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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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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世界神明聯誼會」12 月 25 日
於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隆重登場，3478 尊神
佛蒞臨，再次刷新世界紀錄，而今年持續
著重宗教之間的共尊、共享、共榮的精神，
並有「本土化」的特色，所以佛光山開山
寮特助慈惠法師用台語翻譯開山星雲大師
的開示：「各宗教都是我的好朋友，我願
意把一生奉獻給大家。」世界神明聯誼會
的景況也實現了大師心願：「打造一個和諧、
來者共有的世界道場。」

25 日上午 7 時整，海內外宮廟、神
尊起駕步入佛陀紀念館，才 20 分鐘就有數
百神尊湧進成佛大道，接受鑼鼓、鐘聲、
鞭炮、普門中學樂儀隊與知賓的熱烈歡迎。
為了讓神明聯誼會的殊勝走入家家戶戶，
今年還邀請家神共襄盛舉，部分家神提前
抵達，暫時安奉在佛光山福慧家園，25 日
當天迎請入佛光山大雄寶殿，與佛館行程
一致，同步由和尚為神尊掛上佛祖吉祥牌。

【2018 世界神明聯誼會】 
3478 各宗教神尊刷新紀錄

世界紀錄認證官Muchael Vincent Heister將證書，
交由中華傳統宗教總會由總會長王金平代表接受。

主辦單位中華傳統宗教總會總會長王金平

各宗教代表隨後受邀到佛館大覺堂，
欣賞包含中華傳統宗教總會鑼鼓隊、高雄呂
柏達娘傘團、澎湖縣莊萬枝娘傘團的表演和
新化吳敬堂官將首陣頭表演、耶穌基督後期
聖徒教會在台傳教青年合唱、菲律賓聖嬰團

安排悉達多太子與聖嬰相逢的舞蹈，及佛光山人
間音緣聖歌班演唱等各信仰文化的藝術精髓。

主辦單位中華傳統宗教總會總會長王金平
以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地向佛教請益，如何達致
世界和平的故事，說明這就是星雲大師「一直在
做的」。如 2011 年推動世界神明聯誼會、2015
年成立的中華傳統宗教總會，都為了人類同體共
生、相互包容與尊重而努力。「《金剛經》說：
法無上下，一切平等，這也是我在星雲大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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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到的慈悲，他對宗教融和念茲在茲，且
把佛光山作為大家可以共同交流的道場。」
而今年信眾人數逾 10 萬，宮廟比 2016 年創
下的世界紀錄，但這樣的盛大不是為了破一
次紀錄，他說：「是持續跟著大師的腳步與
宗教代表的領導，一起努力達到讓全人類互
相尊重、包容、學習與合作的標竿！」中華
傳統宗教總會及佛光山各別分院也發心供應
10 萬份吉祥平安齋，及佛館特製平安符 10
萬個，與現場大眾結緣。

星雲大師親臨現場，懇切地說：「我
有一個心願，就是有一個像神明聯誼會這樣
的場所，是大家共有的。」大師感謝台灣、
政府和社會，讓他有機會與全世界廣結善緣，
能在這個地方與大家見面是很有福報且幸運
的。大師說，自己幼年時常跟外婆到寺廟禮
佛，12 歲出家當和尚，23 歲來台，身分證
上登記的年紀比實際年齡大，「已是98歲」；
雖沒正式受過教育，卻在 20 歲擔任小學校
長，那時很多宗教人士都不吝幫助他，成為
好朋友，所以大師也願意把一生奉獻給大家，
最後以「98歲的老人祝福你們平安、吉祥」
作結，讓信仰不同的信眾都起身鼓掌。

下午 2 時，768 家宮廟、宗教代表一
同舉行國泰民安祈福法會，恭讀〈為神明護
法信者祈願文〉、回向，接著宣布「2018
世界神明聯誼會」再次破世界紀錄，所有人
歡聲雷動，甫就職高雄市長的韓國瑜也以神
秘嘉賓身分直播視訊，他的祝福簡短，受到
萬眾支持。他謝謝佛光山各位師父、王金平
院長及各信徒讓大家心地永遠善良，讓台灣
社會更美好，「感謝大家對所有神佛的熱心
投注，祝福一切平安，一切美好。」祈福法
會禮成，神明起駕回鑾，沿途彼此不相識的
信徒對陣頭表演的青年大喊：「掌聲鼓勵！」
讓他們露出靦腆的笑容，覺得這場聯誼會很
與眾不同。

