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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台北道場

●報恩法會

● 日期：106年4月26上午10:00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浴佛法會

● 日期：106年5月3日上午10:00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八關齋戒

● 日期：106年5月6日上午9:00

   地點：台北道場14樓(7:30於12樓報到)

●八關齋戒佛學講座

● 日期：106年5月6日下午4:00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北區水陸法會

● 外壇日期：106年5月27日-6月2日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 內壇日期：106年6月4日10日

   內壇地點：台北道場14樓 

   大壇地點：台北道場6樓

告活 動 預

瘧疾襲擊 來去隨它自癒

每逢瘧疾來襲，再熱的夏天，

一冷起來，就是蓋了幾條棉被，都

抵抗不住。時冷時熱，真是苦不堪

言。那時候的我，也不懂得如何應

付，只有來的時候讓它來，去的時

候就讓它去，大概都是十天、半個

月，或者二十天，就自己痊癒了。

在我要離開棲霞山前，應該是

十七歲那一年，瘧疾發病的情況最

為嚴重，持續了一、二個月之久。

我當然不懂，也不敢投訴，在那個

時代，好像也沒有聽說別人有這種

疾病，我沒有醫療常識，不知道病

的原因，只好任其自然發展。每天

到了一定的時間，寒熱交加，實在

難以抗拒，好像死亡就要降臨。

有一天，正在奄奄一息、意識模

糊的時候，有一位和我差不多年齡

的沙彌，大概是我師父的侍者，他

送來半碗鹹菜，在我的病床前說，

這是你的師父叫我送來給你吃的。

那個年代歲月，哪裡有什麼好

的飲食？尤其重病的人，那半碗鹹

菜，真是比什麼珍饈美味還要有價

值。我邊吃邊流淚，在心中發願：

師父，您怎麼知道我有病呢？您怎

麼送這麼好吃的鹹菜給我呢？我誓

願將來一定要做好出家人，弘法利

生，報答您慈悲的恩惠。

說也奇怪，那一次嚴重的瘧疾沒

有奪走我的生命，後來就不藥而癒

了。甚至，以後數十年的歲月中，

再也沒有得過瘧疾。尤其到了台灣

之後，政府為了杜絕瘧疾，如果

有人患了這種嚴重的病，不但為你

醫療，還可以去領賞。我真是沒想

到，國家社會還有這種好的方法厚

待病人。

貧僧還有一段深刻的記憶，二十

歲要離開焦山的時候，出了一場嚴

重的天花，除了頭部以外，全身潰

爛。在那個時候，寺院裡很少人看

病，就是病死了，就用木板釘個像

方型桌子大小的箱子裝起來，送到

後山，火化了事。

(待續)

第255期 2017.04.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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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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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三天的清明慈悲三昧水懺法

會，於4/2日由三時繫念超薦總回

向圓滿。壇場內外，信眾、眷屬虔

誠誦經，將殊勝功德回向歷代先遠

考妣宗親，祈願彌陀接引眾亡靈，

上生佛國、蓮品增上。

法會後，住持覺元法師開示，三

時繫念即晝三時、夜三時，透過晝

夜六時身、口、意繫念阿彌陀佛名

號不懈，懺除罪業，並對佛法信受

奉行，發願往生極樂淨土。

此三時，可謂ㄧ心三觀（假觀、

空觀、中觀）

第一時佛事《假觀》，即於極樂

世界，說明娑婆眾苦，並彰顯彌陀

自性，行者尋得成佛道

第二時佛事《空觀》，一心清

淨，心、佛、眾生，本無差別，當

下即是，今朝成就

第三時佛事《中觀》，萬法唯

心、極樂蓮邦從來沒離開過娑婆世

界，就在剎那念盡塵沙佛中，亦如

端坐九品蓮台。

透過一心三觀，積極向上、永離

業海，與會大眾歡喜聆聽開示，深

獲法義，實為冥陽兩利！

【台北道場聯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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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道場 清 明 水 懺 法 會 開 示 ( 三 )

