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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台北道場

●彌陀佛七

● 日期：107年1月1日至7日七永日

  1月1日上午10:00灑淨

  1月7日下午2:00三時繫念

   地點：台北道場14樓

告活 動 預

這些海鷗當中，也有一些可憐

的弱勢，大概曾經誤闖烤肉區，被火

熱的鐵架燙傷，以致無法行走。我對

這些弱勢傷殘的海鷗，都特別保護，

讓牠們優先飽餐，不必與同伴爭食。

有時我在吃早餐，鳥雀飛來，我們彼

此對視，一會兒之後再把我的麵包銜

走。

有一次，我到澳洲的一處山林，

那兒有許多彩色的鸚鵡、各種的鳥

類，一點也不怕人，甚至還一股腦兒

全部棲息在我身上，算一算也有十來

隻。其中一隻鸚鵡還站在我頭頂，牠

的爪子抓著我的頭，雖然很疼痛，我

動也不敢一動，深怕牠受到驚嚇了。

貧僧是一個出家人，好在我無

兒無女，徒眾雖多，但多在成年後才

投入僧團，因而省卻許多憂慮掛念；

反倒是這些可愛的動物們，真如我的

小兒小女，牠們全然的信賴依託，讓

我體會到父母子女間，濡沫相依的自

然之情。其中讓全山大眾印象最深刻

的，應該就屬「來發」了。

一九七四年八月，世界青棒錦

標賽在美國開打，中華隊球員李來發

打了一支二壘安打，正當大家在電視

機前歡喜狂歡、鼓掌的時候，一位鄭

碧雲小姐抱來一隻兩個月大的小狗，

對我說：「請師父替這隻小狗起個名

字。」

我本來有個規定，佛光山不許養

動物，因為動物跟人有了感情，彼此

容易牽掛。那時候，大家看轉播看得

正投入，我是熱愛體育之人，當然也

是聚精會神，忽然聽她這麼一說，為

了慶祝李來發的二壘安打，就漫不經

心的說：「那就叫『來發』吧。」

從此以後，近六年，這條狗不

肯離開貧僧了。來發是隻白色的獅子

狗，長得十分可愛，大家都歡喜牠，

而我忙於開山、辦學，難得有時間關

心牠，奇怪的是，不論別人怎麼對牠

好，牠就是對我寸步不離。我也不給

牠吃，牠吃飯是找別人，吃過了就來

找我。那幾年，你來佛光山，找我找

不到，只要找到來發，就能找到我。

我上課，牠蹲在下面；我拜佛，

牠跟著我拜佛；我主持皈依，人家跪

地禮拜，牠就在每個人頭頂聞一聞，

我在台上一面主持，一面還要掛念牠

會不會對人撒下尿來。平時我會客，

牠也一定要坐在我旁邊，趕也趕不

走，讓我真是苦不堪言，因為給別人

看到了，會覺得我們出家人宛如飛鷹

走狗之徒。我覺得不妥，想叫人把牠

送走，哪裡想到，牠知道後竟然數日

不吃不喝，為了安慰牠，不得已，只

得讓牠再留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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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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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道場 台 北 道 場 知 賓 講 習 . 茶 與 美 學 心 靈 饗 宴

