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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許多人士為什麼只稱呼

貧僧「政治和尚」呢？其實，我也

講經說法，有一些書籍出版，為什

麼不稱我「作家和尚」？我喜好文

學，詩歌、小說也有發表，但也沒

有人稱我「文學和尚」；我也像信

徒一樣發心救濟，為什麼沒有人稱

我為「慈悲和尚」？我熱愛教育，

辦了許多大學、中學，甚至得到世

界各個大學給我幾十個榮譽博士、

名譽教授，為什麼不稱我「教育和

尚」呢？

不過，到了現在這個階段，有

這個稱呼，沒有那個稱呼，貧僧也

不介意了，就是成佛，也是一個假

名，心、佛、眾生，本來就是三無

差別，何必在這個假名裡面去計較

得失？有什麼意義呢？

現在，貧僧雲遊世界各地，有

人稱「星雲老和尚來了」，有人稱

「星雲法師駕到了」，有人說「星

雲大師光臨了」，或者說「星雲長

老來了」…不論稱什麼，我也都隨

緣，從來沒有過異議。

為什麼？貧僧星雲就是星雲，

你們稱的只是形象上的代號。你稱

我星雲，我畢竟是星雲；你不稱我

星雲，未必我就不是星雲；你稱我

大師，我未必是大師；你不稱我大

師，未必我就不是大師。大師、小

師，都是別人稱呼的，不是由我決

定的；所以，是也？非也？由人自

斷而已。

而今天也是藉由《貧僧有話要

說》，把「大師」這個稱呼的來龍

去脈說個清楚罷了。假如你要問我

現在最喜歡的名稱是什麼？那大概

就是「貧僧」了。

貧僧是佛教徒，但我並不排斥其

它的宗教，因為不管什麼宗教，所

謂信仰都是代表自己的心，儘管人

不同，信仰的對象不同。其實，人

心要有信仰，這是都一樣的，你相

信土地公，你的心就是土地公；你

相信城隍爺，你的心就是城隍爺；

你信仰耶穌，你的心就是耶穌；你

信仰媽祖，你的心就是媽祖；你相

信佛祖，你的心就是佛祖。

記得二○○○年的時候，貧僧

到澳洲弘法，有一位參議員羅斯先

生（Ross Cameron）問我：「你覺

得世界上哪一個宗教最偉大？」我

說：「你歡喜的、你信仰的，祂就

是最偉大。」他一聽哈哈大笑，豎

起大拇指，認為我說得很對。信

仰，不必輕視別人，你尊重別人的

信仰，別人也尊重你的信仰，各信

各的，不必要統一。

在一九八九年，《聯合報》邀請

我和羅光主教在台北舉辦一場「跨

越宇宙的心靈」座談辯論會。其實

羅光主教和我相識已久，雖然彼此

信仰不同，我們從沒有為宗教辯論

過。記得有一次他到佛光山來，那

時候佛光山才剛開山不久，連客廳

都沒有，我就和他在香光亭邊上，

一談就是幾個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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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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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道場 香積團世代交替　傳承酥酡妙味

台北道場香積團歡慶成立6週

年，8月20日舉辦一年一度的團員

大會，200多人踴躍出席。香積團

義工長年承擔道場的典座、行堂工

作，不分晝夜在水深火熱間烹煮上

妙飲食，發心照顧大眾的飲食健

康，適逢總幹事任期屆滿，大會中

由榮譽團長覺元法師聘任督導高嘉

禧為新任總幹事，並見證新、舊任

總幹事的交接儀式。

覺元法師致詞表示，台北道場是

佛光山在北部的弘法重鎮，20餘年

來仰賴一群默默護持的香積菩薩承

擔各類大、小活動的飲食備辦，讓

台北道場的叢林料理遠近馳名。6

年前正式成立香積團，希望藉由新

人的加入，讓台北道場的甘露法味

能夠世代傳承。

覺元法師強調，發心結緣就在當

下，不能存有退休後才來發心的念

頭，世代交替也不是要新人取代舊

人，大眾應該要建立「退而不休」

的共識，職務可以退，但除了一時

的發心，更要有長遠的發心，發心

沒有休息的時候，懂得這些才是做

到精進不退轉。

大會安排「菩薩與義工座談

會」，由團長知貫法師擔任主持

人，邀請顧問洪信助、梁瑞貝及卸

任總幹事楊秀春與談。團長指出，

佛光人的幸福在於有佛法為指引，

大眾依教奉行，團體才能生生不

息，永續經營，每一次的作務就是

佛法的實踐。

楊秀春認為要扮演好自己負責的

角色，首先要具備歡喜心、服從指

揮，每一個當下都是學習的契機。

梁瑞貝分享要學習彌勒菩薩的笑

口常開、展現觀世音菩薩的慈悲柔

和、效法地藏菩薩的大願承擔、執

行普賢菩薩的實踐精神，更要具備

文殊菩薩的般若智慧，發心過程中

要能不說人錯、不看人過。

洪信助傳授不退轉的秘訣，就是

要時時歡喜、處處歡喜，佛光山的

特產是歡喜，提醒自己：我是為歡

喜而來。縱有些許不如意，只要記

得歡喜就沒有過不去的難關。

大會最後，團長勉勵大家要對

佛光山有信心，培養能力與廣結善

緣，從服務奉獻中，開啟生命的意

義與價值。

【人間社記者鄭淑芳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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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北 道 場 孝 道 月 燄 口 法 會 開 示 ( 一 )

