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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台北道場

●八關齋戒

● 日期：106年4月8日(上午7:30報到)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八關齋戒佛學講座

● 日期：106年4月8日下午4:00

   主講：慧昭法師

   講題：大乘佛法的圓滿修行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光明燈法會

● 日期：106年4月11上午10:00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告活 動 預

貧僧自喻是「破船多攬載的人」，

凡是人家和我商量，或者求助於我，

只要能力所及，我都不擅於推辭。

例如：有人跟我說，現在的孤兒很

多，要辦孤兒院，我知道這個可以，

那麼我就辦孤兒院。有人跟我講，現

在的老人跟年輕的兒女有代溝，應該

要有個老人安養的地方。我想這是好

事，可以，那麼我就辦老人院。有人

說，現在的青年學子，為了繳學費困

難，讀不起學校，由於過去我也是這

樣，那麼現在我有能力可以辦小學、

辦中學，甚至辦大學。辦一間不夠，

可以再辦一間，從這個國家，再辦到

那個國家。我自己雖然條件不夠，但

我可以藉助別人的因緣，沒有什麼不

可啊！

好事要「可」 壞事要「不可」

因為這一個「破船多攬載」的性

格，貧僧覺得世界上沒有什麼不可，

所以後來辦報紙、辦電台、辦電視、

辦佛光會、辦讀書會、辦都市佛學

院、辦叢林學院、成立美術館、推動

雲水書車、雲水醫院等等，都是因為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可。

經常有人跟我說佛經看不懂，實

在說，不是文字看不懂，而是道理很

深。我不能因為道理很深就退卻，所

以就努力想辦法，讓佛法的道理能夠

淺顯易懂，能夠講了可以讓人明白。

只要我肯發心、有心，又有什麼不可

呢？

後來，我又邀請大陸一百多位教授

來協助佛教經典的白話翻譯工作，請

慈惠法師幾次到北京、上海去聯繫相

關的事情；這麼一來，我的人緣越來

越廣，我的助力越來越多，事情也成

就了。可見得，好事要「可」，壞事

要「不可」。

有的人在一生當中建一間寺院，都

難以成功，像過去的寺廟，都要經過

幾代人的建設才能完成。現在，我在

世界五大洲多少個國家建了多少的寺

院，我哪裡有能力？我只是有一個性

格：「可」。

我到了美國，王良信先生對我說，

要在美國建寺院，我說「可」；我到

了歐洲，黃老太太和江基民跟我講，

希望在法國建寺院，我說「可」；我

到了荷蘭，中國飯店的羅輔聞說，

要在當地建寺院，我說「可」。全

世界所有的地方，要建寺院，我都

講「可」，很少有什麼地方說「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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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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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您的發心，全世界美洲、澳

洲、非洲、亞洲、都有您發心的因

緣。」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以視訊

傳達，感謝功德主廣植福田護持與

貢獻。2017年北區新品功德主皈依

典禮暨迎新會，3月19日在台北道

場隆重舉辦，新品功德主與信眾約

500位，在佛光山寺住持心保和尚

主法下，成為皈依三寶的正信佛弟

子。

典禮前首先由國際佛光會署理會

長慈容法師說明儀軌及教導佛教徒

應有的禮儀。心保和尚開示皈投依

靠佛、法、僧三寶的要義，學習三

界導師四生慈父的佛陀，自覺覺他

覺行圓滿；通向解脫道路的法，無

論37道品、六度四攝，深入經藏智

慧如海，「把佛法用在生活上，用

了才是你的！」勉眾善用己心，成

就善妙功德。

「皈依三寶，人天有份，惡道除

名。」心保和尚期勉，常作「不請

之友」，學佛不是為了別人，菩薩

隨其心淨則國土淨，外境是心的投

影，把心莊嚴起來，用佛法引導自

己，身心行為以佛法為依歸，發菩

提心，饒益有情，自然人間淨土現

前。

新品功德主授證由心保和尚、

慈容法師、功德主總會會長永平法

師、普門寺住持滿方法師、台北道

場住持覺元法師，頒發來自苗栗以

北、花蓮等別分院200多位功德主

證書，其中有柴松林教授、台泥副

總王琪玫伉儷等參與授證。大眾在

祈願祝禱後，由佛光合唱團台北分

團團員以高吭清亮的嗓音獻唱「流

轉」。

此場皈依授證典禮吸引相當多青

年族群，年輕夫妻帶著襁褓中的寶

寶來皈依， 好幾名數個月大的小

小佛子種下善根，許多功德主、道

場義工第二、三代皆熱烈參與。  

【人間社記者陳柔諭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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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道場 北區新品功德主皈依授證　迎向幸福人生



