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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難忍

終身榮譽總會長

星雲大師的話

人，都有感受；有感受，就會有苦。所
謂「苦受」裡面，有「苦苦」，有「壞
苦」，有「行苦」。

　　「苦苦」，人生本來就苦，例如，
饑寒交迫，貧窮潦倒，人情難堪等等；
「人之大患，在吾有身！」人有身體，
原本就有「五陰熾盛苦」，再加上世間
這許多的苦，真是苦上加苦，這就是「
苦苦」！

　　所謂「壞苦」，房子倒了，錢財被
騙了，名位丟失了，身體老病了，自然
就會感到「壞苦」。

　　所謂「行苦」，世間由不得你作
主，它會變異，它會無常；面對世事人
情的無常變化，總叫人觸景傷情，睹物
思人，這種精神上的感傷之苦，就更是
不堪接受了。

　　但是，世間上的苦，最主要的是由
「痛」而來；所謂「痛苦」最難忍受，
如果不痛，老病也不一定就是苦！名位
丟了，錢財沒了，如果不覺得心痛，自
然也就不以為苦了！

　　自古以來，最無人道的「苦刑」，
目的就是要讓你「痛」！中國的父母棒
打兒女，就是要讓你痛，你才會奮發；
丈夫毆打老婆，揪住頭髮，拳打腳踢，
也是要你痛，你才會順從。對你打罵，
給你難堪，都是因為要你覺得「痛」；
因為「痛」，你才會覺得「苦」。

　　身心對痛苦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

過了限量，就不能承受。所以，任憑你是英
雄好漢，如果痛苦到了極點而不能承受，即
使英雄也會變狗熊！因為痛苦之時，人生就
失去了尊嚴；在痛苦煎熬之下，生命的意義
更是光彩盡失！

　　世間之苦，皆由「痛」而來，故而叫「痛
苦」。如果能訓練自己，身不疼，心不痛，
自然也就不以「痛」為「苦」了！

　　痛苦有精神上的苦、物質上的苦、時間上
的苦、空間上的苦、人事上的苦。當身陷牢
獄，身體不得自由，或是空間局促，身手不
得伸展，都是一種痛苦。然而，一切痛苦，
最難忍受的就是身心的痛苦；當身心痛苦的
時候，真是所謂的「痛不欲生」。所以，吾
人最好先把身體鍛煉堅強，讓身不苦，再修
煉自己的內心，讓艱難逆境來臨的時候，心
不覺苦。從心不苦，進而做到身不苦；只要
身心不苦，人生的妙樂自是其樂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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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的懺悔

夢窗疎石國師有一次搭船渡河，當船正
開行離岸時，有位帶著佩刀拿著鞭子的
將軍，大喊道：「等一下，船夫！載我
過去！」

全船的人都說道：「船已開行，不可回
頭。」船夫也大聲回答道：「請等下一
班吧！」

這時，夢窗國師說道：「船家，船離岸
未多遠，給他方便，回頭載他吧！」

船夫看到是一位出家師父講話，因此就
把船開回頭讓那位將軍上船。將軍上船
以後，剛好站在夢窗國師的身邊，拿起
鞭子就抽打了夢窗國師一下，嘴裡還罵
道：「和尚！走開點，把座位讓給我！
」

這一鞭打在夢窗國師頭上，鮮紅的血汩
汩地流下，國師不發一言就把位子讓
出，大家看了都非常害怕，雖然不敢大
聲講話，但不免竊竊私語，說禪師要船
家回頭載他，他竟然還打他。將軍這時
已知道剛才的情況，但礙於面子，也不
好意思認錯。

船到對岸，夢窗國師跟著大家下船，走
到水邊默默地、靜靜地把臉上的血洗
掉，這位蠻橫的將軍終於覺得對不起夢
窗國師，上前跪在水邊對國師懺悔道：
「禪師！對不起！」

夢窗國師心平氣和地說：「不要緊，出
外的人心情總是不太好。」

世間上什麼力量最大？忍辱的力量最
大。佛說：「修道的人不能忍受毀謗、
惡罵、譏諷如飲甘露者，不名為有力大
人。」世間上的拳頭刀槍，使人畏懼，
不能服人，唯有忍辱才能感化頑強。諸
葛亮「七擒孟獲」，廉頗向藺相如「負
荊請罪」，此皆忍辱所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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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系統大學主辦第三屆
2018 佛光山大學校長論壇，11 月
1 日在佛光大學登場， 17 個國家
地區、46 所知名大學的校長及專
家者學者齊聚雲起樓國際會議廳，
為全球佛學教育把脈，讓佛學高等
教育跨越時空，成為支台灣高等
教育的一股支撐力量。

　　佛光山創山以來，致力
於教育文化事業，今年連續第三
年辦理全球大學校長論壇。今年與
會的各國貴賓計有 126 人，分別
來自亞澳地區的日本、韓國、香港、
菲律賓、澳洲、大陸、越南、泰國、
印度、孟加拉、馬來西亞、斯里
蘭卡等國家地區，歐美地區的比
利時、匈牙利、英國、美國等學
校的學者專家。此外，台灣地區
各大學宗教學系及宗教大學相關
系所的學者也出席此次論壇，包
括台灣大學、政治大學、輔仁大學、
玄奘大學、法鼓文理學院等學校，
都有學者出席。

今天的論壇在上午十時三十分開始，
首先觀賞開場影片，與會學者藉此了解論
壇創辦緣由及上屆會議的點滴。隨後，佛
光大學董事長慈惠法師、佛光山系統大學
總校長楊朝祥博士也致詞歡迎與會學者，
並逐一介紹與會的各國學者，讓大家彼此
認識，增進相互的交流。

慈惠法師致詞時表示，星雲大師將
宜蘭視為第二故鄉，將佛光大學設於宜蘭。
佛光山在全球有三百多座寺廟，但是關懷
教育的發展，全球設有五所大學，還有許
多的中學、小學及幼兒園。此外，也培養
了超過一千位的僧伽，在世界興辦僧伽教
育。星雲大師歡迎所有與會校長及學者參
與此次會議，大師也會在佛光山歡迎貴賓
的光臨。　

楊朝祥校長致詞時表示，佛光山系統大學五校合一，希望讓與會學者共聚一堂，共
同為大學教育與佛學教育貢獻心力。為了讓與會學者有充分的討論的機會，我們不僅在討
論的會議場合讓大家交流，也延長會議間的茶會時間，讓學者能多進行各項交流，認識彼此，
為佛學教育提出未來規劃的可能。

第三屆佛光山大學校長論壇為期四天，將在佛光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山陸續展開
四場論壇和參訪活動，開幕式在佛光大學舉行，11 月 3 日移師南華大學，閉幕式則是 11
月 4 日在佛光山舉行。

佛光山大學校長論壇盛大登場      
海內外世界大學齊集一堂

佛光山系統大學總
校長楊朝祥博士致
詞歡迎與會學者。

澳大利亞南天大學校長
Bill Loveg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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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長論壇　研議品德教育
「2018 年佛光山大學校長論壇」3 日轉

往南華大學，舉行以「大學生的品德教育」
為題的第三場論壇，現場討論熱烈，六位引
言人除肯定品德教育是大學教育的重要根本
外，也分享了自身對品德教育的觀點與做法，
並期待透過品德教育的多面向推廣，培養學
生成為具備正確價值觀、懂得愛與助人的現
代公民。

身為論壇主持人的南華大學校長林聰明
率先分享南華做法。他表示，相較於其他教育，
品德教育比較抽象，因此為達到目標，就必
須透過具體行動來薰陶學生品格。以南華為
例，就規畫義工培訓、感恩回饋教育等多元
課程，每個人都要接受三十小時的義工訓練，
並鼓勵學生主動關懷長輩、送愛下鄉，將三
好理念發揚至社區與其他學校，藉此善盡大
學社會責任。

「品德教育目的，是要培養學子成為有
用之人，並實踐在日常生活中。」拉曼大學
副校長尤芳達認為，大學教育目的包含學習
交流、公民教育、人格塑造等多元目標，我
們不僅要教學生如何在社會立足，更要讓生

命活得有意義。他並以孔孟學說中談及的道
德理念為例，強調無論時代如何演變，品德
教育始終是教育的不變根本，如同星雲大師
也曾提過「自覺教育」對培養學生品德的成效，
在他看來這亦是品德教育的一環。

而位於澳洲的佛光山系統大學、南天大
學校長 Bill Lovegrove 則分享學校如何透過
靜坐教育，培養學生正念、集中注意力。他
表示，在南天，不只將正念靜坐規畫成系列
課程，更融入教學本位中，教導學生具有同
理心、尊重倫理，藉由「內化於心」的方式
讓學生將好品德體現在行住坐臥中，校方未
來還計畫舉行
以正念靜坐教
育為主題的國
際研討會，向
世界各國的高
等學府分享正
念靜坐帶來的
效益。