出席大覺堂的貴賓，有總統府國策顧
問呂子昌，外交部南部辦事處處長楊心怡、
第八軍團政戰主任武立文少將，基督教代表
金長老、儒教代表中國儒教會理事長吳政服、
天主教代表菲律賓光明大學校長 Correa 博
士、一貫道總會長王寶宗、大高雄里長主席
聯誼總會執行長黃愈豐、佛光大學校長楊朝
祥、鳳凰新媒體副總裁鄒明及參與此次世界
神明聯誼會的各宗教代表等逾 1500 人。

眾家神明光臨佛陀紀念館

今年特別開放，讓大家迎請家中供奉
的佛菩薩及神明出席盛會，同霑法喜

神明聯誼陣頭表演 -南投慈善宮與聖賢宮

祈福法會現場

國際臺疆衍脈吳敬堂武英官將首在神明聯誼會上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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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華佛光青年團員大會　
600 位青年齊聚佛光山

12 月 29 日於佛光山雲居樓，舉行
2018年「信仰與傳承-與佛相遇·攜手向前」
中華佛光青年團員大會，來自全台各地近
600 位佛光青年齊聚一堂。北中南三區團
務長列席，報告各區青年近況和動態之外，
也針對青年未來展望，舉行綜合報告暨議
案討論。

此次大會課程內容豐富，安排勇闖佛
「心」世界、音聲弘法、專題講座、青年
演說家等多元內容。期望讓青年在動靜兼
容的課程中，更加認識佛光青年，感受心
中的「人間佛教」。透過精心設計的團動

遊戲，讓青年在團隊合作中互相鼓勵與協
助，進而成就自己、助益他人。

國際佛光會世界青年總團部執行長慧
傳法師提到，星雲大師常說：「我不是『呷
教的和尚。」大師表示不要做呷教的和尚，
要為眾生服務，以此勉勵青年要承擔起信
仰與傳承的重責大任，發願不做「『呷教』
的青年」，回到山上要學習如何服務大眾，
如何接引更多青年學佛。平時多參與講習
精進充實自己，更要鼓勵更多青年擔任幹
部，發揮所長。

國際佛光會署理會長慈容法
師則勉勵青年要把握年輕時期，創
造生命的價值。慈容法師引用玄奘
大師到西天取經及鑒真大師東渡
日本傳戒的故事，表示兩人同時把

佛教弘傳到海外，前者把「道德經」譯成
梵文在印度流傳，促進國際交流；後者將
中國文化帶入日本，使得日本文化與藝術

全盤唐化，實踐人間佛教的理念。鼓勵青
年要學習諸佛菩薩的精神，學會「發願」
使我們具備信心與力量，堅定信念完成志
願。

大會中，由慧傳法師等人為新成立的
內湖佛光青年分團、格致中學和同德家商
三好學社及白象幹部一級授證，十八個青
年分團及三好學社舉行團社長交接，各區
亦交接新舊任團務長；此外，青年為佛教
的付出有目共睹，亦頒發三好青年獎、最
佳潛力獎、特殊貢獻獎及佛光紀錄獎。

會中各項提案精采多元，如「2019
國際佛光青年幹部會議動員」案、「佛光
青年精進修持」案、「推廣使用佛光GO」案，
「推廣新佛學會考－佛學智慧 GO」案、「佛
光三好微電影」案及各項國際公益旅行及
活動支援等提案，皆有熱烈討論。「佛光

GO」加入禪修與 VR 的技術，其中遊戲用智
慧劍擊破貪、憎、痴，將科技與佛法結合
精進自我。「佛學智慧GO」透過遊戲化學習，
將佛法融入生活中，每日 5 分鐘，隨處皆
能精進。

與會有中華佛光青年總團執行長有度
法師，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副秘書長覺多
法師，佛光山寺副住持慧開法師，人間佛
教研究院副院長妙光法師，佛光山叢林學
院院長妙南法師，佛光山義工會會長慧屏
法師，三好體育協會執行長慧知法師，以
及各分別院住持等皆與會出席，前來關心
勉勵。

台北青年歌詠隊歌唱表演

青年進行分組課程之 MTV 大首播

青年活力四射，共同跳大會舞〈與佛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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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講話就會唱歌，會唱歌你的心中