周訊

3

「當你不經意點開臉書上某篇

文章，按下『讚』或『分享』，就

已經成為媒體傳播的一份子。」香

港「端傳媒」前評論總監曾柏文，

3月9日在「2017生耕致富專題講

座」中，為700位聽眾勾畫現代媒

體的形貌，提醒在大數據演算邏輯

下，每個人都是訊息傳播的一環，

所以要廣泛閱讀，發揮同理心去理

解不同立場的人，並且避免傳播未

經查證的不實訊息。

曾柏文指出，人們會用媒體傳播

的訊息來認識世界，這些流動的資

訊就形成「媒體地景」。在傳統媒

體時代，由新聞從業人員和編輯產

出訊息，再透過報紙、廣播電視向

閱聽者提供資訊，因此媒體權力非

常集中。但是從1996年電腦網路興

起，2006年臉書等社群網路席捲全

球，媒體生態因而產生鉅變。社群

網路透過大數據的演算，依照偏好

提供個人化訊息；每個人在社群媒

體上以訊息分享或轉寄，形成自己

的新聞傳播網。如此雖然讓媒體權

力得以分散，但是社會各個族群也

漸漸壁壘分明。

這些新興的網路媒體，如何透

過大數據進行演算呢？曾柏文舉谷

歌(google)和臉書(facebook)兩個

佔有85%網路廣告量的社群媒體為

例，說明演算法不只針對個人資料

進行分析，也會納入關聯者的數位

足跡交叉演算，因此大數據演算

的結果，會自然形成群體的共同

框架，也就是所謂的「同溫層效

應」。長久處在同溫層，人們就會

和現實社會脫節。

新的媒體生態為社會帶來巨大

衝擊。曾柏文認為三個最嚴重的問

題，分別是鄉民崛起，讓民眾對專

業失去信任、立場鮮明帶動極端主

義，以及言論相互攻擊破壞社會共

識。在網路世界裡，為了爭取較高

的點閱率和「讚」，會用聳動標題

和強烈情緒表達來吸引注意，因此

未經求證的假新聞和杜撰的專業知

識任意流竄，碎片化訊息也取代深

入報導。每個人依照自己的成見解

讀新聞，無形中擴大不同族群間的

差異，也破壞民主社會穩定的基

礎。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繼續惡化，曾

柏文提出三個解決的良方。首先是

廣泛的閱讀，主動搜尋其他觀點的

新聞，避免單向接收社群網站跳出

的訊息。其次是抱持同理心去理解

不同的立場，從而找出雙方都能認

同的新觀點，搭建對話的橋樑。第

三是要有「訊息傳播者」的自覺，

轉傳訊息前進行查證、避免情緒性

字眼和偏頗的陳述。

最後，曾柏文語重心長的建議，

真正的分享不是在網路上按「讚」

或轉傳，而是回歸人與人的面對面

溝通。把值得閱讀的報導或文章，

在生活中與身邊的人分享，如此才

能真正打破大數據演算法造成的藩

籬，搭建彼此緊密相連的共識橋

梁。

【人間社記者胡琇媚台北報導】

打破大數據演算的藩籬　搭建彼此共識橋梁

佛光山台北道場2017年生耕致

富專題講座，3月17日舉行「跨世

紀的對話」系列第二場講座，邀請

知名藝人曾志偉、曾寶儀展開兩代

之間的深情對話，父女倆充分展現

幽默機智的互動，分享生命中的觸

動與感悟，妙語連珠，現場掌聲連

綿不絕。共計1200人現場聆聽，

近萬人透過大公網、Youtube、

Facebook同步觀看。

曾寶儀自述，從小缺少父母陪

伴，爺爺的過世對她衝擊很大，面

對生死離別，她開始認真思考生

命，面對有一天終將離開的問題，

她動了立遺囑的念頭，提筆時，她

想到「我有什麼東西？我要留給

誰？」，比自己年輕的人可以自力

更生，尋找自己的人生，父母也都

比她會賺錢，她的錢要留給誰呢?