而輔仁大學使命副校長聶達安神
父則是一開口就先詢問台下與會者：
「為什麼品德教育格外重要？」藉此
引領大家去省思。他談到，很榮幸受
邀到大學校長論壇談論這個重要主題，
從以前就對佛光山系統大學推動的三
好教育印象深刻。他指出，品德教育
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雖然無法馬
上立竿見影，卻是影響學生一輩子的
關鍵，對大學而言，這更是打底子的
根本教育。以輔大為例，長年來也透
過品德教育來培養學生追求生命的真、
善、美。

對此，慈濟大學學務長謝坤叡亦
有相同體會。他提到，國際品格教育
聯盟在 1992 年曾提出品德六大支柱，
分別為誠信、尊重、責任、公平、關懷、
公民責任，聯盟認為這是身為現代公
民都應具備的基礎。而這樣的理念也
落實在慈大教育中，期盼透過言教、
身教、境教等方式，來培育大學生懂
得感恩、尊重的人格素養。

安特衛普大學校長克理斯 ‧ 馮克，也分享了比
利時推動品德教育的作法。他表示，品德教育課程是被
安排在國家教育中，每個階段的學生都要接受這樣的教
育，即使是只有一位學生的學校也要上品德課。他還談
及，佛教教育其實有許多理念也與品德教育不謀而合，
像是愛與關懷、利他助人等，這樣的理念不只相容，在
世界各地更是共通不悖。換句話說，無論我們來自何方、
信仰何種宗教，其本質都是要回歸到對生命的愛及關懷
等真諦。

而國際佛教大學校長魏查理則從佛教經典提到的
「六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
出發，暢談佛法蘊含的品德教育理念。他以「忍辱波羅
蜜」為例，即藉修持來培養寬恕與包容心，而「禪定波
羅蜜」是將自我思想淨化，藉此得到寧靜與祥和；而「精
進波羅蜜」的最佳範例，則是大家景仰的星雲大師，從
他一路走來的弘法歷程，可以看到大師這一生都在不斷
精進自己、提升自己，可說是品德教育的學習典範。 論壇引言人、國際佛教大學

校長魏查理

論壇引言人、輔仁大學使命副校長
聶達安神父

論壇引言人、慈濟大學
學務長謝坤叡

論壇引言人、安特衛普大學校長
克理斯‧馮克

論壇引言人、南
天大學校長 Bill 
Loveg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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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四天的第三屆「2018 年佛光山大
學校長論壇」，11 月 4 日移師高雄佛光山進
行最後一場論壇，論壇創辦人、佛光山開山
星雲大師為表達對與會校長、學者的歡迎及
感謝，特地來到會場和與會者接心。大師表示，
一生沒有進過學校接受完整教育，對老師卻
是最為尊敬，並邀請與會學者未來要時常光
臨，並且多給佛光山的系統大學以及總校長
楊朝祥更多指教。

佛光大學校長楊朝祥表示，星雲大師特
別注重教育，本於高等教育理當要國際化以
及交流，尤其佛教所興辦的大學，或者提供
佛教與宗教研究的大學，更應該多相互的溝
通、討論及激勵，以使佛學教育能更為推廣
這樣的理念，因此發起創辦「佛光山大學校
長論壇」。而這個論壇3年來也深獲各界肯定，
規模逐年壯大，今年共有來自17個國家地區、
46 所大學，逾百位校長及宗教學者與會，大

星雲大師現身大學校長
論壇　與學者接心

家在 4 場論壇討論中，針對佛教教育在現代
社會應發揮的力量，以及如何在大學裡將品
德教育傳遞給學生等議題，進行相當多的討
論，也獲致許多的共識。因此，大師更是執
意要親自和與會學者見面，以當面表達謝意。

心道法師感佩大師在全球興辦 5 所大學
的願力，因為個人在辦學過程中，深深體會
願力和財力缺一不可。大師勉勵他「慢慢來」，
以佛光山開山 50 年為例，「因為我不要錢，
才有今日的寺院。」

這是星雲大師病後，心道法師首次和大
師會面，師徒相談甚歡。心道法師形容大師「一
點也不顯老，神采奕奕，讓人看了心生信心
和希望」。大師表示，年歲不值得在意，「隨
緣隨分，努力貢獻自己就好」。大師並以《佛
光菜根譚》與眾人結緣。

心道法師一行也至佛陀紀念館參訪，慈
容法師於本館東客堂會見，介紹佛光山與佛
館建館緣起。館長如常法師則補充，今年高

雄市政府協調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取
得一塊河川地，開闢成可容納 1,116 輛小型
車的停車場，連同佛光山原有的停車場，將
共有 2,436 個停車位，有效解決農曆春節期
間的停車問題。

慈容法師還為眾人介紹神明聯誼會的創
辦因緣，指出「你來我往，我往你來，大家
互相交流，增加情誼，沒有你我之分。」從
2011 年舉行至今，初期，宮廟來到佛光山，
隨行人員將煙蒂、檳榔渣、垃圾隨處丟棄的
習性，在佛光山人人「行三好」的潛移默化中，
有了極大的轉變。心道法師則表示，傳統宗
教的信仰如同信徒的基礎信仰，與佛法互相
交流是很好的想法。與會另有都監院頭單書
記慧屏法師、功德主會會長滿益法師、佛館
副館長依潤法師、有賢法師等。

會後一行參觀佛館正在展出的「與佛同
行─發現佛陀的故鄉」特展、禮拜玉佛殿供
奉的佛陀真身舍利。

大師現身會場，向學者們舉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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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系統大學會議 11 月 5 日於佛
陀紀念館佛光樓舉行，藉此殊勝因緣，南
天大學與匈牙利佛教大學在佛光樓 9 樓，
簽署合作備忘錄。南天大學校長比爾．勒
夫格爾夫（Bill Lovegrove）與匈牙利佛
教大學校長耶倫．亞諾斯代表簽署，未來
兩校合作，共同研究佛教學術、教育，也
為兩校學生提供交流平台。

南天大學是佛光山繼西來大學、南華
大學、佛光大學後興建的第四所大學，也
是佛光山教育事業的另一個重要里程碑。
它是澳洲唯一提供佛教的智慧與價值的高
等學府，期盼成為澳洲佛教文化學習的中
心。創立於 1991 年、課程涵蓋多元佛教學
科的「匈牙利佛教大學」，是匈牙利佛教
高等學府，同時也是匈牙利唯一的佛教大
學。

比爾．勒夫格爾夫表示，這種校際間
的合作，對於高等教育的發展是非常好的。
透過合作，增進學術交流，增進學生學習
上的廣度與深度，同時提升教師的學術水
平，相互學習彼此的優點，將結合澳洲與
歐洲佛教高等教育的資源，相信透過學術
力量，能更好地推廣佛教，讓更多人認識
佛教。與會另有南天大學董事滿可法師、
南天大學國際處處長覺舫法師、南天大學
人間佛教中心主任覺瑋法師等。

南天大學與匈牙利佛教

大學簽屬合作備忘錄

南天大學校長比爾．勒夫格爾夫（Bill 
Lovegrove）與匈牙利佛教大學校長
耶倫．亞諾斯代表簽署合作備忘錄。

新州教育部表彰宗教教學老師
南天寺及雪梨義工榮獲殊榮

為表彰各義工團體對新南威爾士州教
育事業所作的貢獻，由新南威爾士教會間
宗教教育委員會 Inter-Church Commission 
on Religious Education In Schools NSW
（ICCOREIS）及各特殊宗教教育團體聯合
主辦的首屆「慶祝特殊宗教教育─信仰，
價值觀和教育（Celebration of Special 
Religious Education（SRE）-- Faith， 
Values and Education）」11 月 22 日晚，
在雪梨市的議會大樓舉行。

佛光山南天寺與雪梨別分院至各校園
教授佛教課程的法師及老師等 20 餘人受邀
出席，當晚亦有 3 位長期發心教學的雪梨
協會佛光人：南天寺 Irene Pickard、國際
佛光會雪梨協會 Lisa Fung 與兒子青年團
白象幹部 Leonard Fung，受到新州教育部
長 The Hon. Robert Stokes MP 表彰，榮
獲獎狀。

新南威爾士州副州長 Troy Grant 首
先代表州長 The Hon. Gladys Berejiklian 
MP 致詞，感謝所有各宗教教學團體義工為
新州教育長期所作的努力與貢獻，並積極
參與支持今晚的慶祝活動。

悉 尼 大 學 教 授 Emerita Suzanne 
Rutland 博士致詞時，強調現代社會中，宗
教可給予學生信心，信仰及正確的自我價
值觀，尤其學生可自由選擇信仰，此特殊
教育課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平台與學習空
間。他分享曾讓猶太教與穆斯林教學生和
平的面談當前社會敏感宗教時事問題，並
讓大家一起用蠟燭祈福，從小學習彼此尊
重、交流對話，從而讓愛點亮彼此心靈，
化解了學生心中的宗教差異與仇恨，亦更
理性的思考彼此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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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和平教育主席 Zehavit Gross 教授補充表示，
公眾需要宗教，有 68% 的澳洲公民希望自主選擇宗教
信仰，學生亦可從這樣的教育過程中自我探索，培養
良好的道德與品格，成為一個更好的人。SRE 是當代澳
大利亞社會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的論文研究
發現：此課程可促進兒童的心理健康、加強學生的文
化認同、通過豐富宗教多樣性來加強多元文化、為學
生在學校探索宗教身份創造一個「安全的地方」等利益。