「想，一直想，讓它變成習慣；

培養不同面向思考的能力，才能掌

握未來的契機。」佛光山台北道場

「2017年生耕致富–洞察大未來」

專題講座，3月16日邀請打造LINE

成為台灣通訊霸主地位、現任MeMe

直播台灣區總經理暨共思群議社負

責人陶韻智，暢談「建立思考洞察

未來的習慣」。在指尖溝通的時代

裡，揭示新世代傳的媒趨勢與變

革，打破思考的定義，吸引839人

現場聽講。

陶韻智強調「建立思考習慣」

的重要性，表示一旦思考建立，才

能知道未來要往哪裡走。面對新時

代的挑戰，陶總經理以uber為例，

從中看到動產的重新定位、資產概

念改變、運輸成為服務、電網的安

排、物資使用的有效率及離峰改善

耗油等，陶總經理說，要解決社會

問題，就是決定世界往那一個方向

走。

科技的進展速度已超越人類適

應的速度，人們來不及學習，陶韻

智表示，學習能力是適應時代的關

鍵；機器已然頂替人類會的東西，

造成產業別的變化，他說，唯有朝

高科技無法取代的方向前進。

陶總經理引導大眾思考問題，他

指出，就一般認知世界是線性，眾

所熟悉的直線延伸未來預估模式，

並把以前的經驗推估未來，但將時

間拉長世界從來就不是連續的，過

去的經驗跟數據不能解釋未來，他

引述如林肯所說，預測未來最好的

方法，就是去「創造未來」。

思考的「次數」決定思考的「品

質」，「怎麼思考」比「思考什

麼」更重要，陶韻智提到，對未來

不確定性，要盡量加速的try，勇

敢探索人生中各種的可能性，失敗

次數多了就知道方法，換言之，就

是接近成功的距離越近。他強調，

以全方位角度去看事情，細究之間

的因果關連性，做法可以是什麼？

以系統思考，避免很快做出結論，

設法找出問題、改變全局的觀點。

陶韻智並重申，思考是個動作，

但思考習慣最為重要，每天多思考

身邊周遭的事物，習慣比技術更為

要緊，久而久之思考深度就會提

高；如「相機＋石頭」會產生什

麼?把二個不一樣的東西做結合，

就可創造出未來需要的產品。 

【人間社記者陳柔諭台北報導】

解開金剛經的密碼　感受無住生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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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台北道場「2017生耕致

富專題講座/論壇」，3月23日進入

第17場，邀請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暨雲朗觀光集團執行長張

安平，暢談「從歷史看未來」。現

場來賓740人，另透過大公網、Yu 

Tube、Facebook等線上直播共有

14447人同步收看，總受益人數共

達15187人。 

「談未來，應該從歷史切入；一

個人要看未來，就必須了解現在，

要了解現在就必須要了解歷史。」

他認為，人類因不停地創造、改

變，而形成了歷史的內涵，如社

會、國家、民族、宗教和權力分配

等。在一部人類文明演變史中，當

歷史不斷重複與複製，讓整個社會

與世界付出的代價一次比一次更

高。所以要鑑往知來，看未來之前

要先回歸歷史。從現在的世界看未

來的變化，從歷史的軌跡看到未來

影響，避免歷史重演而不斷付出昂

貴的代價。

張安平進一步分析東西方世界

的傳統文化基本差異。東方世界重

視天、地、君、親、師，強調由上

而下的仁義道德思想。在宗教方

面，重視輪迴、因果、善惡。於科

技方面，著重生活融於大自然中，

即天人合一。就政治而言，在歷史

上沒有民主觀念。西方世界則重視

法治，主張個人英雄主義及血統的

傳承。在宗教方面，強調創世，即

「宇宙創立」的思維；科技方面，

著重征服大自然；但就政治面向

上，希臘在2500年前就有民主體

制。

張安平舉例，從1095年第一次十

字軍東征開始談到文藝復興運動，

到15世紀的大探險時代、16世紀的

宗教變動，包括新教的改革，其中

引發13世紀到17世紀對人類發展影

響深遠的科技突破，也造就了一些

新的西方思想家，並引發17世紀的

工業革命及18世紀美國獨立戰爭及

法國大革命，造就社會帝國主義思

想的崛起，進而引發第一次及第二

次世界大戰，前者軍民死亡人數達

1700萬人，後者更增加到5000萬人

之多。另外，近代科技的發展包括

網路的運用及智慧型手機的發明，

對現代社會形成更廣大及深遠的影

響。

他最後總結：「歷史告訴我們，

宗教不能太極端，不能太強調重商

主義，多數政治家充滿私人野心，

因此不能太相信懶人包所說，社會

必須提倡美德和道德才能永續存

在。」他更歸納引申，明日的世界

不一定會更好；現在強調的自由和

權利優先，會變成責任優先及環保

優先；未來的民粹會式微，應朝向

國際間的合作與互助；道德會再度

受到重視，宗教的思想會再次撫慰

人心。最後並以蘇格拉迪的一句話

「一個人如果沒有反思和自省的人

生是不值得活的」來期勉大家。 

【人間社記者廖麗珠台北報導】

生 耕 致富 講 座　 張 安 平從 歷 史洞 察 未 來

從孕育我們的土地上，種出作

物、稻米，再由販賣作物所獲得的

盈餘，又回到英文班孩子的學習

上，這就是水牛出版社社長－羅文

嘉的生活理念。從土地賜予的食物

教育中，延伸出更多的生命意義，

這就是善的循環。

生耕致富專題講座/論壇，3月

20日進行生活藝想家系列，講題為

「稻田、書田、種福田」，由水牛

出版社社長羅文嘉、我愛你學田創

辦人劉昭儀對談。一開始桃園縣政

府計畫在新屋蓋的客家文化館，使

得從小在桃園鄉村長大的羅文嘉，

覺得偏遠地區的弱勢教育問題很重

要，深知鄉村缺少的是圖書館，遂

回到自己的家鄉，與鄉長達成共識

後成立了圖書館，又進一步在圖書

館裡辦英文班，尋找社會資源提供

稻田、書田、種福田　談生命意義的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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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鄉村孩童一個學習的環境，希望

