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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台北道場

●早課地藏經

● 日期：106年8月22日-9月17日

   時間：上午6:00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報恩法會

● 日期：106年8月22日上午10:00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告活 動 預

法師序級 三業列考評

在佛教裡，為人所詬病的，就是

出家六十年與出家一日的，都稱作

「法師」。為了真正的平等，我們

後來在佛光山為出家入道者，訂定

了序級制度，讓平等中有差別，差

別中有層次。

這序級分別是：清淨士六級（每

年升一級），學士六級（每二年

升一級），修士三級（每四年升

一級），開士五級（每五年升一

級），再往上就是「大師」。升級

不一定依年資為唯一的標準，主要

的考核在學業、事業、道業，有

一定的水準才可以升級，大概也要

四、五十年左右的經歷，要能正

常，對常住、對佛教有所貢獻，才

能升為「大師」。而當時徒眾給

我的所謂「大師」，並沒有什麼

意義，只是在佛光山內部與徒眾有

個職稱分別。他們的職務是「法

師」，我的序級就是「大師」。

我的序級既是稱為「大師」，

所以後來佛光山的徒眾在我各處弘

法的地方，就稱「星雲大師佛學

講座」或「星雲大師佛經講座」或

「星雲大師接心開示」等等，就這

樣，「大師」成了我的稱呼。

其實，「大師」這個名稱，在

社會上極為通用，凡是專家者，也

有人尊他們為「大師」。如：藝術

界有張大千大師、齊白石大師；教

育界有蔡元培大師、傅斯年大師；

在科學界的丁肇中大師、楊振寧大

師；國學界的錢穆大師、唐君毅大

師、饒宗頤大師、季羨林大師等。

在大陸叢林裡，稱「大師」一

詞，也很普遍，沒有大小，人人都

可以稱為「大師」，也沒有人提

出異議。例如，我們見到一位小沙

彌，可以問他：「你這位沙彌大師

叫什麼名字？」或者見到一位比丘

尼，不知如何稱呼，你也可以問：

「請問你這位大師上下法名？」這

都只是一種尊重。

佛門稱呼 律術有專精

在佛門裡，稱「大師」的也多，

如：太虛大師、弘一大師、圓瑛大

師、虛雲大師、來果大師、印光大

師、法尊大師、法舫大師、敬安大

師等，光是近代佛教的大師，不

知道就有多少，可以說比比皆是。

甚至，在家的居士也可以稱「大

師」，從印度佛陀時代的維摩大

師、善覺大師，到中國歷史上的善

慧大師、龐大師（龐蘊），到晚近

的楊仁山大師、歐陽竟無大師等，

大師之多，不在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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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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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道場 「行佛青年座談會」　沉澱思考再出發