佛光山南天寺義工 Irene Pickard

在 過 去 的 9 年，Irene 一 直 擔 任 Barrick heights Public 
School 佛教 SRE 教師，每周教授幼兒至 6 年級班的課程，甚
至在其它老師需要時至其它學校代課。Irene 一直積極傾聽並
努力滿足每位學生的特殊需求，為每次課程制定課程計劃，加
強學生的美德。他表示，很榮幸能夠利用 30 多年的教學經驗
和對孩子的熱愛，參與實施 SRE 課程，為創新包括信仰，價值
觀和教育的社區意識出一份力。

國際佛光會雪梨協會會員 Lisa Fung（右）

2004 年開始 Lisa 熱心佛教事務，於西區南天講堂參與義
工行列，10 年前到南天寺大悲殿服務至今。2009 年，兒子
Leonard 引介他至 Denistone East Public School 教授宗教
教學至今；2011 年，Leonard 又將他在 North Sydney Boys 
High School 的宗教教學職務轉交 Lisa，留學佛光大學 2年。
Lisa 這 10 年期間在 2 所學校向無數學生演說佛法，積極招募
其它教師加入行列，努力推動佛教在校園的本土化教學。

國際佛光會雪梨協會般若分會白象幹部 Leonard Fung（左）

Leonard 自 2000 年加入南天寺雪梨青年分團，每年都會參與舉辦一次 12 歲以下的兒童快
樂營或 21 歲以下的青年營，獲得許多兒童和青少年的教育經驗。2006 年起教授丹尼森東
部小學 Denistone East Primary School 特殊宗教教育（SRE）佛教課程；2008 年由佛光
山北雪梨佛光緣邀請，至北悉尼男子高中學校 North Sydney Boys High School 任教。

目前是 Channel 7 自由助理導演的 Leonard，曾合作過 SBS，ABC 和第 10 頻道，他亦通過
自己的專業技能和經驗，引導高中生將佛教融入日常生活，包含社會道德、情緒管理、考
試壓力等問題。他最近還在雪梨地區成立了佛光山寺全球機構下屬的新青年成人事務委員
會，充滿熱情與動力，為了改善澳大利亞年輕人的未來而努力。

新州教育部部長 The Hon. Robert Stokes MP 感謝澳洲
各級政府部門自 1848 年以來對多元宗教教育的持續支
持，並感受到多元宗教在澳洲，通過不斷建立尊重與理
解，讓澳洲的青年一代更深入理解了宗教道德的社會責
任與意義，為此感謝所有老師長期的義務教學。

影子教育部部長 Jihad Dib MP 說，
所有新移民初抵澳洲時都會先回到自己的
宗教團體，澳洲有超過 100 多種機構提供
此類服務，尤其他們彼此是融和往來的，
大大增強了澳洲社會的穩定性。同樣，在
學校提供這樣的教學，亦讓所有學生可從
不同宗教的價值觀、道德中吸收養分，在
分享每個人不同故事的過程中建立「現代
的澳大利亞」。

最後新州教育部長 Robert 議員為所
有獲獎者及獲提名的義工頒獎並大合照，

大家在一片歡聲笑語中圓滿此次活動。

出席有新南威爾士州副州長 Troy 
Grant、新州反對黨領袖 Luke Foley、新州
教育部部長 The Hon. Robert Stokes MP、
影子教育部部長 Jihad Dib MP、悉尼大學
教授 Emerita Suzanne Rutland 博士、以
色列 Bar-Ilan 大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人類價值觀、寬容、民主與和平教育主席
Zehavit Gross 教授，並有各校園宗教教學
團體代表等 400 餘人。

【獲獎佛光人簡介】



19佛光世紀第114期

專 

題 

報 

道 

專 

題 

報 

道 

「多元宗教領袖論壇會議」     
南天大學探討社會和諧

凝聚力
隨著澳洲社會群體多樣化，維護和建

立社會凝聚力與社區和諧變得越來越重要。
由新南威爾士州多元文化部主辦，南天大
學承辦的「多元宗教領袖論壇會議」，11
月 8 日上午於南天大學召開，有 12 位各宗
教領袖參與，討論此論壇未來發展方向及
各項細節。

會議前，南天大學妙友法師為來賓導
覽南天大學常設展「人間佛教在澳洲」，
介紹佛光山南天寺建寺緣起與 25 年的發展
歷程、南天大學建校過程，及佛光山開山
星雲大師提倡的人間佛教理念等。佛光緣
美術館南天館有紀法師導覽南天大學展覽
「橋梁」，介紹佛教史上著名 4 位高僧鳩
摩羅什、玄奘、義淨、鑑真，和星雲大師
的弘法事跡。

南天寺監院覺寧法師於大悲殿前歡迎

全體貴賓蒞臨，並代表贈送星雲大師英譯
著作《迷悟之間（Between Ignorance and 
Enlightenment）》、《人間佛教何處尋？
（Where is the way?）》等。

會議中，主持人新南威爾士州多元文
化部首席執行官 Ross Hawkey，首先引導全
體為在宗教歧視事件中的受害者默哀。之
後大家進行熱烈討論，一致表示感受到南
天寺的和平與人性的善美，希望未來各宗
教致力兒童教育，讓孩子從小培養愛與接
受，認識不同的種族、語言、飲食與其文化，
建立對彼此的交流與信任，並強化教育孩
子作為公民的社會責任與義務，從而不再
彼此傷害。

Ross 亦希望通過此次會議建立大家的
核心價值，幫助世界各種族建立更和諧的
相處形式。他表示，各宗教領袖都具有帶

領群體民眾的職責，因此在會議中所建立的
共識，可由各領袖帶回所屬群體持續教育；
甚至可通過反向宣傳或媒體幫助強化發言
權，從而協助所屬國家共同建立整個世界的
安全穩定。多位代表也表達，希望通過此論
壇，建立彼此對平等與仁慈、尊重與包容、
慈悲與和平等更深刻的理解。

會議就此論壇的制度、可參與人選及
人數，2019 年的會議時間與地點等亦做詳
細討論。最後南天大學於一樓 Karma Cafe
盛情款待貴賓享用精緻西式素食午齋，大家
一致讚歎食物的美味可口，尤其幾位嚴格遵
守純素的宗教領袖更是讚不絕口，令會議歡
喜圓滿。

當天會議由文化部社區參與部主任

Thida Yang 記錄，出席還有新南威爾士基

督教大公會總秘書 Very Rev Dr Shenouda 
Mansour（NSW Ecumenical Council）、
NSW Buddhist Council 新任主席 Gawaine 
Powell-Davies、東正教 / 聯合教會創始
人及執行官 Rev Bill Crews AM（Exodus 
Foundation/Uniting Church）、澳大利亞
印度教理事會副主席 Surinder Jain、穆
斯林 Muslim Care CEO Ahmed Mokachar、
澳大利亞印度教神職人員委員會主席 Pdt 
Ramachandra Athreiya 及 成 員 Pandit 
Krishnamartey Venkaraman、拜火教資深
牧 師 Mobed Zarir Bamji、Mandi Yehya 
Youhanna 高 級 Mandaean 派 牧 師 Tarmida 
Khaldoon Alnassah 等。



21佛光世紀第114期

澳 

紐 

世 

紀

澳 

紐 

世 

紀

南天寺藥師法會

為慶祝藥師佛聖誕，10 月 4 日上午
10 時半，南天寺大雄寶殿啟建藥師法會，
由監院滿望法師主法，與諸位法師共同帶
領來山遊客近百人恭誦爐香讚、藥師佛號、
藥師灌頂真言、藥師讚、拜願，佛供、星
雲大師「向藥師如來祈願文」等。

法會後滿望法師以1.藥師佛的佛號、
2. 藥師佛的國土、3. 藥師佛的精神為大眾
開示。

1. 藥師佛的佛號，名消災延壽藥師
佛，以期可為眾生消災免難，又可稱藥師
琉璃光如來等。

2. 藥師佛的國土，稱東方琉璃淨土
或東方淨琉璃世界。時有大比丘眾八千出
家人，菩薩三萬六千及無量大眾聚集，聽
聞經法。

3.藥師佛的精神，為解決眾生問題，
所發十二大願 :1. 眾生平等，社會平等；
2.希望每個人都有好的事業；3.無盡物資，
所需具足；4. 身有所住，心可安住；5. 戒
行清淨，行為規範；6. 身體健康，六根具
足；7.身心安樂，健康快樂；8.男女平等；
9.改邪歸正；10.解脫憂苦；11.能妙飲食；

12. 得妙衣服。

滿望法師並將此 12 大願總結為四大

類別 :
一 . 民生豐富，
二 . 社會淨化， 
三 . 政治清明，
四 . 身心安樂。

以此勸勉大眾心不要貪婪、粗暴，要
日日行三好，改變身心，淨化心靈，這個
世界才會變的更加美好。

滿望法師繼續為大眾介紹 2019 年 3
月南天寺將啟建的萬緣水陸法會，並開示
佛光山星雲大師所說的「十方來，十方去，
共成十方事；萬人施，萬人捨，同結萬人
緣」，鼓勵大家來參與此難得的水陸法會，
多聽聞佛法，才可讓自己 的 生 命
有所升華。最後滿望 法
師為大眾灑淨，其
它諸位法師亦代表
常住贈送壽桃、
大悲咒水與參與
法會的大眾結緣。

