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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台北道場

●光明燈法會

● 日期：105年9月15日上午10:00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全國佛學會考

● 日期：105年9月18日下午2:00

   報名請洽：台北道場14樓

●秋季梁皇寶懺法會

● 日期：105年10月5-9日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甘露灌頂皈依三寶典禮

● 日期：105年10月23日下午2:00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告活 動 預

零碎修行 一生受用無窮

要說修行，這本來是個人自我的

密行，也不值得對人公開；只是當

今的社會，悠悠之口，對別人不了

解，就妄自批評，不得已，徒弟建

議貧僧把自我的密行修行，在此一

說，也就藉此因緣向大眾略作報告

了。 

貧僧回憶七十七年的出家生活，

對於怎麼樣修行的，整體說來，並

沒有數十年如一日，都是一些零碎

的修行點滴。儘管如此，貧僧的一

生已經感到受用無窮無盡了。

論說修行，我從三、四歲的時

候，就跟著外婆在佛堂行走，跟著

大人們念佛、繞佛、上供、禮拜；

不過，那個時候只把修行當作遊戲

而已，小孩子在佛堂裡奔跑跳躍、

胡亂說話，當然談不上修行。真正

要講修行，就從十五歲開始說起

吧！

才僅15歲 完成三壇大戒

十五歲那一年，我奉師父之命求

受三壇大戒。記得我還和師父說，

受比丘三壇大戒要年滿二十歲，

我才十五歲，有資格受戒嗎？他

聽了之後說：「你總可以去受沙彌

戒吧！」後來，承蒙開堂卓塵老和

尚、陪堂明度法師，以及得戒老和

尚若舜長老、羯磨教授和尚仁山法

師等，都同意我受三壇大戒。在這

許多長老的見證下，我十五歲就完

成了身為出家人必須具足的比丘三

壇大戒了。

回憶五十三天受戒期中，每天

不准說話，不准開眼，所謂「眼觀

鼻，鼻觀心」。聽講開示，必須

跪在地上，經常一跪就是三、五

個小時。我記得跪在砂石地上，石

子透過衣服，都嵌到肉裡面；等到

解散以後，把嵌在肉裡的石子拿

出來時，鮮血就隨著褲管流出。那

五十三天，感覺好像是五十三年一

樣，這是我青少年時期修持最值得

回憶的一頁。

當時，每天早晨三點起床上早

課，睡眠實在不夠。在佛殿裡拜

願，隨著梵唄的節拍，都有個幾十

秒鐘的時間匍匐禮拜，我經常在

拜下去伏在地上的那幾十秒中就睡

著了，糾察老師還用腳來踢踢我的

頭，叫我起來。

(待續)

第224期 2016.09.07～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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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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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道場