佛光山台北道場7月29日在海會

堂舉辦「行佛青年座談會」，由佛

光山叢林學院院長妙凡法師主持，

現場50名佛光青年、都市佛學院學

生及近10名叢林學院女眾學部法師

互動交流，會場座無虛席。妙凡法

師以新作《人生是過堂》一書，

作為今日座談會分享的主軸，期

勉在座做一位行動佛陀，將佛陀的

慈悲、智慧、歡喜、信心散播到人

間，讓人間到處充滿正能量。

妙凡法師以自身故事分享，出生

在嘉義，自11歲起即對信仰產生高

度好奇，尋尋覓覓追求真理，走過

山澗水邊。在求學時期曾經是基督

徒，每周參加禮拜長達三年，沒有

間斷。後因被要求受洗，並被告知

若不受洗，當洪水來臨時，無法獲

得諾亞方舟的救贖，乃心生恐懼而

離開教會。過年期間另有因緣，參

加一貫道主辦的活動，自認也不是

所要追求的真理。他強調：「一個

好的信仰，可以成熟自身的生命，

不能因為恐懼與害怕而無知的追

隨。」直到進入佛光山叢林學院學

習佛法，才真正領悟人間佛教為終

身信仰。

《人生是過堂》一書中提及：

「看著他們離去的背影，突然覺得

人生其實就像過堂般，每件事情都

只有擦身而過，別人經過我們，我

們也經過別人，誰都留不住誰。」

10分鐘的閱讀時間，讓每位青年幹

部選擇一篇文章，分享自己所看到

的感覺。

北一分團、北二分團及宜蘭幸夫

愛兒園的青年於會中踴躍發言，侃

侃而談。例如：〈佛陀捨身飼虎，

算不算自殺？〉引申探討佛教的

器捐觀念。一位青年從〈和以前一

樣，不可能〉，分享在因緣合和的

當下，所有的存在都是暫時的，佛

陀告訴我們要把握當下，要創造未

來。現在都會變成過去，欣賞當下

每一個獨一無二的自己。

〈信仰，讓我完整〉一章中的

主角Sophia也親臨會場，分享當年

自己勇敢說出「我是佛教徒」的自

信。要不斷肯定自己的信仰，愛你

所選，選你所愛。年輕人要選擇接

受自己，喜歡自己，才會有人喜歡

你。

在〈訂做人生〉中，青年分享感

受到讀書擁有一個清楚的人生；而

〈護生〉的啟示，讓人感知人生不

只是面對生死、勝敗，該哭就哭該

笑就笑。〈呼吸，單純的哲學〉，

青年分享表示沒有過不去的事情，

為何不願放下它？有個法門告訴我

們，心依然住在呼吸中，練習專

注，拋開一切烏雲不快。

對〈不怕〉、〈無有恐怖〉、

〈大哥級，分別心〉、〈自卑與自

覺〉等文章，青年一一分享，看著

傳遞中的麥克風，青年的眼中流露

「換我、換我」的熱切性。妙凡法

師讚嘆，台北的青年確實與眾不

同，熱於分享且思想有深度。

叢林學院院長妙凡法師於專訪

中，特別引述甫獲「星雲真善美

終身成就獎」的戰地記者弗利曼

的話：「如何讓戰地的孩子跟我說

實話。唯有歡喜對方與傾聽。」同

樣的，跟年輕人相處，也是這兩件

事。一是，歡喜對方，對方就喜歡

你。一是，傾聽。在傾聽中即是傳

達尊重。他說：「生命本來就是照

鏡子原理，一切唯心造。書中〈心

動〉、〈心無罣礙〉兩章，即是探

討什麼心態就會產生什麼結果。」

此次舉辦的「行佛青年座談

會」，妙凡法師表示，主要希望透

過座談會讓大家認識佛學院。最後

強調「真理在每個人的生命裡，每

個人也都有內在智慧和慈悲，有沒

有機會被啟動，佛學院就是這個啟

動的因緣。」

會後，由台北道場有住法師代

表住持覺元法師致贈結緣品，邀請

所有青年常回道場，道場是每一位

青年學子生命、信仰中最堅實的後

盾。

【人間社記者廖麗珠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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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無價，健康至上，傳遞養生

風潮，守護台北市民。由佛光山台

北道場主辦、國際佛光會松四分會

承辦「一社區一蓮花」幸福生活講

座，7月28日首次在松山區中正里

辦公處開講，松四分會輔導妙田法

師蒞臨會場指導；講座由佛光會檀

講師陳惠珠主持，邀請人間佛教宣

講員陳淑燕、張雪卿、朱美玲等3

位與談人，以「養生」為題，暢談

身心靈健康的妙方，吸引逾50位民

眾到場聆聽。

「十指運動」活絡筋骨暖場後，

檀講師陳惠珠首先建構養生觀念，

以一名長者留下金錢是為了看醫生

作延伸，「10年、20年後，不把錢

交給醫院，不要看醫生，這種人生

你要不要？」她指出，從今天開始

「養生」，雖不會增加財富，但可

以守住大家的財富，做更有意義的

事，並強調養生的重要性，雖不能

瞬間變年輕，但是可以在數十年

後，和現在一樣年輕。 

「生命要靠恆心、堅定的毅力，

才能完成人生夢想」，陳淑燕講述

「健康八法」要點，不外清淡飲

食、作息正常、適度運動、心平氣

和、樂觀進取、營養均衡、正當嗜

好及身心靈健康；並以「適度運

動、正當嗜好」來引述自身的故

事，從小很怕水的她，是十足的旱

鴨子，一直深受踩不到底的驚恐陰

影環繞；後來努力突破心理障礙，

以及在先生鼓勵下報名晨泳會，學

習技巧和經驗累積，「天下沒有學

不會的事，只要肯跨出第一步，必

然能成功。」陳淑燕不但學會游

泳訣竅，還參加日月潭長泳1000

公尺、西子灣4000公尺，挑戰自我

「壯游大海」。

張雪卿推崇「素食的好處」，認

為素食是孕育文化的內涵。她分享

吃素的因緣，來自81歲母親在93年

間罹癌，與妹妹徬徨無助下來到台

北道場為母祈福，發願母親若能手

術順利就茹素。早期她住鄉下，村

裡鄰居養的豬隻，因預感生命即將

結束，就不再進食，在一個夜裡，

聽到豬被宰殺發出驚恐、悽慘的哀

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

聲，不忍食其肉」，從此發願長養

慈悲心長期吃素。

「擁有寬容、放下、謙卑、慚

愧、正派、清淨的心念」，朱美玲

闡釋「心藥方」的六顆心，作為大

眾養生修心的準則，她談及十多年

前，經歷青年期的兒子行徑叛逆，

在軟硬兼施溝通無效後，轉變成埋

怨、懊惱、焦慮，衍生出與孩子間

難融的冰點，經由法師一句話：

「孩子不是我們的財產，只不過是

藉由母親肚子出生的生命」，經念

頭轉化，調整教養方式，採正面思

考問題，看淡事情把心打開，她

說：「只有放下，才能快樂」。

中正里里長周勝裕表示，特別感

謝佛光山，講座讓里民受益良多。

妙田法師期勉，講師們提供的好方

法，大家要去做並持之以恆，真正

去實踐，讓人生更圓滿。松四分會

會長程淑梅，廣邀里民參加台北道

場社教課程，開拓視野增進幸福指

數。

【人間社記者陳柔諭台北報導】

傳 遞 養 生 風 潮 　 守 護 市 民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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