為響應臥龍崗政府春季清潔日， 11
月 4 日上午 9 時，國際佛光會雪梨協會
臥龍崗分會會長 Julie Cartwright 帶領
會員及其家屬共 12 人至 Lake Illawarra 
Foreshore 參 與「Rise and Shine Clean 
Up」凈灘活動，以培養會員「環保及心保」
的理念。

淨灘時，會員們在岸邊撈起很多塑膠
物品，如飲料瓶、吸管、塑膠袋等；遺留在
海灘上的個人用品和在海水中被沖上岸邊的
許多垃圾，令大家無不感慨人類生存竟然製
造了如此多的污染，才會令地球不斷暖化，
許多動物也因誤食塑料而死亡，實在是非常
令他們傷心。

跟隨父母一起參與本次活動的小朋友，
也從這樣的過程中體會到，日後要更好的整
理自己的物品，不要浪費，更不能隨便亂丟
垃圾，以使得環境遭受破壞，垃圾撿也撿不
完。

南天寺臥龍崗分會   
倡導「環保及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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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理解和尊重所有不同文化的人民，
讓恰當的臨終關懷帶給大家更人性化的服
務，生命的最後一刻更有尊嚴。「2018 年
新南威爾士州雙年臨終關懷會議─乘風
破 浪（2018 Biennial Palliative Care 
NSW Conference‘Riding the Waves of 
Change’）」 於 11 月 8 至 10 日 在 The 
Pavilion Kiama 舉行。

佛光山南天寺妙友法師受邀參加，9
日下午的「多元文化臨終關懷座談」，知
禎法師隨同參與，其它 5 位與談人分別包
括：穆斯林代表 Noon Dalton 護士、聯合
基督教會 Chaplain of Uniting Church 的
Andrew Watts 牧師、原住民代表 Violet 
Green、智利代表 Nilda Miranda 及 Port 
Canberra 醫院的 Dr Greg Barclay 醫生及
現場醫療專業人士約 300 出席。

此次座談旨在藉由一個醫學案例，請

多 位
不 同 文
化代表的與
談人分享各種族與
文化在面對病患臨終前的個人關懷、家庭
關懷、遺體處理方式、所需處理的哪些重
要事項，甚至應當聯絡哪些人出現在最後
的陪伴期等不同情況探討。

「臨終關懷多元文化座談」   
南天寺分享佛教理念

座談正式開始前，主辦方特地邀請有
10 年陪伴臨終病患經驗、擁有 1000 多個
陪伴故事的音樂家 Anikiko 及豎琴演奏家
Angela，為大家帶來 8 分鐘的音樂療癒體
驗。

隨即，主持人 Colleen Carter 以瑪
麗就醫檢查，發現自己身患癌症的案例，
詢問不同與談人會如何面對處理時，大部
分代表都表示應當尊重病患本人。Violet
強調原住民會讓病人有權利先了解整個病
情，以最尊重當事人的方式，令他自己選
擇如何面對自己的死亡、在哪裡以何種方
式等。

妙友法師則表示，佛教會運用誦經祈
福的方式，誦念藥師佛或阿彌陀佛聖號，
祈願患者早日康復，或往生淨土。而穆斯
林病患如在確認即將往生時刻，則是希望
立刻回家，可讓所有親友前來做最後探望，
更可為亡者做多日的持續性祈福。

Greg 醫生分享，他必須很誠實地告
知病人情況，病人才會接受他後續的建議。
而很多病人其實知道自己出了狀況，並可

能已面對臨終，因此在病者安心的情況下，
如實與他們討論病情會有助於他們做好準
備。

Nilda則說，智利家庭更加開放討論，
彼此間沒有秘密，甚至現今因語言和專業
知識的關係，會讓孩子出面處理此類事件，
或派一位家庭成員代表。

最後當被問及患者彌留之際，應當聯
絡什麼人時，妙友法師分享，應事先了解
患者個人的意願，想要通知和見到誰，並
希望澳洲的醫療體系可在這方面做好更多
的事前準備，才不會讓所有相關的人在最
後一刻留下遺憾。

主持人 Collen 最後補充，目前在醫
療系統中，只重視身體上的醫療救護，他
希望今後可更強化情感和文化關懷的重視，
及鼓勵事先簽署醫療救護意願書 Advanced 
Care Directive（ACD）以尊重更多的個人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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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澳洲當地小朋友有更多機會接觸
佛教，參與道場活動，佛光緣美術館南天
館有紀法師與美術館義工 Janet，10 月 13
日至 11 月 17 日，每周六下午於南天大學
Karma Cafe 舉辦「三好兒童創意繪畫課」，
課程不斷受到許多學生與家長的追捧喜愛，
令孩子從學習佛教繪畫中啟發禪定與佛心。

有紀法師從最初運用最簡單的點、線
條、圓形、心形等圖案教導孩子繪畫，讓
大家從最基礎入門，並不斷積極鼓勵孩子
毫無顧慮的發揮想象，自由創作，進而讓
他們從不斷練習這些簡單的圖形中，體會
到禪定與專注，自然啟發藝術潛能。每個
人用點畫或線條創作出維妙維肖的自畫像
以及創意畫品，或更大型的團隊合作創意
畫等，每週都讓大家驚喜連連。

其中有一堂課教導孩子運用不同的色
彩，認識如何用單色，調和出更多的混合色，
並通過觀察混合不同顏色的過程，發現色
彩是如何變化，然後練習用吹畫來創作出
更多色彩繽紛的圖案。

最後一周課程，老師在南天大學美術
館內，運用現代科技，讓學生在智能屏幕
上練習描畫佛光大佛的輪廓，更讓大家在
以南天橋及南天寺為背景的環境下，親自
素描一尊思惟菩薩雕塑，極具挑戰。

連續 6 周的課程，不僅有兄弟姐妹全
家一起學習，也有家長覺得課程很好，又
再介紹朋友的孩子一起來學習，更有許多
家長每週全程一起參與，增進對孩子的了
解與互動。

本期課程雖然暫告一段落，但所有學
生皆希望可繼續學習，紛紛詢問下期課程
的時間，感謝老師每堂課的耐心教導，讓
許多原本害羞或恐懼繪畫的孩子，找到自
信、打開心靈、學會在繪畫中與老師及同
學互動、更從自己的創作過程中學會用心
觀照細節，看到自己的心。

南天三好兒童創意繪畫課    
藝術弘法培養菩提幼苗

圖形練習，體驗禪定與專注。

展示點畫與線條的自畫像。

心的創作，成果合影。

在智能屏幕上描畫佛光大佛。

大型團隊創作畫。

有紀法師示範單色、混合色及色彩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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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雪梨南天寺宗教教學組於 11
月 18 日在北雪梨佛光緣舉辦 2018 年第
4 次「宗教教學研習營，教師培訓工作
坊」。有現職宗教教學義工老師，法師
及其他對佛教學有興趣人士，約 30 人
參與。

南天寺英文社教知理法師首先於
課程中報告，目前南天寺宗教教學教材
編寫小組的進展，希望在 2019 年能提
供此佛教課程英文教材給所有老師作為
教學使用。

本次課程，知理法師亦邀請到五
位來自不同專業的教授講師。包括明
年即將成為 Fair Meadow 小學校長的
Alison Rourke，為大家深入介紹有關
課室管理、學生異常行為處理及如何制
定課堂計劃流程。

英國愛丁堡大學博士畢業，在教
育、文學、文化研究領域有多項學術研
究成果的 Maja Milatovic 介紹兩種最
主要教學策略，以「老師為中心」和「以
學生為中心」的不同，並親身扮演一位
充滿活力和正能量的老師，示範如何與
學生互動。

下午請來 Louise Zaslawski 帶領大家做正念太極操，讓老師親身體驗不只禪坐，太
極也可隨時令，逐步放鬆身體，進而導引出內心深層的寧靜，令雜念變少，做事更專注。
她還講解說故事時需注意的事項，並由先生 Chris 現場示範，運用不同聲調、語氣和製造
一些現場聲音，讓聆聽故事者，猶如進入一幅有聲有色的真實畫面，充滿趣味性。

還有雪梨大學在讀博士生、專讀幼兒音樂教育的陶相伊教授運用音樂教育，示範如
何用唱歌與孩子溝通；運用樂器的聲音，令學生變得安靜而注意老師授課，及如何放棄傳
統管束學生的教學法，讓學習氣氛充滿活潑喜悅。她還通過音樂和海浪聲，解釋人如何在
壓力的巨浪下轉化苦，以衝浪的精神奮發學習征服巨浪，從而安然活在惡劣的環境下亦不
覺苦。

