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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台北道場

●地藏法會總回向

● 日期：106年9月18日上午10:00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北區供僧道糧總回向(台北道場)

● 日期：106年9月19日下午2:00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告活 動 預

然而，無論是社會還是佛教界，

對於「大師」這個稱呼的意義，都不

夠了解。例如，抗戰期間，太虛大師

在重慶的時候，有一次《海潮音》的

〈卷首語〉裡，主編福善法師發表一

篇一千多字的文章，裡面用了十七個

「大師」來稱呼太虛大師。原本這也

沒什麼大不了，不料，佛教界譁然，

認為太虛大師的弟子，對太虛太過宣

揚，因而群起攻之。

合宜稱謂 都是尊敬意

在佛門裡，為了這個稱呼，也經常

有一些糾紛。就例如，慈航法師都喜

歡別人稱他為「老師」，比較親切。

「老師」的稱謂也很平常，但是佛教

界就批評他，不應該稱做「老師」，

甚至不諒解，一聽到青年們稱慈航法

師為「老師」就不高興，而把那些青

年排拒於門外。其實，國民小學裡的

教師也稱老師，幼稚園的教師也稱張

老師、陳老師、林老師，為什麼慈航

法師不能稱「老師」呢？

又如印順法師，他實在對原始佛

教的論典有研究，應該稱他為「論

師」；不過，也是因為他的學生弟子

很多，就尊他為「導師」。這「導

師」也沒有什麼異議，像現在學校

裡，也有高一班的導師、高二班的導

師、高三班的導師，但印順法師在被

稱為「導師」的時候，佛教界也有很

多的批評、議論，甚至反對、不以為

然。其實有何不可呢？學生願意以印

順法師做導師，為何不能稱「導師」

呢？是他不懂？還是疑忌別人受人恭

敬呢？

說到受人恭敬，不管什麼稱謂，

都不是自己擦粉裝飾，而是要別人願

意尊敬你是哪一種稱呼。因此，像在

大學裡教書，我們稱他教授、先生或

老師，他也不以為忤，只要適合你，

稱謂是一個尊敬的意思。而每一個稱

呼，都有一個當時的情況，例如一名

女士，我們可以稱她為夫人、太太、

小姐，無論怎麼稱，應該都是平常的

事情。

以上述的這些例子，我就跟佛光

山的徒眾講，你們再想另外一個職務

來稱呼我，不要稱我大師，這個稱謂

會為我招來許多麻煩。但徒眾們想了

想，說：「我們不稱你『大師』，不

知道該稱呼什麼了？如果稱呼你師

父，我們煮飯的有飯頭師父，煮菜的

有典座師父，做香燈的有香燈師父，

做園藝的有園藝師父…通通都是師

父，又如何分別呢？還是請你慈悲，

讓我們稱你『大師』吧。」我就這樣

繼續被稱作「大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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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周訊

2

台北道場 知賓講習‧建立共識與態度

佛光山台北道場8月19日舉辦知

賓講習，適逢孝道月燄口法會及社

教秋季班招生在即，為了使知賓師

姐能在第一線提供更貼心的服務而

特別規劃本次課程，共有150位知

賓熱情參與。

講習會首先禮請住持覺元法師

為大眾接心開示，住持鼓勵知賓們

要多看星雲大師的著作，讓大師的

理念貫徹執行，信仰才能傳承。同

時勉勵知賓在服務工作中要能活用

信、解、行、證四項修行層次，除

了提供來訪者賓至如歸的服務，觀

念的建立和態度的養成尤為重要。

課程依各樓層的主要業務分組講

習，人間大學知賓進行新開課程及

佛光卡系統說明，其他樓層知賓則

專為燄口法會的工作再做行前的演

練。此次的講習課程，另外安排茶

藝分享，由10位茶藝班甫結業的學

員佈置茶席並司茶，除了奉上一杯

杯香醇好茶並分享課堂所學的茶葉

知識，令每一位與會知賓在賞茶、

品茶、聽茶中享受無比的禪悅法

喜。

課程最後，由監院知貫法師講授

「菩薩與義工」，說明義工工作是

念念歡喜，快樂結緣，是發心的、

是有情有義，以平等、仁義的胸懷

為人服務。鼓勵大家多當義工，既

可以增加自信、自我成長，又可以

廣結善緣，發掘人才。更勉勵大家

要將歡喜化為恆常心，永不退轉。

【人間社記者黃于溱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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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2017全國

