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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光山佛陀紀念館五和塔

裡，大師寫了一幅對聯「你我有

緣成眷屬，福慧共修慶家園」，

相逢自是有緣，男女之間的婚姻，

不是要求彼此都是一百分，而是

50+50=100，即兩人各減去一半自

己的個性和缺點，彼此互相認知、

信賴、包容、寬諒，如此加在一起

才完整，才能彼此增福增慧。

一個美好的家庭，需要很多

的因緣成就，唯有以佛法平等、慈

悲、柔軟、智慧等原則去處理，才

能祥和圓滿。一輩子說長很長，說

短很短，希望大家珍惜彼此共同的

時光，願天下有情人，共成美好的

菩提眷屬。

《貧僧有話要說》二十說 : 

「可」與「不可」

在晚清末年的時候，知名人

物曾國藩先生，他最大的特長，

被人讚譽為「知人善用」，他對於

如何知人、用人，讀他的《曾國藩

全集》自能心領神會。他可以為滿

清打敗氣勢如虹的太平天國，也是

靠著他的識人、知人。在滿清對

漢人不是太信任的狀況之下，他能

夠保住大清的江山，曾國藩的「識

人」，確實應該受到我們的肯定。

歷史上知人用人的能者很

多，但是不能知人善用的人，也不

在少數。世間上，凡是做領導的

人，政治界的也好、企業界的也

好、教育界的也好，對於選用部

屬，「識人」可能是一個重要的能

量。有的人，本來事業難成的，因

為「識人」，得天下英才而用之，

什麼都轉危為安、轉壞為好了。也

有的人，本來做得轟轟烈烈，由於

「不識人」，最後一敗塗地。可見

得，這個「識人」，關係著人間事

業的成敗，這是很重要的因素。

什麼是能用的人呢？什麼是

不能用的人呢？在貧僧的心目中，

凡是善事，都講「可」的，都應善

用；凡是官僚，講「不可」的，就

應該保持距離，以免影響好事。

貧僧對這一個「識人」的問

題，不能和過去這許多的歷史人

物相比；因為貧僧沒有財勢，沒有

交友廣闊，沒有選用天下英才的能

力，只是說，在佛門裡面，有一些

老成持重的發心人，或者一些肯得

患難與共，所謂「發心」、「有共

同理念」，那就是我們最得力的人

才了。

是人才？不是人才？要有選

擇的慧眼。我對於是人才、不是人

才，往往只看他做人對善惡能否分

辨，他知不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

惡？他的性格是惡、是善呢？這是

根本的條件。然後，我就是看這一

個人對事情是肯得說「可」，或者

說「不可」，我在這方面比較有計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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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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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修持　遇見更好的自己

佛光山台北道場1月28日藉由

住持覺元法師受邀回佛光山本山主

持福慧家園講座之因緣，逾200位

國際佛光會幹部、信眾發起回山精

進修持，除了參與主題講座，還特

別安排禪修、抄經、繞塔等，為即

將來臨的新春各項活動儲備資糧。

覺元法師在講座中，以「遇

見更好的自己——談成長」為主

題，邀請佛光會中華總會北市北區

區務委員朱玥、北一區督導長朱美

玲、松二分會督導官瑞齡、勝鬘分

會督導陳秀媚擔任與談人。

陳秀媚分享學佛後，開始學

習以正知正見面對過去畏懼的事

情，培養自己在生活修持中自我覺

察，以四攝法增長慈悲心，從深入

經藏中獲得極大的攝受力。朱美玲

分享自身的實踐經驗，以同事攝與

人相處，不僅營造出良好的婆媳關

係，更擴大做到與人為善，慶幸自

己跟對團隊。官瑞齡分享在實踐菩

薩道的心得，深受大師以92高齡仍

弘法不懈，以及多次受住持覺元法

師凡事認真以待的激勵，對正確的

事一定盡心盡力承擔不後悔，懂得

因緣才能堅強無畏，體會到仰望天

空產生自卑自憐，俯視大地產生自

負我慢，唯有放寬視野將天空與大

地盡收眼底、才能在蒼瓊視野中找

到自己的位置。

朱玥督導分享會長任內接引

家人學佛，對未來自我的期許要與

時俱進，在任何崗位上扮演好自己

的角色。佛光人以佛法為依歸，多

重身分並不相互違背，只有在佛陀

懷抱中才能找到自信心，期許未來

都能做最好的自己。

覺元法師強調，在團體中共

同轉法輪需要有規範，要降伏自己

原本的思惟和習氣，依教奉行，要

深入經藏才能開發般若法性、明因

識果，進一步觀機逗教。《人間萬

事》提到，如何做最好的自己？

就是成佛之道；從善如流，即能

在無限寬廣的當下成就佛道；與人

為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然能

慈悲處眾；有般若的佛光自然能進

退有禮，有佛理自然明理、善良慈

悲，佛教才能靠我；在積極樂觀

中，讓佛教因我而光榮，因有佛教

而能成就佛道。

此次禪修安排在藏經樓第一

平台的法寶廣場，面對遼闊的高屏

溪平原，呼吸著清新空氣，被寬廣

宇宙環抱，亦步亦趨跟著慧印法師

的諄諄教導，宛如身處佛國淨土。

下午在佛陀紀念館本館大佛平台的

抄經堂抄經，能在佛陀座下修持，

深感無比殊勝。在繞塔的修持中，

雖然艷陽高照，眾人跟著法師循序

繞著四聖塔，口誦佛號，心念相

繫，與佛同在。

最後，佛陀紀念館館長暨佛

光緣美術館總館長如常法師開示，

身心不得安住，是人生苦惱的根

源；那麼心要安住在哪裡呢？有四

點參考：第一、安住在發心上；第

二、安住在道念上；第三、安住在

學習上；第四、安住在體諒上。

一日充實的精進修持雖已劃

下句點，但每個人都是法喜充滿。

體認到修行仍要持續不斷，安住身

心，心甘情願，做更好的自己。

【人間社記者程麗麗台北報導】

台北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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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台北道場自1月25至29