所有老師均表示，非常感謝 5 位講師的詳細解說與示範，她們學會更多的專業教學
技巧，讓參與佛學課程的本地學生，更覺學佛也可以非常輕鬆快樂，將所學的佛法融入生活。

南天寺宗教教學研習營 
培養英語佛教教師不遺餘力

南天寺社教知理法師為
老師辦法感謝函

2018 第四次宗教教學研習
營 -教師培訓工作坊大合照



29佛光世紀第114期

澳 

紐 

世 

紀

澳 

紐 

世 

紀

國際佛光會雪梨協會 11 月 4 日假佛
光山南天講堂舉辦「2018 雪梨地區佛學慧
考頒獎典禮」，表揚54位考取優異成績考生；
監寺覺五法師、國際佛光會雪梨協會會長
黃勁鋒偕同逾 200 位會員、信徒參加。

黃勁鋒表示，雪梨協會自 2012 年開
始舉辦「佛學慧考」，至目前已舉辦了6年。
去年開始開放以「聽考」方式讓長者參加，
今年更兼辦「三好兒童佛學慧考」，讓小
朋友及佛光童軍有因緣參加慧考，共襄盛
舉。

黃勁鋒恭喜考取優異成績獲表揚考
生，同時更鼓勵今年沒有獲獎考生明年繼

續報名參加，協會舉辦慧考目的，主要是
讓大家閱讀題庫，深入思考如何將題庫佛
法內容應用與落實在日常生活上。

接著邀請西二分會會長陳美貞頒發獎
狀給 11 位「智慧獎」長者；東一分會會長
張洪頒發獎狀給 25 位「菩提獎」考生；黃
勁鋒頒發獎狀給 18 位「般若獎」考生。

覺五法師鼓勵與會大眾再接再勵報名
參加明年「佛學慧考」，帶動閱讀風氣，
深入了解佛法妙用，同時更增長智慧，一
舉數得。

 雪梨地區「佛學慧考」頒獎典禮

為響應 11 月 25 日的「世界素食日」
與加強大眾認識環保救地球意識，佛光山南
天講堂當天舉辦素食義賣、環保市集及環保
文化等活動，近 180 位佛光會員、信徒及義
工踴躍參加，共襄盛舉。

數項與環保相關環節同步進行，現場
播放短片讓大家了解地球正在加速消耗能
源，全球暖化，每 2.3 秒鐘有一個兒童死於
飢餓。大家觀看短片後紛紛連署中華總會為
響應聯合國發動減碳計劃的「蔬食 A計劃」，
為反飢餓、反全球暖化、反生態浩劫等盡一
份心力。

此外，環保市集介紹各項環保產品，
包括環保購物袋，用環保材料制造的環保飯
盒；環保文化讓大家選擇素食料理及食譜等
書籍；DIY 工作坊提供學習機會讓大家親自
制作各種環保潤膚膏、唇膏及軟膏。西區 3
分會更提供素食攤位讓大家品嚐精美素食，
而佛光青年亦提供自製烘焙曲奇餅及咖啡來
迎合大家要求。

最吸睛是「三好校園」的小朋友們穿
著用不同蔬菜設計造型「服飾」，在老師帶
領下「走秀」，以「身」作則傳達環保訊息，
加深大家了解環保救地球的重要意義。

監寺覺五法師強調素食有助身體健康，
長養慈悲心，更能節源護生，減少污染，同
時鼓勵大家選擇素食，愛護動物，支持「蔬
食 A 計劃」，期許 2019 年可以達到一百萬
人持素的目標。

南天講堂響應「世界素食日」 
環保護生人人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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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勁鋒感謝大家歷年來發心推動發展
會務，特別是今年 7 月底承擔各項工作護
持落成連接南天大學與南天寺的南天大橋。
感謝星雲大師給予殊勝因緣與澳紐總住持
滿可法師的帶領，讓佛光會有機會參與南
天大學與南天橋的工作，見證澳洲教育史
上的重要里程碑。同時勉勵大家心中要有
大眾，處事需要忍耐；有大眾心才能夠心
甘情願為大眾服務，有忍耐心才能處事泰
然。

接著報告雪梨協會年度會務與工作報
告，「共識」方面著重培育好苗子、幹部
會員的成長；「開放」方面著重「走出去」，
融入社會、國際交流及推動「蔬食A計劃」，
並分享南天橋落成啟用典禮影片。

接著各分會及青年分團依序進行同步
改選，順利推選出下任分會會長及分團團

長，包括東一分會張洪、南一分會郭洪榕、
西一分會阮愛禪、西二分會許涵韻、北一
分會張樂聽、光明分會游瑞雲、喜捨分會
鄭惠及般若分會 Ellen Wong；青年分團亦
推選出下任團長，包括 YAD2 Lisa Teng、
YAD3 Bowen Yang、YAD4 William Wang 及
YAD5 James Lou。新任分會會長及青年分
團長繼續帶領會員積極發展會務。

滿望法師表示佛光會很有朝氣、活力，
處理事情有效率。接著分享小冊子「信仰
與傳承」的重點內容，勉勵佛光會需要明
白信仰是「佛說的」、「人要的」、「淨
化的」、「善美的」；了解信仰後才能傳承，
需要傳承慈悲、智慧及道德。佛法的傳統
精神是安定、安心、是去除煩惱的良藥，
希望大家將信仰傳承下去，將佛光會務永
續經營。

國際佛光會雪梨協會督導委員會 11
月 25 日假佛光山南天講堂舉辦「2018 年雪
梨協會督導委員會改選」，佛光山南天寺
監院滿望法師、督導長翁許麗珠、雪梨協
會會長黃勁鋒偕同18位督導出席參加改選。

翁許麗珠首先分享督導委員會在過去
整年的工作報告，包括文化教育、慈善關懷，
同時並獲得政府多項認可與表揚。未來發
展著重加強信仰與傳承，包括培育宣講員、
三好兒童、推動蔬食 A 計劃及加強與政府
互動。

接著與會的督導依序進行投票，經開
票、唱票及核票程序，順利推選出 2019 年

度督導委員會成員，李鴻藩督導榮任下屆督
導長、廖德培督導及鄧陳淑華督導分別擔任
下屆副督導長。

新任督導長李鴻藩感謝大家的愛護與
支持，希望在未來的 1 年大家集體創作，
並與協會有更多互動，共同發展佛光會務。

滿望法師肯定推選出下任督導委員會
成員，並表示其成員均在佛光會奉獻服務
逾 20 多年，其發心與堅定信仰是大家學習
好榜樣。期許督導委員會將經驗、信仰及「四
給」精神傳承下去，將「人間佛教」落實
在本土，共創人間淨土。

國際佛光會雪梨協會 11 月 25 日於佛光山
南天講堂舉辦「2018 年雪梨協會會員大會暨分
會改選」，恭請佛光山南天寺監院滿望法師、
雪梨協會會長黃勁鋒偕同理事、督導、8 分會及
4青年分團幹部會員逾 200 人出席。

雪梨協會會員大會暨分會改選 
加強信仰傳承

雪梨協會督導委員會改選 
傳承經驗共創淨土



33佛光世紀第114期

澳 

紐 

世 

紀

澳 

紐 

世 

紀

2018 年 11 月 17 日上午佛光南雪梨
書院「信解行証」課程，第三階段「行」
階段結業典禮，南雪梨佛光緣百位信眾到
場觀禮，在全體齊唱三寶頌拉開序幕。

教務長張雪娥作總結報告，涵蓋本學
期所學內容，其中提及自度度人，自覺覺他，
集體創作，以人成即佛成來圓滿菩薩道。
學務長戴嘉逸指出，本學期有 32 位同學學
習測試合格，監寺妙堯法師頒以結業證書，
另表彰 11 位終年無修的學員與全勤獎。

學員林麗芳分享她學佛感言，指出
要安住現前的生活，心生萬法，一半是業
力，一半是想
象 力 和 意 志
力，要利益眾
生，把「勇敢
來對治脆弱」
的法語送給大
家共勉 ; 林勤
談到道場即選
佛場，工作家
庭社會都是道
場，如何把所

學佛法運用到日常生活 ; 張雪娥分享行菩
薩道不是一時，佛法的修持要落實到行動，
贊嘆佛陀是大眾學習的榜樣。

妙堯法師指出，諸供養中，法供養第
一，修行所學到要帶到家庭、事業、社會，
佛法就在生活當中。每個人不要自我設限，
眼光寬廣。在學佛道路上，用智慧對治障
礙，自我反觀在每個因緣中，那裡不足需
要努力，要慚愧懺悔改進。並鼓勵大家在
行門解門上要不斷充實，明年新學期再見。
大家在《惜別歌》中圓滿今天的結業典禮。

佛光南雪梨書院「信解行証」

西澳推廣「蔬食 A計劃」

國際佛光會西澳協會為響應世界總會
發起的「蔬食 A 計劃」，特於 11 月 11 日
在西澳道場舉辦蔬食A計畫系列推廣活動。

此次活動由許潔妮理事帶領菩提分會
及「蔬食 A 計劃」團隊一起策劃舉辦。活
動先由 Velene Yu 於大殿為大眾說明「蔬
食A計畫」，以零飢餓、抑止暖化、平衡生態、
破壞環境、愛護動物為活動目標。 同時介
紹網上連署方式，呼籲大家加入連署支持
「蔬食 A 計劃」，不但為地球出一份力，
也讓自己吃出健康，養生樂活。Velene 亦
現場發動腦筋激盪問答，解開大家對素食
的迷思。西澳道場如定法師也為大眾說明
素食的益處及佛教對素食的看法。