 第一場：8月22日(初一)

眾所期盼農曆七月，連續十五場

瑜伽燄口法會，雖是非假日，台北

道場湧入兩千位求法渴仰的信仰，

共赴法筵、領受法益。第一天禮請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主法，現場梵

唄聲嘹亮，與會信眾恭敬誠求。 

法會圓滿，保和尚開示，七月是

孝道月，功德月，要盡量精進修行

成就功德。燄口佛事內容相同，重

要的是佛法的體驗，修行也要逐步

提升進步。佛法真理遍一切處，隨

時隨地是修行，隨時隨可悟道，悟

道契機在用功、恆常。 

所謂「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

法常住，法住法界。」佛法不增不

減，真理遍一切處。隨時隨地行布

施與人結緣，正念正信不起煩惱，

跟佛法相應，專注、持續，何愁不

能出離生死成就佛道？保和尚更鼓

勵大家時時刻刻，感恩、慈悲、布

施、精進禪定、持戒、勇猛力量很

大，諸佛菩薩廣度群倫就是這股力

量。

【人間社記者姜霞萍台北報導】

第二場：8月23日(初二)

台北道場住持覺元法師，以瑜

伽燄口法會的「功德利益」為現場

千三百餘信眾開示佛法，住持特別

叮嚀大眾，即使對燄口儀軌十分熟

稔的信徒也可藉由聆聽開示，溫故

而知新，人生的閱歷不同，體會肯

定也有所不同，代表學佛有所進

步。

覺元法師闡述「瑜伽燄口的功德

利益」歸納為以下四點：

1.免於餓鬼苦

2.受諸鬼神擁護

3.遇事吉祥 

4.延年益壽   

住持接著說明「小世界」、「小

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

世界」與「三千大千世界」、「微

塵世界」、「剎塵世界」的組成關

係讓大家瞭解《瑜伽燄口》與《三

時繫念》其實理論是相通的。極樂

世界與娑婆世界都是剎塵世界中的

一粒粉塵，亦即在剎塵圓融中，而

信眾在法會中薦拔的至親其實也沒

有真正離開，誦經時每一個佛號都

是心心相融，因為彼此都是剎塵世

界之一。既然瞭解彼此都是居住在

同一個法界中，則自然無須於過度

悲傷或百般不捨，因為大家都在同

一法界中共修，互為同參道友，故

《三時》云：十萬餘程不隔塵，又

《燄口》云：塵塵剎剎盡圓融。

經文中的「拈起珊瑚枝上月」

以明月代表「心」的圓滿，珊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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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境」，心境交融，物我兩忘。

「逆境、順境到底是福？是禍？」

住持提出問題讓大家思考後再以

「斷指國王與坐牢智慧大臣」的故

事，說明面對人生任何一個境界時

若能光明、樂觀、積極思考，則每

一個「境」都可能成為自己的「增

上緣」。自然如《燄口》云：「光

明炯炯照無窮」，意指表裡澄澈，

打成一片，自性光明與法性光明，

圓融無礙。最後勉勵信眾要把聽聞

的佛法，除了「自受用」還要能分

享予親友成為「他受用」。

【人間社記者高淑敏台北報導】

第三場：8月24日(初三)

瑜伽燄口法會進入第三場，非假

日期間，依然是一千兩百多名信眾

持續精進修持。台北道場特別準備

了「孝道月法會精進卡」鼓勵大眾

把握孝道月期間，誓願以持咒、誦

經、稱念佛號等修持繼續精進。住

持覺元法師開示：「瑜伽燄口」的

修行是「六度波羅蜜」的修行，是

大乘菩薩道的體現，「瑜伽燄口法

門」也就是「大乘的觀音法門」， 

因為「瑜伽燄口」的發起人即是觀

音菩薩化現的面然鬼王。佛教經典

重視「六度齊修」，要如何「六度

齊修」呢？「六度」是指布施、持

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六

項重要的修行法門：

1.不著諸境乃布施度-三輪體空

行布施

2.不犯前塵乃持戒度-不貳過、

清淨心修行

3.被觸不瞋乃忍辱度-不起瞋

心，關關難過關關過

4.念念在茲乃精進度-常行精進

5.內心恆一乃禪定度-定

6.了知境觀不二乃般若度-定慧

等持，順逆境界能境觀不二

「瑜伽燄口法會」必須用清淨

心，定慧等持，六度齊修，才能化

無量的佛力為不可思議法力。經文

中「伏以登瑜伽顯密之座，六度齊

修」可以清楚看出「瑜伽燄口」就

是《人間佛教》！

【人間社記者高淑敏台北報導】

台 北 道 場 童 軍 團 集 會  埔 心 牧 場 逍 遙 遊

  佛光山台北道場佛光童軍團團

集會，8/27上午7：30由朱照淑主

委及總團長邱振忠領軍，率稚齡、

幼童、童軍、家長、服務員等計80

餘人，前往桃園味全埔心牧場。

此次，兩周一次的團集會，藉由

戶外活動邀請家長與童軍們互動，

活動在人間音緣「我愛歡喜」團康

帶動歡笑中揭開序幕，尚有默契考

驗-互助合作傳氣球、聖筊、趕羊

秀、親子傳傳樂、遊戲等，雖然天

氣炎熱，但童軍與家長們仍在競技

遊戲中，盡情享受於草地上奔放，

親子同樂的歡喜。

【台北道場聯合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