印度沙彌學園二十名沙彌以及

佛光山叢林學院尼泊爾校友法師

的尋根之旅，昨天來到佛光山台

北道場，一行人陸續參觀了《人間

福報》、公益信託基金、國際佛光

會中華總會、佛光緣美術館等事業

單位，在道場法師和知賓師姐詳盡

的解說導覽之下，對於佛光山四大

宗旨的弘法作為，有了更深刻的認

識。

台北道場監寺知貫法師致詞時表

示，台北道場這棟大樓總共集結了

十六個不同的事業單位，不同的事

業體共同涵蓋了佛光山的四大宗旨

─文化、教育、慈善、共修，而在

印度設立沙彌學園，也正是教育弘

法的具體落實。

《人間福報》發行部經理妙辰

法師則表示，在印度雖然沒有發行

《人間福報》，但卻有相同的人間

佛教。他鼓勵大家以後也可以把寫

作的文稿傳寄到《人間福報》，讓

更多地方的人也能夠透過文字來認

識沙彌學園。

前台北駐印度代表、現任中華

郵政董座翁文祺昨天也特別來到台

北道場，和久違的沙彌學園師生們

餐敘。印度德里文教中心主任慧顯

法師說，沙彌學園過去深受翁大使

和代表處同仁的幫助，常常到學園

來授課，他記得大使第一年授課時

說，佛光山要在印度弘法，根本是

一項「不可能的任務」；第二年又

說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到了

第三年，則改口說是一項「偉大的

工作」。

翁文祺則表示，二○○八年他赴

印度履新，同一年慧顯法師也被派

到印度，雙方都在接受新的挑戰，

但慧顯法師顯然更了不起，「因為

就像我太太說的，我們在家要搞定

兩個小孩就不容易了，而他卻要搞

定六十個孩子，還有背後的六十個

家庭」，可見得法師在海外的辛

苦，以及付出的心力。所以他要收

回前面第一、二年說過的話，並且

更加發揚第三年說的話，相信這偉

大的工作不只是理想，未來必然能

夠實現。

小沙彌預定明天返回印度，結

束為期十六天的尋根之旅。慧顯法

師特別感謝在這趟旅程中所有接待

的別分院道場法師與信眾，「尤其

看到信徒所凝聚這麼大的力量，這

在佛陀的故鄉印度，現在反而是看

不到的。」而沙彌昨天也特別表演

印度傳統樂器、相聲、瑜伽、梵

文《心經》唱頌、韻律節奏操等節

目，表達對道場法師和信眾的感謝

之意。

【人間社記者杜憲昌台北報導】

印 度 沙 彌 參 訪  深 入 四 大 宗 旨

「當你走在路上，突然遇到一

個人對你說，他是三年後的你，你

想過他會說什麼嗎？」用這樣的起

頭，妙慧講師陳俗均為松山農工的

同學上了一課「從服務看未來與希

望」。

開學剛進入第二週，在松山工

農校長楊益強的推動下，與國際佛

光會松五分會合辦生命教育系列演

講，9月7日邀請妙慧講師陳俗均，

為新入學的高一新生演講「從服務

看未來與希望」。

為提升學生參與的意願，陳講

師別出心裁設計積分遊戲與學生

互動，讓學生以班級為單位，彼

此熟悉，互相鼓勵。演講中，陳講

松 山 工 農 演 講  從 服 務 看 未 來 與 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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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從心想事成小遊戲，到分享「阿