第二環節活動為「養生素食烹飪班」，
邀請慈悲分會副會長陳夏蘭為大家展示烹

飪技巧，藉由素食烹飪教學，介紹健康養
生之道。現場有 40 餘位學員參與，包括多
位澳洲人士。

陳夏蘭向大眾展示三道素菜的做法：
蒸釀青瓜、素炒桂花翅、紫甘藍沙拉。她
非常細心從食材選取、調料的使用開始解
說；從中亦介紹橄欖油、義大利巴薩米克醋、
沙拉醬等令色香味加分的調味食材。夏蘭
詳細而清晰的解說，讓現場學員聽得投入、
興趣盎然。示範之後，大眾享用現場烹制
的三道素食以及菩提分會會長王順和精心
準備的糕點。

慈悲分會副會長陳夏蘭為大家現
場展示烹飪技巧及健康養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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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昆士蘭佛光童軍團，11 月 4 日下午在團長方月明的帶領下舉辦第四週活動，有
小隊輔 Lai、Eddie、Terrance、兒童、家長共 50 人參加。

這次稚齡童軍團的活動主題是成長的事物，副主題是環保。開營典禮後，小隊輔為
稚齡童軍講解有關童軍團規章制度。接著，指導童軍用紙剪刀和鉛筆學習摺紙青蛙，並做
一些裝飾品，又利用牛奶盒和鬆緊帶製作盆栽。活動中，隊輔老師精心安排了野外技能、
結繩教學、毛毛蟲遊戲以及紙青蛙遊戲。

此外，小隊輔帶領童軍去了池塘並環繞中天寺走一圈，讓他們觀察自然景觀及周圍
景物。同時，給予機會教育，讓他們知道在戶外可能會遇到的危險，養成注意安全的習慣。
由於文化背景、語言和性別的差異，童軍團需要一定的時間有效地去策劃像如此的巡遊活
動。

結營典禮前，隊輔老師為孩子講述有趣的故事。幼童軍團小隊輔則精心安排有趣的
呼拉圈遊戲、裝籃子遊戲，其目的是促進幼童在社會中成長，智力和身體均衡的發展。遊

戲結束後，小隊輔朗讀叢林故事書中一
段有關「青銅迴旋鏢」的段落，讓他們
平靜下來。活動最後，以「中國人耳語」
的遊戲告一段落。

此次，童軍團迎來了一位新成員，
活動開始時，他一直保持沉默。在隊輔
老師的幫助下，逐漸投入。

昆士蘭佛光童軍團活動　
身心均衡發展

澳洲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慈善機構，每年在聖誕節之前舉辦國際兒童聖誕
禮盒活動，將聖誕禮物用鞋盒包裝，禮品盒將會送到世界各地的弱勢兒童。

11 月 18 日下午，昆士蘭佛光童軍團在團長方月明、童軍隊輔 Terrence、Lai、Eddy
帶領童子軍及家長等 65 人在中天寺海會堂參與兒童禮物包裝慈善活動。童軍團旨在教育兒
童、青少年在為社區服務的同時分享和關心他人，培養善良且富有同情心。

活動前，方月明團長播放「如何將禮物送到海外兒童」的視頻剪輯，以便童軍團員
們了解其意義。在隊輔們的指導下，佛光童軍團為斐濟、薩摩亞、瓦努阿圖、泰國、越南、
柬埔寨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弱勢國家的兒童包裝了大約 150 個禮物鞋盒。參與活動的各組
童軍們也可以獲得和平使者徽章和社區服務徽章。

最後小隊輔 Lai 還與童軍們分享了關於傳播友善、熱愛世界的歌曲片段，童軍們跟
著一起唱，度過了愉快時光。

昆士蘭佛光童軍團傳播愛　
致贈國際兒童聖誕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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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持覺善法師及諸位法師帶領皈依者
唱頌英文〈三寶頌〉，諷誦《心經》，依
儀軌宣誓、懺悔、發願、皈依，大眾虔誠
懺悔，在佛前至誠懇切地宣誓成為佛教徒，
並恭讀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皈依三全祈願
文〉，在稱念 全 南無觀音菩薩 全 聖號中，
接受灑淨，法師為他們戴上念珠。

住持引用星雲大師現代詮釋皈依三寶
作開示：佛是教主，法是真理，僧是導師，
三者都是讓眾生得度的重要因緣。佛陀說
人人皆有佛性，佛、法、僧三寶是佛教徒
信仰的中心，是超越世間的聖財。皈依三
寶，就像有光明可依靠、有水全潤及有田地

可收成。佛如光，能圓熟眾生。皈依三寶
的真正意義，是從最初三寶、常住三寶而
皈依自性三寶。勉勵大眾以奉行「三好」
做為佛教徒的實踐，淨化身口意，那麼才
算是真正的了解皈依三寶的意義了。皈依
三寶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等待三寶庇護，
等待三寶為我們安排一切，而是為了使自
己認識自性三寶。

最後，皈依者與法師們合影留念，為
人生留下最珍貴的紀念。

為推動佛教信仰傳承，佛光山中天寺 11
月 25 日下午 2 時於圓通寶殿舉辦「中英文甘露
灌頂皈依典禮」，住持覺善法師為審計師 Karma 
McKinnell、律師 URI Tsatsko、項目經理 Mark 
Blaines、護士 Jackie Bayliss、大學的學生等
30 位各行各業人士主持皈依典禮。而昆士蘭協
會理事邱泰維賢伉儷，帶未滿 1 歲的二公子邱
柏翰來皈依，擔任行銷經理邱萌潔也把握因緣
帶同修黃滔、9歲的女兒和 2歲的兒子來皈依。

中天寺中英文皈依　信仰傳承

國際佛光會昆士蘭協會會員大會 11
月 24 日下午在佛光山中天寺圓通寶殿舉
行，由協會會長張榮基主持，中天寺住持
覺善法師、諸位法師、顧問盧淑媛、世界
總會理事楊史邦、全導長張傳勝、全導盧姝錦、
薛華亭和吳金明、各分會會長、友愛服務
隊隊長、青年團、金剛隊隊長、中天合唱
團及佛光會員等近 400 人參與盛會。

大會播放榮譽總會長星雲大師和總會
長心保和尚「國際佛光會 2018 世界會員代
表大會」的開示影片，心保和尚在「信仰
與傳承」主題演說中開示，信仰是大家的
方向和目標，指引大家將佛教的慈悲和智
慧代代相傳。

張榮基帶領宣讀大會「十大重要決議
案」，並表示，「信仰與傳承」這一理念
是集體創作的動力來源，很感謝法師和檀
講師為大家講說佛學課程，要把握這份殊
勝的因緣，將人間佛教信仰代代傳承，發
揚星雲大師提倡的「三好、四給」。

會中，布達及恭賀昆士蘭協會擔任世
界總會常設委員會之全導等、昆士蘭佛光童
軍團授證、白象幹部、全 佛光三好人家 全、
人間佛教宣講員及優秀會員等。再由全導長
張傳勝為新舊任分會會長、隊長及團長監
交，會長張榮基頒發感謝狀予即將卸任分
會長等。

最後，住持覺善法師開示，很高興「第
二代」佛光青年加入各分會，洛根、西區
及北區分會新會長也由青年接棒，也成立
了「昆士蘭佛光童軍團」，有3個青年分團，
落實「信仰與傳承」的理念。並以大師在
《星雲法語》行事要領：一、有智更要有慈。
第二、有勇更要有巧，第三、有錢更要有德，
第四、有口更要有心，與大家共勉。

國際佛光會昆士蘭協會會員大會　
歡喜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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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西澳道場於 11 月 18 日，啟建
八關齋戒修道會。禮請南天寺永威法師蒞
臨為正授戒師，為近100位戒子證萌受戒。
戒子們準時 8:00 報到，開始一天的精進修
持。

首先由永威法師「講戒」為大家說明
八關齋戒的緣起典故、說明八條戒法內容，
並提醒大眾受持八關齋戒雖僅一日一夜，
但若能清淨受持，其功德無量無邊。更朱
勝的是能令在家信眾播下出世的正因，將
來獲致解脫，免於生死輪迥。勉勵大眾發
心求受，長養出世善根。在新戒子攝受身
心後，在此莊嚴壇場中，開始正授。中午
過堂吃飯，法師也勉勵新戒，要時存感恩
之心並以這份感恩回饋眾生。

下午課程安排緊密有序 :「人間佛教
的分組座談 - 幸福百法之修行篇」，讓戒

子更加瞭解大師所倡導的生活中的修行並
以此心香一瓣，回饋社會十方。接著永威
法師以〈星雲大師全集之人間佛教自在行 -
八識講話〉，講解八識的功能及作用，鼓
勵戒子，積極播種善的種子，趣向菩提等。
妙博法師亦為戒子開示 - 善財童子五十三
參，善知識的作用及親近善知識的重要性。