就有旋律，有旋律就一定能知道自己的聲
音。」2018 中華佛光青年團員大會 30 日
進入第二天的課程，由台北佛光青年歌詠
隊展開「音聲弘法」課程，近 600 位青年
從團員的分享與音樂關卡中，用歌聲與佛
相遇。

青年們從影片了解歌詠隊緣起，認識
星雲大師首創藝術弘法，讓音符力量穿越
60 年，團員先後分享「人間音緣」帶給他
們的成長與學習。隊長熊凡靚期勉每個人
都效法《大智度論》中的菩薩，去尋找好
音聲度眾，勇敢唱出來；副隊長熊哲群引
用經典「自依止，法依止」，自己皈依自己，
要發心自我提升，發願用音聲弘揚佛法。

「學唱歌就是在學佛，要對自己有信
心。」蔡蕙伃提及曾在馬來西亞「大馬好」
表演中，面對拿麥克風深感恐懼甚至想對
嘴，在隊長的鼓勵下，與一次一次的練中，
正如她所唱的〈信心門之歌〉，勇敢的對
上千位的大馬青年，唱出歡喜與自信。她說，
「人間音緣」不只哼哼唱唱，歌詞就是大
師告訴大家的慈悲與智慧。

課程中歌詠隊不只分享自創曲、領唱
大會歌，更設計 5 道分組課程，讓青年以
「人間音緣」為媒介，學習如何作詞作曲、
發想帶動跳、拍攝音樂 MV、帶領讀書會以
及把歌詞融入團康當中，以短短 50 分鐘實
戰教學各類型的創作技巧。

其中一群來自菲律賓、印尼的大學生，
因為同學、馬尼拉的佛青龔萬吉邀約下，
首次來到佛光山，這堂課讓這些母語非中
文的青年，在欣賞人間音緣後，以英文改
編大師文章〈愛語〉，短短時間就創作出
一首有 Rap 的嘻哈風的改編曲，展現出音
樂無國界。

用歌聲與佛相遇

青年討論歌詞組合

台北青年歌詠隊分享音聲弘法的因緣

中華佛光青年團員大會 12 月 29 日晚
上於佛光山雲居樓，進行「與大師相遇」《星
雲大師全集》論壇，邀請國際佛光會中華
總會副秘書長覺多法師擔任主持人，與談
人三好體育協會執行長慧知法師、人間佛
教研究院副院長妙光法師，三人分別以《佛
法真義》、《般若心經的生活觀》、《雲
水樓拾語》，與青年分享星雲大師的智慧
結晶。

覺多法師表示，曾經有一位師兄皈依，
當時主法和尚請大眾一起說「我是佛」時，
這位師兄因為自認為還有抽菸、喝酒的壞
習慣，不敢承認自己是佛，當下決定要改
變這些壞陋習，覺多法師用這個小故事勉
勵青年，人人都有佛性，懂得直下承擔，
肯定自我，自我的發心、成長、擴大，學
會給人利用，才能有價值。

三好體育協會執行長慧知法師與青年

勉勵，自在是面對苦厄時，透過般若的生
活觀，找出度過苦厄的通路。以建蓋藏經
樓為例，當時遇到很多困難，大師對他說：
這些都不是困難，因為遇到問題要用智慧
找出通路，而不是用情緒去處理。慧知法
師跟青年分享，星雲大師說：「《心經》
是一部講自己的經，是一條通往自心的道
路」，並以小孩子在殿堂排經書的故事，
闡述「不帶評論的觀察是人類智力的最高
形式」，也說明《心經》中的五蘊皆「空」，
強調的是「世間萬象，是相對，不是絕對」。

妙光法師說明大師青年時所作的文
章，貼近青年的生活時代，如果要了解大
師的思想，可以先從此認識開始。妙光法
師以《雲水樓拾語》講述年輕的大師如何
解釋佛教的慈悲觀，唯有佛教，因為提倡
平等，人人能信佛，人人也能成佛。佛教
講人要利人，也講戒伃、放生，其博愛推至
一切動物，所以叫做「護生」、「慈悲」。
也引用《太虛大師三寶歌》表示信仰的堅定，
舉大師的願力：「為了佛教，叫我墮入地獄，
都心甘情願。」所以，今後的佛教全靠我
們所有的僧信二眾，共同發心盡力。