幫助地方弱勢教育。有了圖書館、

有了英文班，又想到該如何讓這二

個攸關偏鄉教育的事業能穩定地開

展；羅文嘉想起了老家的農田，想

到用田來種稻，再將稻米賺來的

錢，支持英文班的開銷。就這樣，

昔日政壇金童開始了農夫生涯。

羅文嘉回到新屋家鄉，動手整

理閒置十幾年的祖厝、幫女兒蓋展

望台、連昔日的司機也跟著到鄉下

種田。剛開始種稻收成的時候很有

成就感，可是賣完後算出來才發現

連自己的成本都不夠。但為了產品

的卓越，又想到別人能種出有機稻

米，自己也可以，經過後來的第二

次，第三次收成，種出心得的司機

有天還建議羅文嘉可以參加稻米比

賽，第一次參加稻米比賽的羅文嘉

就獲得了第六名。繼英文班後，種

稻的收入也讓孩子有機會學習打擊

樂。

某天夜裡，水牛出版社創辦人專

程來拜訪，讓羅文嘉的農夫生活起

了變化；愛書的羅文嘉決定實現童

年夢想，接手水牛出版社。於是在

新屋鄉下開了一間二手書店。開了

書店他才發現營收太少，他繼續動

腦筋，既然鄉下開書店行不通，乾

脆在城裡再開一家，用城裡收益補

貼鄉下的支出。瑞安街水牛書店就

這麼開張了。水牛書店從賣地瓜、

賣時令蔬菜、到現在的料理廚房，

把廚師帶回家的料理真空包，也讓

更多的人吃到小農的蔬菜。

體驗是一種樂趣，但如果變成

勞動就會累了。從耕田到販售，門

市店員、值班賣菜、到編輯，每一

位員工都必須下田親自踩在土地

上，從勞動中培養更深刻的理解。

善循環應該成為社會企業的模式，

賣書、販賣小農作物、所獲得的營

收投入偏鄉孩子的教育。稻田、書

田、種福田，都是生活中點點滴滴

的一些累積，希望帶給社會無盡的

效應。

本場講座，現場661人聆聽，網

路直播含youtube、facebook共819

人同步觀看，總計1480人聆聽本場

講座。 

【人間社記者林薰庭台北報導】

提前歡度母親節，國際佛光會

中華總會松五分會，於4月9日台北

道場11樓大齋堂，特邀「金牌的媽

媽」全國家長會會長聯盟秘書長李

桂芬，主講「相信孩子的無限可

能」。兒子陳漢昇從自閉生翻轉成

世界金牌，李桂芬說「相信是一種

強大的念力，擁抱是一種堅定的支

持，今天一定比明天更好，因為無

所畏懼永不放棄」。

每年母親節最大的希望是兒子可

以喚她一聲媽媽，回顧孩子成長的

過程中，診斷出自閉、中度語言發

展遲緩，李桂芬帶著一個不會說話

的孩子，無法與人溝通，聽不到、

看不見、說不出、聞不清，思緒無

法做聯結，宛如生活在與世隔絕的

小村中；媽媽的用心觀察不厭其煩

的教導，從簡單的動作「再見」就

要花3個月才學會，在國小的校園

陪讀期間，李桂芬努力爭取學校成

立「資源班班親會」讓弱勢的孩子

能得到好的學習環境。

李桂芬以生動有趣的比喻描述著

漢昇，如腹瀉拉肚子，他就將衣服

掀開，拉著肚皮給你看；上美術課

只會畫黑白的迷宮，但仍然努力聽

懂跟上，獲得九年的全勤。她說兒

子有著「視若無睹」，跟別人不一

樣的特質。

多元入學進入松山工農是兒子人

生的轉折點，選擇電子科就讀，帶

班老師陳茂璋是他的心靈導師，以

用心、細心、耐心的陪伴，加上李

桂芬的配合、同學的接納及照顧，

三者共存的因緣提供陳漢昇的學習

環境；高一下參與電子科的技能培

訓及多種技能競賽，不斷在挫敗中

累積經驗，李桂芬說愛的力量是突

破他心理壓力最大的助益，讓漢昇

能專注在技能領域上，在校期間多

次獲得獎項，畢業後順利進入台科

大就讀。

陳漢昇經由松山工農老師陳茂

璋、台科大教授林淵翔、裁判長志

宏的鼓勵協助，參與105年3月在法

國主辦的「第九屆國際展能節職業

技能競賽」工業電子職類金牌；為

台灣36年首次得金的國手，作品在

國際大放光采。李桂芬闡述金銀之

爭，台灣與曰本積分相差甚微，在

現場只覺得不可思議的力量在牽引

著，兒子展現異常的專注力，將平

常學習的技巧全部發揮出來，當成

績揭曉時，瞬間淚水化成行動擁抱

著兒子，激動之情不可言喻。

會後瑠公國中校長林明貴指出，

現今推動融合教育，讓特殊生分散

在各普通班，可以學習與其他同學

的相處，更讓特殊生得以展現個人

天賦；李桂芬有比一般人更多的耐

心與堅持，得以開啟孩子的未來。  

【人間社記者陳柔諭台北報導】

相 信 孩 子 的 無 限 可 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