晚課結束後，法師特別叮嚀各位戒子，
繼續用功，精進修持。

八關齋戒

國際佛光會西澳協會於 11 月 25 日假
佛光山西澳道場舉行「2018年佛學會考」。
考試題目以《星雲大師全集 - 佛法真義》
為範圍，內容涉及佛法義理、星雲大師生平。
透過對此書的學習，大家更深刻體會到大師
的慈悲與智慧。大師把佛法帶回人間，以各
種善巧方便普度眾生，是我們人生的指南。
協會會長曾錦源、分會會長、會員及青年團
員總計 30 人參加考試。

為讓大家能充份深入了解考題內容，
妙博法師特為考生們舉辦六次的「佛學會考
讀書會」，並為考生預習輔導並著一解釋答
疑。大家在法師帶領下，努力用功、深入學
習。考試當日，法師也再次叮呤大家，考試
只是一種方式，不是最終目的。希望大家透
過測試，瞭解不足，在佛法上更加精進，並
力行於生活的當下。

佛學會考由菩提分會負責承辦，督導
委員在督導長符永成帶領下，一同為佛學會
考監考。考生態度認真誠懇、現場井然有序，
考生積極思考、沉著應答。最後，合影留念
中為 2018 年佛學會考畫上圓滿句點。

佛學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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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籍藝術家海會雲集 
第二屆櫻花節藝術沙龍閃亮登場

佛光緣美術館紐西蘭一館經過近一年的籌備，11 月 10 日「第二屆櫻花節藝術沙龍」
於紐西蘭北島佛光山閃亮登場。開展當日，吸引藝術家及當地民眾近 600 人前來參觀，多
件藝術品立刻被民眾收藏。 藝術家 Ken Garrett 夫婦、Niels Nielsen、Santhel Della 
Sale 等親自帶領親友來參觀，表示很榮幸可以參與本次展出。  、

當藝術家將作品送至展館時，義工菩薩熱情接待並帶領藝術家們將作品擺置到各個
展廳，藝術家歡喜與義工們分享作品創作的故事，讚歎道場環境優雅莊嚴，展場的佈置安
排井然有序，感謝館方提供展示平台，鼓勵藝術人才發揮潛能積極創作更多優秀的作品。
館長滿信法師連日帶領佛光青年及義工將展品佈置於光明堂、香雲堂、五觀堂、般若堂、
鼓樓及戶外 6個展區，為大眾呈現一個融合中西文化的心靈響宴。

佛光緣美術館一館在館長滿信法師的帶領下秉持星雲大師以「藝術弘揚佛法」理念，
於 2017 年 3 月 4 日舉辦紐西蘭文化藝術交流活動，23 位當地藝術家出席。館長滿信法師
特別邀請藝術家前來道場以藝文傳遞智慧，以美學推廣文化，用作品打動心靈，為營造和
諧社區舔磚加瓦，由此誕生了舉辦藝術沙龍的想法。同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0 日舉辦了
首屆櫻花節藝術沙龍，32 位藝術家展出 154 件不同流派的藝術作品，展覽開幕當天，超過
6000 人參觀。

第二屆藝術沙龍於 2018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9 日舉行，由當地 90 位藝
術家的熱力支持，所展出的作品包括油
畫、亞克力油彩畫、水彩畫、玻璃藝術、
首飾製作、陶藝、攝影、木雕、銅雕、
石雕、插花藝術及具有紐西蘭特色毛利
編制等 10 大類 389 件豐富及多元的藝
術作品，參觀人潮絡繹不絕，祥和歡喜
之氣充所有的展出空間，呈現一片人間
之淨土。館方也安排於 11 月 24 日下午
舉行剪彩儀式，歡迎大眾前來分享此份
禪悅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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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紐西蘭佛光山櫻花節響宴於 11 月 24 至 25 日於北島佛光山隆重舉行，國際
佛光會紐西蘭北島協會亦舉辦兩日「國際素食日遊園會」、茶禪、寺院導覽等活動，超過
千位大眾不畏風雨前來參與盛會。

「第二屆櫻花節藝術沙龍開幕剪綵活動」下午 2 時於大雄寶殿舉行，佛光青年舞獅
團以熱情邀請紐西蘭佛光山住持滿信法師、大洋洲聯誼會主任委員蔡素芬、工黨議員霍建
強、國家黨議員 Kanwaljit Singh Bakshi 、駐奧克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周中興、
委員會代表Inspector Rakesh Naidoo、學校校長、本地藝術家及親友200餘人出席盛會。

住持致辭感謝 90 位參加此屆的藝術家用心創作並為大眾帶來精彩的藝術品，共同將
歡喜帶給社區，讓我們共同努力，通過藝術品和服務大眾為社會及家人帶來快樂和幸福。
今天同慶國際素食日，各佛光分會準備了精美的素食，住持鼓勵大家一同參與「蔬食A計劃」，
貢獻我們一點點的力量保護地球環境，愛護生命。

國際藝術家 Keith Morant 及紐
西蘭雕刻家 Peter Brammer 分別將畫作
「Neurorhythm」及雕刻品「平衡」贈送
給北島佛光山。Keith 和 Peter 表示很
高興自己的作品找到的屬於它們自己的
家，與佛光山近兩年的互動中，感謝住
持帶領佛光團隊為大家帶來了歡喜，通
過創造所呈現了慈悲心大願力。

第二屆櫻花節藝術沙龍隆重剪綵    
多元文化藝術歡喜融合

大洋洲聯誼會主任委員蔡素芬致辭表示用藝術創作來與大眾分享結緣，也是佛光山
以藝術弘揚佛法的宗旨，所有的作品都是各位藝術家創作過程的精品，祝福更多的藝術作
品會被善心人士收藏。工黨議員霍建強傳達紐西蘭總理 Jacinda Ardern、民族事務部長
Hon Jenny Salesa 及副秘書 Michael Wood 對活動的祝福，國家黨議員 Kanwaljit Singh 
Bakshi 、駐奧克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周中興分別致辭，委員會代表 Inspector 
Rakesh Naidoo 也引用前南非總統曼德拉、印度領袖甘地及紐西蘭女權運動傑出者 Kate 
Sheppard 的名言感謝佛光山多年來給予社區大眾的服務與支持，為藝術家們提供舞台，讓
大眾有機會欣賞到多元融合的藝術品。 

豎琴家 Lana Breed 首次來到佛光山為大眾表演，表示道場的環境和能量，讓自己融
入其中無法停止演奏。與會的藝術家們也紛紛表示道場的和諧與平靜，給予了激勵和鼓舞，
藝術是無遠弗屆的，在道場感受到多元文化的交流及集體創作的精神，感謝道場為藝術家
提供可以發揮創造力和潛能的舞台，敬佩人間佛教大力將藝術文化推廣，造福社區大眾，
更期待明年會看到更多的藝術家和作品。

第二屆櫻花節藝術沙龍於 2018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9 日舉行，參展的藝術家人數
是首屆的3倍，當地 90位藝術家在這裡歡喜同展，內容包括油畫、亞克力油彩畫、水彩畫、
玻璃藝術、首飾製作、陶藝、攝影、木雕、銅雕、石雕、插花藝術及具有紐西蘭特色毛利
編制等 10 大類近 500 件豐富及多元的藝術作品，這些藝術品多件被請購，造就了一股藝術
熱潮，呈現出藝術弘法多樣化，以及人間佛教耕耘本土的優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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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紐西蘭佛光山北島書院第
三期最後一堂課，講授佛光山教科書第三
冊—菩薩行證。最後二課《總論菩薩道》
及《圓滿菩薩道》。

妙寬法師帶領同學讀誦課文《總論菩
薩道》及《圓滿菩薩道》，并說明菩薩依
其功德和勢力有不同的意義。尤以《金剛
經心印疏》說菩薩摩訶薩的七種廣大含義，
總論菩薩道到佛果的完成，須具有菩薩慈
悲的大根，了達緣起性空的大智，信仰六
度四攝的大法，悟解無證無得的大理，修
學上求下化的大行，不畏三大阿僧祇劫的
大時即能證得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
的佛果，即是從菩薩到佛果的圓滿了。妙
寬法師說明菩薩道的圓滿即是身語意的清
淨，也說明如何在家庭，社會，法界圓滿
菩薩道。 從個人身心淨化到家庭的建設，
要讓社會安定，從提倡環保素食計劃。

環保即是從內心的心保來保護地球，
有尊重包容「天下一家」、「法界一如」
的理想。法界是具有真如本性的意義，如

六祖惠能開悟：「何期自性本自清凈，何
其自性本自具足」，有如華藏世界的光光
相攝，事事無礙 ; 又如藥師淨土的光明熾
然，凈無瑕穢，如同我們的真心，要能包
容太虛，法界的圓滿就是菩薩多生累劫的
福慧具足。