與大師相遇

覺多法師以《佛法真義》與青
年分享星雲大師的智慧結晶

慧知法師與青年勉勵，自在是面對苦厄時，
透過般若的生活觀，找出度過苦厄的通路。

妙光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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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教育基金會年會，12 月 21 日
於佛光山雲居樓六樓舉辦開幕式，以「教
育創新 -全球夥伴」為 16 周年年會主題，
探討如何創新教育、平衡城鄉差距、資源
有效分配。

今年以四大專題面向「教育創新」、
「在地創生」、「氣候變遷」、「夥伴連結」
為發展趨勢，期教育公益事務議題推動上，
能有嶄新體驗及視野。並透過專題演講、
增能工作坊及NPO(非營利組織)焦點分享，
集結 7 大學習圈，號召全台教育基金會共
同響應。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司長黃月麗談及，
今年首度於高雄規劃兩天一夜議程，期盼
除北部外，更連結中南部基金會夥伴，藉
由年會互相交流成長。並感謝佛光山提供
如此高規格的環境給大會使用，期望未來
政府與民間組織能有更好的合作。大會也
將持續秉持「交流、學習、成長、合作、
發展」原則，希望以教育創新帶動民間，
因應社會多元發展。

「此次活動首次在南部舉辦，因此一
定要來歡迎各位老朋友！」前教育部政務
次長、文藻外語大學特聘教授蔡清華談及，
佛光山秉持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對
文教工作不遺餘力。而佛光山的「雲水書
坊—行動圖書館」更是讓他在政府工作期
間非常感念，並感謝與會的基金會夥伴，「台

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就是因為有在座的各位！」

佛光山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則代表致歡迎
詞，談及星雲大師以文教起家，並為大眾介紹佛
光山四大宗旨。同時也介紹佛光山所成立的基金
會及成立目的，談及寺院如同人生的加油站，更
要像一所學校，讓社會大眾有所獲得。

開幕式由佛光山普門中學「原住民音樂社」
開場表演；開幕式後由黃司長頒發 7 大學習圈感
謝狀，分別有何嘉仁文教基金會、技嘉教育基金會、
耕莘文教基金會、生活品質文教基金會、東元科
技文教基金會、研揚文教基金會、玄奘文教基金會。

2018 年教育基金會年會　
星雲大師親臨送祝福

開幕式後由黃司長頒發 7大學習圈感謝狀

佛光山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

交流研議創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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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光山都監院二單書記慧讓法師帶
領下參訪藏經樓，堂主覺元法師等人歡迎
接待。導覽時，法師提及，近日星雲大師
常跟大家說：「這一切都是大家的，不是
我的，不是你的，不是誰的。」表明佛光
山所有一切都是大家的。

蒙特梭利啟蒙研究基金會執行長周南
君表示，星雲大師對於教育、中華文化的
發揚等貢獻，大家有目共睹。而佛學，就
是學習佛陀的行誼，做佛陀做的事情，也
是一種基礎品德教育。非常開心能有機會
認識一筆字，未來希望能有因緣與一筆字
再次結下法緣，且能夠向同是蘭陽女中畢
業的慈惠法師請益，學習人間佛教的教育
思想。

南投縣教育會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鍾美
月是屆齡退休的校長，他分享，一筆字非
常漂亮且意涵深遠，他將〈不忘初心〉拍
照，傳給自己的學生、子女，勉勵大家以

大師為榜樣，無論人生路上發生任何事情，
皆要謹記不忘初心。

教育部體育署倪堅黍分享，這是他第
一次來到佛光山，對於「千江有水千江月，
萬里無雲萬里天」這幅字印象深刻，無論
是在藝術、書法及意境，都讓人感受到意
涵深遠。

12 月 22 日進入第二天議程，佛光山
開山星雲大師特別到會場向與會大眾感謝
致意，所有與會者起立以掌聲迎接，眾人
對大師的親臨關心，皆感動不已。

大師說，「我 12 歲出家做和尚，出
家已 80 年，今年 92 歲，但是在政府登記
的資料，今年已是 98 歲。」大師談及，自
己沒有進過學校，只是在寺廟裡看書充實
自己；並分享佛光山在全球有 3 百多間道
場、1千多名出家弟子，很願意為大家服務。
也提及，至今建設五所大學，還有幼兒園、
中學、佛學院等教育機構。大師表示：「各
位對社會公益、文教事業這麼熱心，在這
裡請各位多指教。也跟各位報告，我不是『呷
教』的和尚。」

