚13樓法堂

聆聽大師慈悲接心開示。

大師表示，他做事一向以「不

要」和「給」為原則，因而有了今

天的佛光山。並舉張榮發與王永慶

之例，說明他們的成功都有傲人的

因緣；也道盡人世間「成敗在一念

間」「生死在一線間」重要關鍵在

於結緣。一個成功者，或因有了好

的對象，或因看了一本書而開啟智

慧，或是一句讚美、一個靈感、一

句激勵的話語，而功成名就。一

塊錢若使用得當，一本萬利，發財

了！

從給出發 發心辦佛學院

大師說，為了辦佛學院他發願

到殯儀館、太平間、通宵念佛，多

賺點錢養活佛學院的學生。接著，

大師提到辦佛學夏令營（長庚醫學

院院長陳昭榮就是當年的學生），

眼看著學生就要來報到，迫在眉

睫需要兩萬元，以購買學生日常

的生活用品，大師說就是一個「我

要做！」的念頭，縱使歷盡了層層

困難，卻未曾欠人一分一毫。過年

期間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以及停

車場，從未收取門票、停車費，面

對來自全省的遊覽車司機要給跑路

費、神明修道會要給宮廟紅包錢，

錢從哪裡來？只知道要「歡喜給

人」。大師特別提到，新春期間於

佛光山藏經樓的牡丹花展，緣自於

大師捐贈揚州鑑真圖書館、南京大

學的教學大樓、中國佛教協會成立

文化協會擔任董事，而得到的助

緣。談到他幾十年來在各地講經，

接受供養又捐出成立基金會、給佛

教學院、到現在的「一筆字」墨寶

之錢財，他從未看過；大師比喻自

己好像一隻生了雞蛋，就馬上被取

走了蛋的「老母雞」。提及最近為

要讓在海外道場弘法的弟子實踐

「理想本土化」，已將一筆字墨寶

所得的錢捐贈出去。

大師說到《獻給旅行者365日中

華文化佛教寶典》一書，有著無限

的妙用，希望此書能像暗室中的明

燈，照亮每個人的心靈，看準必定

促成世界偉大的事蹟。世間一切為

大家所共有，各事業單位在各地發

展，為了佛教，難免遭受委屈與辛

苦。大師提到，眼看即將荒廢的佛

光山金光明寺，因為中華總會秘書

長覺培法師的勤勞，而動起來了。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一個人

有智慧、肯辛苦、肯給人，「感動

的世界最美麗」，大家互相感動，

給予機緣，緣來緣去，幸福無限。

談到早期興辦幼兒園時，慈容法

師、慈惠法師與幾位長老法師的奮

鬥史，大師分享她們都有「割肉餵

鷹」犧牲奉獻、捨己為人的精神。

又強調，慈悲、忍耐、結緣是佛

法，勤奮、精進是佛法，「有佛法

就有辦法」。後來發展了佛光山的

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

給人方便的「四給」精神，因為

給，給出一個佛光山，給出弘法五

大洲。

記憶力過人，未曾空過一天的大

師勉勵大眾說，世界很美妙，迎接

新的一年，唯有改進向前，不斷更

新，才會有所進步；佛法讓我們心

甘情願、出生入死，我們的信仰昇

華， 大家共同努力，平安吉祥！

【人間記者吳惠美台北報導】

台北道場 星雲大師法駕開示 給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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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完春節的最後一個節慶「元