同學紛紛表達上這期佛學課的感想及
改變，來自韓國的同學表示學完課回去後，
用佛法智慧與家人相處，使家庭變得更和
諧，家人支持再上佛學課。還有的表示認
識許多的同參，非常歡喜，因此有因緣來
道場做義工。也有的同學表示學佛去除自
己的習氣，越學越開心，能無憂無慮。

紐西蘭佛光山北島書院第三期圓滿 
實踐人間菩薩行者

澳 大 利 亞 女 性 周 刊 , 紐 西 蘭
版 Australian Women’s Weekly NZ 
Magazine 是一本適合每個人，也是紐西蘭
女性必讀的一份雜誌，其提供當前的新聞
問題，智能功能，鼓舞人心的故事和所有
廚師喜愛的三重測試食譜。今年亦特別專
訪紐西蘭各個宗教如何慶祝耶誕節活動的
版面，於 11 月 6 日上午此周刊記者 Fleur
及攝影師特地前來北島佛光山採訪，了解
這一所多元性的人間佛教道場。

Fleur 及攝影師在佛光青年 Nick 及
Vicky 帶領，到寺院各殿堂參觀導覽及拍
攝。適逢 11 月 10 日舉辦的「第二屆櫻花
節藝術沙龍」的開展，住持滿信法師亦為
大家導覽參觀及介紹此活動的意義。住持
表示佛光山「以文化藝術弘揚佛法」宗旨，
於 2017 年 3 月 4 日舉辦紐西蘭文化藝術交
流活動，23 位當地藝術家出席，以藝術文
化傳遞智慧，以美學推廣文化，以營造和
諧社區，由此誕生了舉辦藝術沙龍的想法。
同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0 日舉辦了首屆

櫻花節藝術沙龍，32 位藝術家展出 154 件
不同流派的藝術作品，展覽開幕當天，超
過 6000 人參觀。今年的藝術沙龍共有 90
位當地藝術家參與，以 10 大類 389 件的藝
術作品展示，包括油畫、亞克力油彩畫、
水彩畫、玻璃藝術、首飾製作、陶藝、攝影、
木雕、銅雕、石雕、插花藝術及具有紐西
蘭特色毛利編制等豐富多元及多樣化。

Fleur 表示進入道場除了感受寧靜與
藝術氛圍，寺院的建築、園林等建設的融
和性讓人心生歡喜。她非常感謝住持及佛
光人熱忱接待，令她大開眼界，也歡喜認
識佛光山人間的多元性、藝術性及人間性。
她表示籍由此次的採訪，透過文字讓更多
的大眾共同走入人間佛教道場，分享這許
多喜悅的氣息。

澳大利亞女性周刊 (紐西蘭版 )  
北島佛光山多元文化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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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讓 基 督 城 大 眾 能 欣 賞 當 地 多
元素的藝術作品，佛光緣美術館紐西
蘭二館於 11 月 3 日舉辦基督城藝術家
「Diverse Tranquillity」 多 元 素 藝 術
聯展。參加展出的五位藝術家分別是
Frederika Ersten、Wilson Henderson、
Noeline Walker、Marie Dawson 及 Deanna 
Gracie，他們以不同的手工藝品展現各自
的藝術天份及才華。開幕式當天有 30 餘位
佛光緣之友、佛光人及大眾出席，藝術家
Keith及 Tricia Morant夫婦也前來祝賀。

五位藝術家的作品風格保留傳統韻
味、典雅，同時不失創新，復古中注入一
股新氣息並結合大膽的設計。年屆八十二
高齡的陶瓷藝術家 Frederika Ersten，展
示他五十多年的創作陶藝作品，不論形狀、
色澤、紋路皆保留著傳統韻味，這是結集
他多年不斷創作的精髓及歷練而成。Marie 
Dawson 也以陶藝作品展現藝術創作，陶瓷
形狀、繪圖及點綴物皆用心製作，絕不馬
虎。Noeline Walker 是位熱情的首飾創作

藝術家，創作靈感來自周遭事物；同時用
料及設計相當前衛，非同一般首飾作品。
Wilson Henderson 則以紡織藝術品呈獻予
眾，有精美綢緞、時裝、桌布等。作品以
光鮮的色澤、配搭簡單的曲線，呈現復古
藝術新氣息。Deanna Gracie 則以油畫作
品呈現小女孩的故事。

藝術家 Frederika、Marie、Noeline
及 Wilson 自從 2011 年基督城美術館因地
震而關閉後，幾度尋找不到適合的展出空
間，經過討論及安排，接洽了佛光緣美術館，
館方也樂意提供展出空間。藝術家們感謝
美術館團隊的用心，表示這次的藝術聯展
結合不同元素，猶如小型藝術饗宴，希望
為藝術愛好者帶來更多的驚喜。

開幕式中，館方亦以精美的茶點招待
大眾，當天不少出席者對藝術品有極高的
興趣，頻頻詢問，讓藝術家對自己的作品
更有信心及創作的動力，開幕式也在歡悅
的氣氛下圓滿。

紐西蘭二館多元素藝術聯展    
本土藝術家復古創新有亮點

新一年度的「慶祝佛陀成道日 - 臘八
粥結緣活動」號角響起，紐西蘭南島佛光
山於 11 月 8 日啟動！此次「臘八粥結緣活
動」連續展開4日，登記領取的數量逾3,200
份，是上年度的 4 倍！南島佛光山臘八粥
活動進行首日，即送出 1,200 碗給基督城
民眾。

南島佛光山動員法師、協會會長、幹
事及義工將近 30 人，清晨四時許即開始烹
煮臘八粥。大家集合螞蟻雄兵力量分工合
作，專心一致地執行任務。早晨九時許任
務完成，經過盛裝、打包，會員們隨即把
熱騰騰的臘八粥送往基督城 28 個廠家、商
家、餐廳及中醫診所等。隨後，民眾也相
繼前來領取臘八粥。大眾在領取臘八粥時
露出欣喜之情，感謝南島佛光山為此活動
的付出。

由於今年領取臘八粥的數量倍數增
長，因此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調配極具考
驗！在住持滿信法師的指導下，紐西蘭南

島協會蕭文輝會長帶領幹部，從今年十月
起即展開籌備工作，包括派發宣傳海報、
透過網路媒體發佈消息、拜訪團體和商家
宣導消息、張貼標簽及準備食材。此外，
還特派北島佛光山妙禹法師及佛光青年前
來支援。

每年農曆十二月八日是「佛陀成道
日」，為慶祝此節日，佛光山特別準備臘
八粥與大眾結緣。南島佛光山已舉辦「臘
八粥結緣活動」多年，皆獲得相當熱烈的
迴響，領取人數節節上升。藉由舉辦有益
身心的活動，南島佛光山希望深耕本土，
讓佛法植入人心，讓更多本土人親近南島
佛光山。

南島佛光山臘八粥結緣   
基督城大眾共享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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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佛教協會為慶祝成立十週年紀
念，於 11 月 16 日分別在奧克蘭及基督城
舉辦和平健走活動。基督城的場次由主辦
單位代表 Robert Hunt 負責策畫，活動前
數周他多次與南島佛光山聯繫，希望健走
當天，所有的參加者能夠在道場內集合，
並進行各宗教的祈福交流。

活動於當天上午 9 時許開始，基督
城藏傳法師 Kagyu Choeyang Ling 、Gesh 
Nyima Dorjee 及韓國、泰國、柬埔寨及斯
里蘭卡等道場的 10 餘位法師及信眾共 100
餘人參加健走，從基督城植物園走到南島
佛光山，全程共約 20 分鐘。健走後法師們
及 50 餘位大眾繼續留在南島佛光山參加祈
福及交流。紐西蘭佛光山住持滿信法師受
邀出席，與各法師及信眾們一同祈福。

法師首先帶領眾人靜坐，紐西蘭佛光
山住持滿信法師也帶領大眾誦念《心經》，
大家共聚善念，場面莊嚴。Robert Hunt 
在致詞時表示，和平健走除了讓人提起正
念，也宣揚佛教的和平理念。住持滿信法
師也表示希望藉著宗教的和平健走，促進

佛教界的互動，讓佛教的力量更強大。

祈福後法師及大眾在五觀堂享用午
齋，與會大眾也有進一步的交流。一年一
度的宗教和平健走在歡喜融合的氣氛中畫
下圓滿句點。

紐西蘭佛教協會十週年  和平健走
會師南島佛光山

2018 年 11 月 10 日  墨爾本 Williamstown Sea Scouts 一行 8人來道場參訪，領隊
童軍領導員Mr. Ross Henderson表示因為過去曾帶團至墨爾本佛光山參訪，留下深刻印象，
因此特別向團部提出此次宗教參訪行程。

參訪由周永輝副會長導覽，介紹道場歷史、佛光山人間佛教，參觀大殿、禪堂等處，
並示範拜佛方式，解釋接足禮及香花燈果供養的意義。另有覺旻法師指導禪修、太極班老
師文美玲教導基本太極招式、義工陳寶珠說明抄經的方式及指導抄經等。結束後覺旻法師
致贈結緣品及英文小叢書，Mr. Henderson 感謝道場精心安排導覽內容，讓他們體驗了豐
富多元的佛教和中華文化。

墨爾本佛光山 童軍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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