大師也說，從來沒有為個人要求過什
麼，但也覺得一生沒有缺少什麼。勉勵與
會大眾繼續發心，為社會服務。「你們發

心為大眾服務，我相信諸佛菩薩會保佑你
們。」隨後由徒眾獻唱〈十修歌〉、〈觀
音發願文〉和〈佛教青年的歌聲〉，祝福
與會大眾平安幸福。

今年擔任大會秘書處的何嘉仁文教基
金會執行長莊祝娥，把握難得機會向大師
請法：「您在寫一筆字的時候，怎麼拿捏
字的大小？」大師回答：「我現在眼睛看
不到，但是我的心看得到，希望大家能夠
用『心』來看自己、看一切事。」

蒙特梭利基金會執行長周南君也表達
對大師的敬佩之意，談及今日在座的基金
會伙伴，都是教育界很重要的推動者，「希
望大師能送給大家一句話。」大師說，「要
靠自己」，不是由別人做主，自己才能幫
得了自己。

最後大師勉勵與會大眾，只要想到是
為了未來，就不會覺得此時很辛苦。祝福
大家前途光明、進步發展。

現場教學

洞悉人間佛教教育理念

星雲大師親臨送祝福

來訪者拍下印心一筆字

大家於主殿外合照留影

介紹星雲大師一筆字深遠意涵及人間佛教教育觀

佛光山徒眾獻唱〈十修歌〉、〈觀音發願文〉和〈佛
教青年的歌聲〉，祝福與會大眾平安幸福



21佛光世紀第115期

專 

題 

報 

道 

專 

題 

報 

道 

 2018 南天文藝季  中西文化的融合
一年一度的跨年活動「南天文藝季」，

2018 年 12 月 25 至 2019 年 1 月 1 日在南天
寺及南天大學各處活動連連，每年都吸引成
千上萬的中外遊客找前來共慶聖誕與國歷新
年，裝扮後的南天寺喜氣洋洋、年味十足。

本著淨化人心、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
「佛光山春節平安燈會」於 1980 年由佛光
山開山星雲大師首創佛教寺院透過新春張燈
結綵及豐富多元的表演，營造歡樂祥和的過
年氣氛，邀請民眾上山點燈祈福。

今年南天寺特從海外添置 5 組大型主
題花燈：三好沙彌、西遊記人物系列、諸事
吉祥與諸事如意歡喜沙彌、諸事吉祥群豬系
列、招財進寶新春豬系列及各處懸掛的平安
燈，在佛光會員協助下，將南天寺、南天橋
及南天大學各處都佈置得新穎壯觀，吸引來
山遊客爭相與之合影，尤其晚上亮燈後，更
是燈光熠熠，美不勝收。

南天寺丹墀夜景



23佛光世紀第115期

專 

題 

報 

道 

專 

題 

報 

道 遊客除可去大雄寶殿、大悲殿、靈山
塔禮佛祈福、抄經之外，於丹墀亦有笑呵呵
的大肚彌勒、黃金許願樹、南天佛學院的書
攤、佛教文物流通及眾多憨態可愛的「諸事
吉祥」豬公仔攤位。

寶藏館內特設有佛光緣南天美術館「器
蘊風華 -- 黃大安柴燒陶藝世界巡迴展」，
海會堂內有「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展 & 茶
藝展」及於五觀堂外的眾多美味可口的素食
園遊攤位和豐富多彩的多元文化表演。

今年南天大學亦贈設專門的大學導覽
服務、英文佛學講座、茶道香道、文藝小站：
彩繪燈籠 / 紙傘、中國結、創意紙工坊、南
天中華學校 & 童軍團、兒童美術繪畫工坊
等眾多攤位，吸引遊客可從南天寺，走過南
天橋至南天大學參觀。

大學 1 樓的 Karma Cafe 則是於週末新
增素食自助餐，讓許多雪梨遊客慕名而來，
吃素吃到不想走。據經理介紹連續倆個週末
都人潮滿滿，每天餐廳都會使用雙倍的食物
量供應來客。

而南天橋頭廣場還有南區佛光青年
第 4 分團的青年們在酷暑的盛夏義賣愛玉
冰，提供來山遊客清涼飲品，同時為 2019 
Camparadise 佛光青年營宣傳造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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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朝山迎新年
虔誠禮拜啟智慧