佛光菁英幹部培訓，8月12、13日

在佛光山如來殿4樓大會堂盛大召

開，會長、菁英幹部1200人與會。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署理會長

慈容法師應邀為幹部開示，指出60

年前台灣的佛教是落伍、消極、迷

信的，在當時許多人因為生活過不

下去，所以選擇走入佛門、出家之

路。

其實，出家是為了修行，修行

為的是解脫，讓心靈得到成長、捨

掉分別心、計較心、執著心、自私

心，讓自己更提升自在。

慈容法師說，佛教是教大家學做

人、學做事、學習如何與人相處，

與人共事，讓生活可以更幸福、更

平安、更快樂，讓人生更豐富、更

多彩。

慈容法師以佛光四句偈「慈悲喜

捨遍法界、惜福結緣利人天、禪淨

戒行平等忍、慚愧感恩大願心」，

講述大師一生不與人計較，願意吃

虧、吃苦、奉獻、廣結善緣，從發

心中聚集越來越強的能量，所以大

師擁有300歲的人生。他鼓勵所有

菁英幹部，從參與活動中認真學

習，不要浪費生命，要發心立願、

精進修持、勇往直前。

如何讓社會更和諧、世界更和

平？佛光山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引

述星雲大師與高希均教授的對話－

台灣要有前途，社會要發展，大家

需要有「共識」，更需團結一心。

慧傳法師指出，星雲大師去年

10月於世界會員代表大會的開幕主

題演說「共識與開放」，強調佛光

會需要傳承，要把人間佛教推展出

去，用文化教育充實自己的內涵，

更需要悲智雙運。

慧傳法師詳述「共識與開放」十

個息息相關的重點：

一、對人間佛教要有共識 

二、對於不同的教派要尊重

三、對於僧信的地位，要有共尊

共榮的認識 

四、佛教界應該共尊男女平等的

主張

五、對重視青年、培養人才的共

識

六、對信仰傳承要有共識

七、重視文化的共識

八、佛教僧侶要有布施的習慣

九、簡明易懂的佛法，要有著力

宣揚的共識

十、讓信徒參加寺院生活的共識

慧傳法師以對重視青年、培養人

才的共識為例說明，星雲大師說：

「一個國家、一個團體有沒有前

途，就看他對年輕人是否重視。一

個人要想有所作為，年輕的時候就

要將基礎打好。」

為何星雲大師會有這種感悟？

1949年，大師帶領「僧侶救護隊」

來到台灣，發現當年的佛教仍停留

在「葬儀的宗教」，對社會、群眾

的生活起不了作用，知識份子、青

年學佛者更是鳳毛麟角。

因而1953年星雲大師到宜蘭弘

法，深知振興佛教必須從青年下

手，便積極接引青年學佛。慧傳法

師說，大師寧願自己挨餓，也要呵

護青年、提攜青年，可見大師重視

青年之一斑。

一天的課程接近尾聲，佛光山

淨業林念佛堂堂主永藏法師帶領大

眾「與佛接心」修持，聲聲佛號出

口入耳、斂目攝心，極樂淨土不在

他方，此地即是。永藏法師鼓勵大

眾，大聲念佛可以釋放壓力、壓力

是成長、成佛的動力；每個人的佛

性未曾離開，相信自己是佛；佛光

山讓我們充電、加油、學習、修

行；期願大眾時時念佛，共創佛光

淨土。

【人間社記者洪佩蓮大樹報導】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菁英幹部培訓　談共識與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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