日，舉辦為期五天的「三好」禪修

冬令營。課程豐富多元，有學佛行

儀、過堂規矩、梵唄教唱等，在四

威儀訓練中，讓孩子們體驗佛門生

活；同時結合傳統布袋戲、現代偶

戲和光影戲。近150位國小一到六

年級冬令營的小朋友，在生動活潑

的創作發想中，體驗傳統與現代偶

戲文化，藉由「偶」的世界，揮舞

出屬於自己天空中的色彩。

「禪修、禪藝、禪樂」寓教

於樂，在動靜間得以培養孩子專注

力和創作力。「不動如來」禪修靜

坐課程，可以培養孩子在生活中的

安定力與專注力，無形中更增進了

學習的記憶力。「禪詩偈語、人間

巧喻」，透過古德智慧名言，和深

具教育啟發意義的佛教小故事，培

植孩子的恭敬心，在惜福和感恩中

成長，更在心田中播下善美種子。

「大千世界」中，如何「異

想天開」？透過遊戲認識偶戲的不

同面貌，享受偶戲世界中豐富多彩

的藝術，循序漸進帶領孩子進入戲

的世界。戲偶是一齣偶戲的靈魂，

冬令營小朋友在指導老師引導下，

運用豐富的想像力和創作力，親自

動手製作布袋偶，並利用各種廢棄

的素材，環保再利用創造出各種活

靈現代偶，賦予了死物生命的奇

蹟。

光影戲則是透過光，將劇情

投影布幕上，老師以孟浩然〈春

曉〉、駱賓王〈詠鵝〉等等唐詩作

為劇情題材，引導小朋友自己設計

台詞、繪製佈景、道具，並為戲偶

造型，豐富劇情，每個偶都是獨一

無二的，為即將登場的偶戲成果表

演注入繽紛生命色彩。

【人間社記者朱碧霞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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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禪修冬令營  「偶」在眾中演藝人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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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佛光會80多位北區檀講

師、社輔布教師、人間佛教宣講員

暨佛光青年超級演說家，1月20日

齊聚佛光山台北道場，分享近期法

布施心得，以星雲大師《人間萬

事》暨《星雲大師全集》作為主

軸，進行5個主題、11項課程的精

進研習，極具活潑性、多元性，凝

聚無比信心與力量，共創美麗願

景。

精進研習課程總召洪明郁認

為人生一直在學習，每個過程中，

聽到有內涵的語言，必定讓生活更

加精采，尤其檀教師鍾茂松為教忘

軀，甫自醫院手術出院不久就來為

讀書會把脈，鉅細靡遺的講評，傳

藝亦授技。又看到追隨星雲大師超

過一甲子的兩位長者——林清志及

林秀美檀講師，不顧身體微恙，抱

病全程參與，令人感動與不捨。在

感佩之餘，誓當效法兩位長者為宣

揚人間佛教而努力。

在監獄暨看守所服務達10多

年的社輔布教師鄭綉善，以大師

《人間萬事》「爭氣、生氣、嘔

氣、洩氣」，解讀「調氣」文章大

意，提到人的情緒，深深影響到人

體氣息的出入，隨著心情歡喜、悲

傷、哀愁、暴怒、煩悶等改變生理

作息，如果出息入息不能平衡，必

然有傷身體，並分享人生無常，快

樂的人不是沒有痛苦，而是不會被

痛苦左右。

丁祖焯從《星雲大師全集》

的「人間佛教發展脈絡」，細說佛

光山以文化出版、教育辦學、慈善

弘法及國際展望等方向，傳承佛陀

教法，追求人生真善美，永續耕耘

人間淨土的理想。並列舉歷年「主

題演說」條目及精要，闡釋「佛法

人間化、生活書香化、寺院本土

化、僧信平等化」，務期達到「淡

泊知足、提放自如、慈悲包容、無

私無我」的幸福安樂生活。

人間佛教宣講員劉珍齡，以

《人間萬事》的〈一句話〉，和大

家說明說話的重要：卡內基因為繼

母的一句話而改變一生，更影響整

個世界；六祖惠能因《金剛經》的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話而悟

道；丹霞禪師進京趕考，因「選官

不如選佛」一句話而成為一代禪宗

祖師。因此，一句能讓人受用，給

人歡喜、鼓勵、肯定、讚美的話是

多麼重要。

青年演說家白象幹部張曉

婷，則從人我與朋友的關係，談到

如何與人相處，即遵循自然原則，

猶如「跳探戈」舞步，你進我退、

互相瞭解體諒、尊重包容，看到別

人的優點，彼此讚美，力行三好、

四給。

壓軸課程由檀講師石澄清主

持「一社區一蓮花　幸福與安樂」

座談，3位與談講師都能各紓己

見，「人生為何而來？」張芝湘認

為「脫離欲望的牢獄，享有比擁有

更好」。康進旺以「慈悲沒有敵

人，用智慧行慈悲，將能拔苦予

樂」；施美玉用閩南語與大家結

緣，學習梵志「放下才能提起」的

工夫，是我們最需要的課題。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副秘書

長覺多法師，看到這麼多類型的弘

法人員，在不同的領域面對各類人

群，宣說人間佛教同一教法，大家

互相成就、精進修持非常讚賞，也

希望僧信二眾持續開展、傳承星雲

大師的人間佛教理念。

【人間社記者游阿品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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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佛光會檀教講師研習　凝聚信心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