她恍然發現自己沒有東西可留，那

麼她的人生究竟都在做什麼呢？透

過一次印度之行，大寶法王贈她一

我 們 把 什 麼 留 給 下 一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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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處處與法律息息相關，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松五分會3月

19日在台北道場8樓國際會議廳，

舉辦一場法律講座，讓30多位會員

了解關心法律問題，邀請易法國際

法律事務所律師盧美如主講「不可

不知的法律權益」，針對大家所關

心的法律問題如贈與、繼承、遺囑

等，教導大家如何規劃。

盧律師說明，法律是很人性的，

財產的贈與，不管是口頭或書面，

只要雙方合意皆是有效贈與。提及

每個人辛苦打拚了一輩子，累積了

一些財富，會想將財富贈與子女，

讓下一代生活得更好，因此以不動

產案例說明財富贈予的應用，並教

導大家可利用夫妻間贈與，免繳贈

與稅等方法做財富的規劃。盧律師

表示，財產贈與子女後，最擔心的

是子女的不聞不問及棄養，若對民

法有些許了解，就能有所保障。

「法律之前男女平等，擬定遺囑

分配給子女時，已婚女兒也同樣有

繼承遺產的權益。即使是移民海外

而放棄中華民國國籍的子女，因為

是直系親屬，血緣上仍有繼承父母

遺產的效力與權益。」為避免身後

子女為了財產繼承引發戰爭，盧律

師以大家較熟知的繼承順序、應繼

分外，亦詳細介紹法律上各類遺囑

類型，說明如何訂立有效遺囑並規

劃遺產，避免後代子孫無度揮霍，

可利用「遺囑信託」指定受託人及

信託目的來管理遺產。

最後盧律師開放會員提問，現場

踴躍發問，提問以遺囑信託的銀行

可信度及注意事項最多。盧律師予

以說明並對其他法律之疑惑給予解

釋，並提醒大家可以利用它來節稅

預先作妥善安排，避免子女間的紛

爭及對立。 

【人間社記者陳奕穎、

林薰庭台北報導】

不 可 不 知 的 法 律 權 益

句話：「做好自己就好了」，多年

後她明白，這就是她要留給地球最

好的禮物與幫助。

面對身邊眾人的詢問，她認為

「你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你就要

先成為什麼樣的人!」，她分享父

親做過許多的慈善工作，也曾被質

疑，但是父親告訴她：「就算是善

款到災民的手中只有一塊錢，我也

會盡力做好這件事。」，父親一生

表裡如一的身教，「做自己」也是

他留給她最好的禮物。

父女倆同時在40歲時面臨人生

的轉折點，曾寶儀透過每年以3至4

次的旅行和心靈成長來探索，後來

發現即使去再多的地方，見更多的

大師，如果沒有自己親身實踐和經

歷，就只是像坐雲霄飛車，回到情

緒的抽絲剝繭，沉澱和內化，人生

最好的遊樂場是在自己的心裡，而

靜心讓自己的雜念越來越少，開心

越來越多。

曾志偉坦承過去很少陪伴在子

女身邊，自認不是好爸爸，學佛給

他人生最美好的體會，佛陀把最好

的法留給大眾，而自己希望能將人

生經驗走過的腳步留給孩子。他分

享自己學佛的歷程，多年前在佛光

山短期出家的經歷讓他學會了放下

與轉念，星雲大師當年讓他們在一

炷香的時間內，想想有沒有對不起

誰，並發願打電話給對方問好，也

是因為這樣的機緣，讓他學到心無

罣礙。60歲生日時，他面對討厭的

人的訣竅就是「把自己當成總統，

總統登基時都會大赦，所以他把討

厭的人都大赦了！」，詼諧有趣的

言談贏得滿堂彩。

「對時下年輕的一代，要如何

給他們信心？」曾志偉表示身體力

行是最重要的，學佛的好處是可以

灌輸正確的觀念，佛法打開人心，

思惟就會與眾不同，進而影響其他

人，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是很好

的方法，「只要心裡有佛，就能成

佛」。

【人間社記者胡琇媚台北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