為迎接新年來臨，12 月 31 日晚上南天寺舉行一年
一度的「朝山祈福 & 跨年獻燈」活動，今年更是首次從南
天大學出發，經南天橋三步一拜朝向南天寺，寓意從現代
西方教育走向傳統東方文化，從繁忙的塵世回歸清淨的信
仰、從虔誠禮拜中，拜出自心的智慧佛性，迎接嶄新的
2019「諸事吉祥」。

星雲大師說，「修持是佛光山的根本」、「佛光山因朝山而
有。」52年前，佛光山開山未久，為帶動信眾前往禮佛，每週籌組朝山團，
因收費便宜，南下佛光山禮佛的信徒很多，「佛光山」在大眾的口耳相傳下，從山林走向社會，
成為了極具影響力的宗教團體。作為佛光山海外道場的南天寺每年在新年來臨之際都會舉行
朝山獻燈祈福活動，如今已是第 24 個年頭。

提到朝山，星雲大師說，禮拜雖是「拜」在地下；但人格尊嚴卻因禮拜而昇華，「拜」
是與佛交流往來，與佛接心。他曾讚歎禮佛、朝山道：「禮佛一拜，罪滅河沙；念佛一聲，
福增無量。」

大師認為「生活即修持」，佛教的修持應不離生活，生活亦不離修持，因此佛光山宣
導朝山禮佛，為僧信二眾的主要修持項目之一。透過朝山，拜出佛的意義、慈悲、莊嚴與智
慧，並把內心的佛性拜出來；同時回歸人間佛教的實踐、積極面，在行佛的當下，飲水思源，
不忘初心。

晚上8時，南天寺迎來雪梨佛光會幹部、會員、義工及諸多專程從雪梨趕來參加朝山者，
逾 300 人眾紛紛在丹墀與今年特設的 5 組大型主題花燈爭相合影，晚上 10 時，再由法師引
導至南天大學廣場排班，以虔誠的身口意三業，向佛禮拜與佛接心。

回到丹墀，由南天寺監院滿望法師代表澳紐總住持滿可法師主法，帶領更多大眾拜願
迴向，開示勉眾，下午雖下了 2 場磅伃大雨，但卻沒有澆熄大家火熱虔誠的心，也因此感應
龍天加持，將整條朝山道路洗刷一新、晚上更是涼風習習，讓大家於這個炎熱盛夏的時節，
可以在清新乾爽的道路上朝山禮佛。

法師說，上等的朝山是身心都能與聖者相應，透過朝山，希望能親自感受聖者的足跡
與智慧之光，從而開啟自己內心的智慧光明。從南天大學經南天橋、到大悲殿、再回到大雄
寶殿前，由遠而近，從黑暗拜到光明，從大學的世間教育回歸到信仰之家、出世的教育，正
體現了開山星雲大師倡導的東西方文化交流、傳統與現代融合、僧眾與信眾共有、修持與慧
解並重人間佛教理念 。

最後滿望法師帶領大眾獻燈、倒計時共同喜迎新年，並為於大雄寶殿內大家灑凈，領
取星雲大師新年賀歲春聯「諸事吉祥」。大眾亦在收穫滿滿的祝福與歡喜後敲響新年頭鐘，
祈願閤家平安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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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普照　澳籍人士歡喜學佛
為使人間佛教在本地深耕，佛光山全

球道場不定期舉辦「家庭普照」，讓每一個
家庭對佛法都有正確的認識與信仰。12 月
6 日上午，佛光山南天寺基礎佛學班及禪修
班 學 生 Robert Mullaney 與 太 太 Samantha 
Mullaney 邀請法師到其新居灑淨普照，南天
寺妙友法師偕知善、知仁、知禎法師代表前
往祝福。

夫婦二人的學佛因緣，源自 1990 年
Samanth 在台灣留學時，接觸佛光山及星雲
大師倡導的人間佛教；3 年前她與先生來到
南天寺參訪禮佛，同時開啟了本是天主教徒
的 Robert 想要深入學習佛教的契機，2 人開
始定期參加南天寺每週三晚上的基礎佛學、
週六的英文共修及其他禪修課程，Samantha
亦於今年就讀南天大學課程。他們對佛教已
具足信心，也期許能將佛教慈悲平等的教義
落實於生活中。