適逢台北道場彌陀佛七法會

及2018年生耕致富講座即將到來，

為培訓站在第一線各樓層知賓，能

夠提供更貼心的專業服務，以及正

確觀念的建立和態度養成。台北道

場在於12月17日舉辦知賓培訓課

程，130人參加，藉以自我成長、

建立信心，並藉由茶藝美學的帶

動，以善美的供養心服務大眾，並

使知賓團隊打破樓層藩籬更加地和

諧融洽。

專業是每個知賓的責任。知

貫法師在「知賓面面觀」時說，如

何當一個稱職第一線知賓，對於台

北道場整棟大樓的單位、業務還有

法師，均應完整且清楚地全盤了

解，讓訪者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善

巧引導就是給人方便，隨時提升各

項專業知識，不怕挑戰，站在第一

線，保護常住如同守護自己的家一

般。

知賓通識入門，知貫法師針

對整棟大樓樓層單位、各個組別，

詳細的介紹和解說，表示乾淨、整

齊就是美，代表佛光山。同時對於

大家在日常服務接待時的各項問題

討論，一一說明。並透過茶與美學

課程，期許大家用善念體會，莊嚴

內在和外表，用心體會茶的甘甜苦

澀，和人生因緣過程是相同的。

妙澄法師和有榮法師分別針

對近期課程、生耕致富以及彌陀佛

七法會，巨細靡遺的講解，同時進

行茶與美學對話。

在茶與禪當中談出不一樣的

人生。住持覺元法師表示，透過茶

與禪的引導，學習包容，佛教在大

冶洪爐包容每個原生家庭的不同，

佛光山是國際化的大家庭，學習包

容和尊重、愛與關懷，學習彌勒菩

薩的笑臉，在三千威儀八萬細行

中，知賓是知道賓客，如同親善大

使般，是佛光大使，站在第一線行

菩薩道，應觀機逗教，學習觀察依

需要給與，對各樓層的一切活動，

要瞭若指掌，自我期許做「五星上

將的知賓」，與時俱進，更要20年

如一日不忘初心。

彌陀佛七將屆，住持說明了

發願的重要，就如同阿彌陀佛所發

四十八願，鼓勵大家不要怕發願，

更要以一顆歡喜心念佛。強調聞法

功德力的生命契機，聽聞佛法更要

納受，知賓站在第一線，由不經意

的一句話，可能為大眾種下菩提種

子。共修行持更是重要，住持語重

心長的表示出大師的心願，身為佛

教徒，應以佛法為前導，自我要有

體證，以修持做為心靈加油站，不

忘行佛的同時，時時充電，與佛感

應道交。

知賓林靜玉分享，由於參加

金剛經法會聽聞佛法的因緣點亮心

燈，經佛七、禪修的洗禮，將自身

歸零，脫胎換骨找到生命的契入

點，深入佛法不儘可療癒自己，更

可以幫助別人。

當義工是一件幸福的事。知

賓黃惠珠分享，找到信仰，安住在

正信道場，珍惜每個當下，一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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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積 團 行 堂 培 訓 . 學 習 發 心 和 感 恩

為提升行堂義工的專業知能，佛

光山台北道場香積團於十二月十六日

舉辦佛七行堂培訓講習會，儘管陰雨

綿綿，現場仍擠近一百二十人，由台

北道場當家、香積團團長知貫法師，

以及輔導法師妙境法師授課。

知貫法師以人間佛教的特色－佛

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為主

題，說明佛光山的宗門思想主要聚焦

在建設人間淨土、淨化生命，讓每個

人都能現證法喜安樂。「義工是發心

的、是有情有義的、是以仁義的胸懷

為人服務。」她鼓勵大眾要做義工的

義工，學習《維摩詰經》做一位「不

請之友」，不必等人家來請託，只要

自己有力量，就隨喜給予幫助，才是

義工精神的最佳展現。所有學員無不

專心聽講，猛抄筆記。

妙境法師講授行堂規矩，並實務

演練如何看懂添飯加菜的手勢，以及

碗盤與筷子的擺放位置，同時強調所

有人應該透過服務大眾的過程中，實

踐菩薩道修行。期間不乏有學員提出

疑問，妙境法師毫不保留地詳細解答

與建議，讓團員各個收穫滿滿。

「這是今年度第二度培訓，主要

讓團員在佛七法會中的典座行堂更加

如儀如法。明年度有更多實用課程，

香積團將會更加茁壯。」香積團總

幹事高嘉禧點出講習會目的與未來方

針。會中還安排一場潛能開發課程，

由張美麗副總幹事與鄭淑芳大組長主

持，帶領團員認識自己有哪些才能

與學習志向，如挑菜、擺盤或切水果

等，讓所有人皆能發揮所長，將台北

道場香積團建構成知行合一的學習型

組織。

會，從生耕致富講座的聽眾接受服

務，到現在能夠當義工服務他人，

在知賓各種活動學習中，學會了心

念不空過，借事練心，在有限生命

創造無限可能。

點燈祈福，全體歡唱〈佛光

山之歌〉，圓滿培訓講習，願這一

盞心燈點亮每位知賓，以一顆善美

的心服務大眾，成就自心菩提，成

為人間佛教的行者。

【人間社記者朱碧霞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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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會 打 破 自 我 . 找 回 真 誠 的 自 己

「 謝 謝 您 ， 有 您 真 好 。 」

12月18日在佛光山台北道場

舉辦「督導長暨會長座談分享」，

邀請林明德教授指導團體動力學，

藉由布條與小球等道具運用、結合

肢體語言，讓60位佛光幹部在輕鬆

活潑氣氛下，學習如何以一份感恩

心集體創作、傳遞正向能量，進而

打破自我，找回真誠的自己。

「在人生中，您的布條愈

多，責任就愈多。」林明德教導大

家手握布條、圍成圓圈，感受團體

中彼此緊密的氛圍，當布條上下移

動，代表人生起伏，如何在團體中

與人合作、互相接納與協助、觀照

別人的需要，互相信任，多一些誠

懇、感恩與感動，即是增進彼此和

諧的良方。

人有壓力，要如何解套？林

明德提到，人愈多，焦慮與責任也

愈多，面對壓力，除了放鬆自己，

宗教即是最好的慰藉，要常練習在

佛法中找到自己，透過不斷充電來

提升正向能量，進而把這份善美分

享給別人，讓更多人受益。

林明德也藉由播放電影與分

享生命經驗，教導大家要珍惜生命

與身邊的有緣人，並說明要丟掉情

緒、學習打破內心的牆，方能以樂

觀開朗的心走入人群、幫助別人。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副秘書

長覺多法師前來關心指導；輔導法

師妙眾法師引用星雲大師智慧法語

勉眾，對人間佛教要有共識，要將

所學經過思考、化為行動、運用於

會務；與會貴賓佛光山歐洲總住持

滿謙法師期許大家，人與人之間信

任很重要，要能放下心防，才能真

正接納別人，共創人間淨土。

【人間社記者 張彬彬 台北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