宵節」，北市北一區督導委員會於

2月24日在台北道場12樓舉辦新春

聯誼餐會，佛光會北區副會長徐月

華、區委員朱玥、督導長姜霞萍等

40位督導歡聚一堂，會場熱鬧滾

滾，大家互道吉祥，洋溢著濃濃的

春意，台北道場住持覺元法師特別

蒞臨接心懇談。

覺元法師說，督察與指導名為

督導。百年樹人，各位督導發長遠

心，從加入會員到組長、委員，及

至會長，有著10年以上的功力，都

是星雲大師最珍貴的核心幹部。在

大師人間佛教的薰陶下，秉持著

「菩薩心‧青年力」，走入社區

推廣人間佛教，展現人間佛教大法

輪，大作獅子吼；期勉督導們「不

要放棄珍愛的自己」、真心跟隨大

師，在菩提道上一齊精進。住持祝

福督導們，將吉祥如意、幸福、快

樂、平安帶回家。

督導長姜霞萍準備豐富的養生

蔬食，大家品嘗美味素食之餘，相

互分享生活心得。最後在「祝你幸

福」歡樂的歌聲中圓滿北一區督導

委員素食品嘗餐會。

【人間記者吳惠美台北報導】

北 市 北 一 區 督 導  新 春 聯 誼 餐 會

「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禪淨共

修」由佛光山與國際佛光會中華總

會舉辦的第二場「2016年禪淨共修

祈福法會」，2月28日於林口體育

館熱鬧登場，來自台北市、基隆、

宜蘭與花蓮等地區1萬5千民眾，三

代、四代扶老攜幼，各機關團體、

村里長也帶領里民前來齊聚願心、

共結萬人緣，祈願在諸佛菩薩加被

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共創五和

世界，啟發內心佛性與正向能量。

象徵信仰傳承的老、中、青三代

集體創作，為法會揭開序幕，首次

參加的佛光童軍團與佛光青年團以

法音獻藝、台北佛光啦啦隊的吉祥

獻禮，與佛光敦煌舞蹈團「以香為

敬，以燈為供」敦煌獻舞等表演，

除了展現學佛人的自在與歡喜，也

在寓教於樂中教導大家要力行「三

好」與「四給」，將佛法融入生

活。此外，法師擊法鼓、國樂團與

天鼓擊樂團表演的龍騰虎躍，磅礡

氣勢震撼全場、攝受人心，令人印

象深刻。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北區禪淨共修 齊心共結萬人緣



周訊

間佛教讀書會帶領人種子培訓

列車，2月22日在慧慈寺靠站，近

20位學員開心地接受活潑有趣的課

程內容，講師彭桂芳「聞思修證」

四層次提問法、古苓光「十修歌」

示範帶領，與大眾在互動中敲響笑

聲、歡樂，並透過實務演練了解讀

書會帶領人的秘訣。

「在文章中你看到什麼？」 

「你覺得主角是怎樣的性格？」

「從討論中領悟到什麼？」彭桂

芳細心解說「聞思修證」的討論次

第，強調尊重包容、不批判的重要

性，建議可藉由影片欣賞、說故事

作為輔助，引發作者與讀者間的共

鳴，進而愛上閱讀。並引用星雲大

師曾說「高興歡喜讀書，和生活經

驗相連結」勉勵大家，盡情和親

友、家人分享文章的精采之處。此

外也強調帶領人要特別注意營造安

全的環境，以博得對方的信任。

唱歌有助於讀書會的熱絡，讓

參加者加深印象，古苓光以「十修

歌」示範帶領討論方法。會中覺華

法師以「恭喜！恭喜！」曲調帶動

大家輪唱暖身後，古苓光解釋歌詞

意義，不斷拋出問題讓學員分享

「最受用的十修是什麼？如何將佛

法融入生活中？」在座者紛紛發言

表達所思所想。

緊接著最刺激的實務課程登場，

由詹金英、蘇姿澐、鄭士林、林麗

珠擔綱演練，分別以〈老人的智

慧〉、〈忍之為德〉、〈上台與下

台〉、〈鼓勵〉等文章作為題材。

學員立馬轉換為帶領人，過程中絕

無冷場、笑料百出。在妙寧法師、

彭桂芳的指點與講評中，眾人得以

更進一步掌握帶領技巧。

妙寧法師表示，透過演練獲得

帶領方法與訣竅，建議大家也可以

將文章內的譬喻故事，藉由話劇演

繹，讓讀書會成員能夠印象深刻。

同時勉勵大家秉持「給人因緣」的

信念發願成立讀書會，邀約親友、

鄰居參與，只要3人就可以成立。

覺華法師鼓勵大家，依信願行具

足智慧和慈悲，希望人人學習星雲

大師弘法度眾的悲心願力，面對問

題不退縮，相信自己可以突破。以

歡喜、認真的心態參加此次課程，

才不枉費大師給了眾人如此精采的

修行舞台，最後期許所有人「聰敏

靈巧」。

【人間社記者陳德啟善化報導】

人間佛教讀書會總部 讀書會帶領人培訓 慧慈寺書香萌芽

法會由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

退居和尚心培和尚、慧裴法師、慧

無法師與慧靖法師等五大師主法，

帶領百位法師與120位優婆塞、優

婆夷依序入場，熏壇灑淨後，大眾

虔誠念佛，持誦〈大悲咒〉、恭誦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在殊勝法

會與萬人獻燈的莊嚴場景中，許多

人臉上洋溢滿滿的感動，也攝受星

雲大師提倡人間佛教，以佛法安定

人心、淨化社會的慈心悲願。

心培和尚開示，參加禪淨共修除

了為自己消災增福，也可將功德回

向，為過往親人祝福。星雲大師提

倡三好，希望大家透過修行淨化自

己的心，學習諸佛菩薩的慈悲與智

慧，減少人我之間的障礙，藉由心

中的般若智慧轉化內心的煩惱，成

就解脫道。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秘書長慧傳

法師提到，念佛要能一心不亂、與

菩薩感應道交，需有禪定的功夫，

最近天災人禍不斷，星雲大師推崇

禪淨共修，希望大家能以一份清淨

心，透過修持與諸佛加被，讓大家

消災免難、人人平安。

副總統吳敦義致詞時表示，舉

辦禪淨共修是佛教盛事，星雲大師

高齡90歲仍心繫眾生，來台弘法60

年、創建佛光山50年，讓佛光普照

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把一生

的志業推展到全球，只能用「非常

辛苦」與「非常認真」來形容，希

望在大家的努力下齊聚願心、締造

五和社會，讓台灣更繁榮、中華民

國更壯大、兩岸持續和平。

四代都是佛光人的國際佛光會中

華總會榮譽總會長吳伯雄，引用星

雲大師智慧法語談到，佛在每個人

的心中，參加禪淨共修，除了禮敬

諸佛，也藉此因緣檢視自己的心，

是否具足慈悲與智慧。成為佛光人

是一種福報，要珍惜這份法緣，進

而接引家人與認識的有緣人。

來自花蓮的邱彩雲帶著女兒、

孫女與曾孫，一家四代歡喜前來；

帶著80多歲父母、弟弟與兒女前來

參加的李嬌美談到，去年第一次參

加，覺得很感動，今年便鼓勵家人

一同前來親近善法；連續參加24年

全勤的許雪嬌分享，希望藉由參加

法會為大家祈福，讓人人平安健

康、福慧增長。

與會貴賓雲集，內政部常務次長

林慈玲、內政部民政司副司長羅瑞

卿、參加過2015年神明聯誼會的汾

陽宮、南興律動隊、福慧禪寺、廣

信府、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總會長

趙麗雲、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會

長王清峰、國立體育大學校長高俊

雄、國立台灣戲曲學院校長張瑞濱

與醒吾科技大學校長周燦德、朱厝

崙社區發展協會理監事鄧金妹帶領

30人前來，與萬人一起獻燈祈願。 

【人間社記者胡巧鵝三峽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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