由於新居供奉佛像，特別邀請法師前

往誦經祈福，也邀請 2 位鄰居共同參與灑淨
儀式、恭誦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英譯〈家庭
普照祈願文〉等，祈願閤家平安幸福；妙友
法師亦代表常住贈送星雲大師英文著作《366 
Days with Wisdom》及《迷悟之間》給大家。

儀式後，Robert 還帶領法師參觀家中收藏多幅的星雲大師 1990
年的「一筆字」書法作品，如「弘願如海」、「正覺」、「慈悲」、「忍
耐」、「無上正等正覺」等，及佛光山退居和尚心定和尚的中文書法「不
二法門」與英文書法等。

他興致勃勃的和大家分享，最喜歡大師編著《獻給旅行者們365日》
的古德偈語「最吉祥 The Most Auspicious」和自己抄寫的《心經》，
經過在南天寺的佛法薰陶，讓他學會如何控制情緒，心情也更加平和專
注，希望有一天可以皈依三寶，成為正式的佛教徒。

 Mullaney 夫婦家中所收藏的多幅星雲大師 1990 年
的「一筆字」書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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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巴哈伊教社區公共言論主任 Ida 
Walker，12 月 10 日中午帶領 26 位「宗教
與科學」課程的巴哈伊教（Baha’i）學生，
參訪南天大學，由南天大學人間佛教中心
主任覺瑋法師，及臥龍崗大學法學、人文
和藝術學院榮譽教授 Stephen Hill 共同歡
迎接待，並就「宗教與科學」的話題進行
深度探討與對話。

Stephen Hill 榮譽教授首先引用自
己在發展中國家為那些弱勢群體的工作經
驗，為「富裕」重新定義，他說財富並非
代表個人擁有了多少，而是可以給予別人
多少。全球有 25 億人口每天的收入少於澳
幣 $2，因此他在談話中呼籲現場的澳洲青
年們要重視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而不
只是經濟發展，并建立互相關愛和有信任
的未來世界。他還表示科學可賦予人類很

多能力，現代社會很多青年人會將科學視
作一種真理，但這卻並非是尋找人類價值
的真正途徑。

覺瑋法師則從自己計算機科學的背景
探討文化復興時期，由於科學的快速發展，
社會因神權主義被人文主義取代的現象，
進而表達人間佛教的不同之處。人間佛教
是將科學與信仰融合，倆者是同體共生的，
并應從人間佛教慈悲、道德、正念等人真
正的價值運用科學技術來體現。

面對提問「信仰對人的靈魂有何額外
價值？」Stephen Hill 表示，科學與信仰
同時給予人類智慧，但人不只生活在個人
意識中，更生活在一個共同意識的大世界
中，在科技飛速發展的現代社會，必須提
升符合倫理道德的科學力量，否則科技亦

巴哈伊教參訪南天大學
與佛教對話「宗教與科學」

可造成人類文明的退化、甚至破壞整個文
明，而宗教信仰正是規範人「真善美」行
為的重要因素。

京都大學校長提出，因機器人替代，
20 年後將不會有教育基本技能的學校及科
系，唯有哲學、文化等機器人無法取代的
學科才需要被教導。Stephen Hill 在他
編輯的《全球經濟學的京都宣言（Kyoto 
manifesto for global economics）》一
書中亦提到，人類必須從人性的教育開始，
然後才是經濟。

覺瑋法師回答「如何處理宗教間衝突」
提問時，表示人間佛教的倡導者星雲大師
提出「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理念，運
用彼此教義中慈悲、同理心等共同點緊密
交流理解，建立「宗教融和」；「正信」
的宗教信仰必定具有歷史考據、世界公眾
承認、能力威勢具備和人格道德完美等正
派的特性。

有人問「什麼是真理？」覺瑋法師表
示，星雲大師曾說過，信仰的「真理」是

要經過評鑑，要能符合普遍性、必然性、
平等性、永恆性這 4 個條件，並要能給予
世界「歡喜」，這也是人間佛教的基本教義。

Stephen Hill在則回答，僅在美國，
已有 8 萬 6 千個「新興宗教」出現，聯合
國也試圖讓大家共同建立統一的系統，但
成效不彰，因此年輕人更要傾聽基層群眾
的心聲，在這個面臨緊要關頭的時代，世
界隨時可能傾倒，應讓宗教擔任重要的角
色，發揮教導眾生，淨化人心，導正行為
的功能。他更強調，人應擴大無私的品德，
尤其可向澳洲原住民學習尊重傳統、不破
壞自然生態、不過度浪費資源等自控的生
活方式，要將能源取之自然還於自然。