茲海默症的阿公」、「MBA神射手

Curry」、「疊盃世界冠軍」、

「兩個年輕人的美學課本」四則故

事，不斷拋出問題，刺激學生積極

思考，參與回答，帶領學生理解四

則故事主角的共通點，最後請各班

推派一名代表到台上，分享在未來

的三年中，如何在服務中實踐自己

的夢想。在最後的分享中，看見同

學上台時各班同學熱烈的呼應，陳

講師也十分讚賞。

對於推動演講，楊校長提到，

服務學習一直是松山工農的核心理

念，特別強調不希望學生只看重學

業，也要重視品德的培養，透過敘

獎，公開表揚，以及修訂校長獎評

選標準等方式，提供適當的誘因，

帶動學生重視服務學習的風氣。楊

校長拿出統計圖表，表示經過一年

多的努力，透過量化數據，可明顯

看到學生的處分比例下降而獎勵提

高，這是身為校長所樂見的，也期

待舉辦讓學生參與社會服務團體，

跨校技藝交流等多樣性活動，帶學

生走出校園，看見世界。 

【人間社記者李仁福台北報導】

「2016第四屆星雲教育獎」贈獎

典禮9月10日下午2時，在佛光山台

北道場6樓舉行，獲獎的20名教師

背後都有一段令人動容的故事。其

中，已故的前高雄師範學院院長薛

光祖獲得最大獎項「終身教育典範

獎」，由長女薛曉光代替出席，從

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創辦人

星雲大師手中，接獲這項褒揚教師

的至高榮譽。星雲大師特別提說：

「薛光祖可和孔子、孟子同列為教

師典範，是用品德在做事的教育

家。」

贈獎典禮吸引500位民眾及受獎

者家屬一同前來觀禮，總統蔡英文

特發賀電給大會，向所有得獎者表

達誠摯賀忱，期盼教師們未來持續

深化弘道育才志業，體現適性教育

精義，共同為營造人文關懷之理性

社會貢獻心力。

「我雖然沒得過獎，但是可以

跟大家一起參加，比得獎還要高

興。」星雲大師致詞表示，這個教

育獎雖然很小，但是能獲獎卻很不

容易。他一生沒受過正規教育，雖

然曾做過小學校長，還創辦了5所

大學；全世界有21所大學頒給他榮

譽博士學位，但都不是教育獎，可

見要獲得教育獎很不容易。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榮譽總會長

吳伯雄致詞時，向在場的獲獎人致

上敬意。他表示，星雲大師本身就

是傳道、授業、解惑者，星雲教育

獎不但表揚有卓越貢獻的教師，也

鼓勵各級學校成為三好學校，培養

學生分享「做好事、說好話、存好

心」的三好習慣，做一位善良、優

秀的國家棟樑。

薛光祖長女薛曉光替父親接獲

獎章致詞表示，父親和大師相知相

惜50年，他生前說過：「終身典範

不敢當，但是終生學習，我做到

了。」薛光祖告訴子女，他98年生

命沒有浪費，雖然在病榻上，依然

利用ipod探索世界，組織讀書會廣

泛學習，勇敢面對生命最後階段，

向病痛學習，不抗拒、不逃避，內

心依然和諧。薛光祖從中領悟到星

雲大師的教導：「心有多大，世界

就有多大。」

國立成功大學社科院教育所教授

蔡景仁，受獎代表致詞表示，現在

是知識爆炸時代，老師也要改變教

育方式，要教導學生如何思辨。他

期許未來在教育工作上持續努力，

而老師教育學生基本上除了要有愛

心、耐心，還要能有「開敞的心」

和人文精神，用心啟發學生的思

考。

「得獎是一份責任，教師的責

任就是帶領學生，走向正向的道

路。」國立員林崇實高工室內空間

設計科主任廖宴鮮得獎致詞表示，

感謝星雲大師設立教育獎，他認為

每位得獎教師的背後，都有動人的

故事，不論故事是什麼，老師最重

要的工作，就是用心指導每一位學

生，成就學生。  

【人間社記者鄧淑明台北報導】

公益信託星雲教育基金 2016第四屆星雲教育獎 表揚典範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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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大陸佛

教發展現況參訪之旅」，9月5日至

11日參訪大陸佛教學院教育、大陸

寺廟行政管理、大陸佛教文化書籍

成果、互聯網之佛教傳播等行程，

全台各寺院道場僧信四眾計180名

參加，由佛光山常務副住持慧傳法

師擔任總領隊，為人間佛教展開新

頁。

「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成

立於2015年8月，由台灣近300個寺

院、教團之方丈、住持代表，以及

逾300位社會賢達響應加入。今年5

月舉辦國內寺院巡禮，由輪值主席

明光法師、祕書長覺培法師率領理

事、會員百餘人，前往新竹福嚴佛

學院、台中慎齋堂及彰化福山寺等

道場參訪。對星雲大師及各寺院道

場推動人間佛教，即知即行的在文

化教育、僧團依止、青年僧培植等

用心，同聲讚嘆。

聯合總會祕書長覺培法師指出，

為促進兩岸人間佛教交流，瞭解大

陸佛教發展現況，由主席團6位主

席，帶領台灣佛教中青代方丈、住

持及人間佛教學者教授、企業界、

基金會董事長等社會賢達，在國家

宗教局及中國佛教協會領導規劃

下，展開7天參訪之旅。

活動將拜訪中國國家宗教事務

局，並參觀北京龍泉寺、中國佛學

院、靈光寺、中國國家博物館；8

日下午由北京搭車，前往南京宜

興，再繼續往後3天參訪棲霞寺、

天隆寺、善卷洞等行程。

人間佛教聯合總會表示，在北京

龍泉寺將舉辦「寺院管理與當代弘

法經驗交流」，並安排贈書儀式；

前往中國佛學院研討「當代大陸佛

教的探索與實踐」，瞭解佛教人才

培養、辦理佛教大學的情形；於靈

光寺舉辦「祈禱世界和平法會、瞻

仰佛牙舍利」，並至佛光祖庭大覺

寺舉辦「人間佛教座談交流」。

覺培法師提到，行程最後一天，

參訪位於太湖之畔的「靈山小鎮拈

花灣」，它與大佛為鄰，繼梵宮之

後的又一精品唐代建築，是世界佛

教論壇的永久會址。

參訪團分A、B兩團，A團將從桃

園國際機場出發，B團自高雄小港

機場出關，並於北京會合，全程訪

問以「文化教育」為主。 

【人間社記者胡巧鵝三峽報導】

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 大 陸 佛 教 發 展 現 況 參 訪 之 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