最 後， 覺瑋法 師 與 Stephen Hill
現場為《全球經濟學的京都宣言（Kyoto 
manifesto for global economics）》
一書共同簽名，贈送參訪團，由老師 Ida 
Walker 代表接受，圓滿整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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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當地西方人士在歲末假期有更多
禪修機會，沉澱心靈，12 月 8 日佛光山南
天寺妙友法師於南天大學舉辦「連接心與
心（Connecting Mind & Heart）」禪修工
作坊，共有來自各行各業逾 40 人透過網路
報名參加。

妙友法師以正念、專注，訓練身心合
一，活出真實的自己，減少焦慮和抑鬱等
主題，為學員解釋如何深度認識自己；並
以生活中親人往生、害怕被人評論等事例，
啟發學員觀察自心的起心動念與各種情感
執著的原因，從而調整自己，明白接受無常、
懂得放下才能解脫。

分組座談時，學員根據主題「認識自
己」交流互動，每位組員剖析自己的優、
缺點，通過自我表述釐清思想，更清晰的
理解自己、找到問題癥結，亦透過其他組
員的經驗，找到克服的方法。

5 個小組熱烈討論後，分別派出代表
總結報告，表示從反思中，發現工作壓力、
父母離異、死亡與無常、過度思考與焦慮、
房貸與金錢、不平衡的生活、精神疾病等
因素，會造成負面情緒，最歡喜的是健康、
運動、相愛的家人、理解和自愛，禪修可
幫助我們將負面情緒轉化成正念。

此次活動還邀請到有 10 年太極與氣
功經驗，並於上海榮獲過第十五屆世界精
武武術國際比賽金牌的 Louise Zaslawski
女士，帶領大家做「八段錦」，放鬆身心。
當天的行程，大家於南天大學 Karma Caf伃
享用美味的西式素食午齋，在南天寺禪堂
由妙友法師指導如何通過禪坐，自我關照
「禪」在於心的意義。

學員對於豐富精采的課程皆心懷感
謝，未來將參與更多南天大學的課程與活
動。

南天大學禪修工作坊 
 接引西方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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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二分會

北雪梨佛光緣監院如儀法師親自帶領北一分會

南區 3個分會 由喜捨分會會長偉影 Sophia 帶領

光明分會

西二分會在會長陳美貞（右一）帶領新義工一同參與

 北一分會會長張樂聽（右一）與戴兆青副會長女兒青
年團員張黛咪（中間）及其他會員一起互助合作

本著淨化人心、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
「佛光山春節平安燈會」於 1980 年由佛光
山開山星雲大師首創佛教寺院透過新春張
燈結綵及豐富多元的表演，營造歡樂祥和
的過年氣氛，更邀請民眾上山點燈祈福。

國際佛光會雪梨協會 7 個分會，12
月 9、10 與 12 日 3 天，由各分會會長帶領
會員、青年及義工約 80 餘人回南天寺，協
助新春花燈布置，希望藉由莊嚴道場，吸
引更多遊客禮佛。

為迎接澳洲耶誕假期及中國新年，南
天寺增置 5 組大型主題花燈：三好沙彌、
西遊記人物系列、諸事吉祥與諸事如意歡
喜沙彌、諸事吉祥群豬系列及招財進寶新
春豬系列。在佛光會員協助下，布置得新
穎壯觀，吸引了來山遊客爭相與之合影。

南天講堂西一、西二、東一分會
12 月 9 日上午，由雪梨協會祕書長

魏賽娟、東一分會會長張洪帶領副會長
Anita 何、雪梨青年 3 團團長楊愽聞、長
青委員會主任韋曹掬與會員共 12 人，布
置南天寺丹墀花燈、香雲會館與涼亭等處

的平安燈。西一會長許偉萍與導喬琪、祕
書梁志暉、金剛組長蔡亞水、婦女組長司
徒艷青等 12 人，則布置大悲殿及樓下 Tea 
House 兩側平安花燈。大家都希望用自己的
雙手，如星雲大師的新春祝福「諸事吉祥」
一樣，建設人間淨土，帶給大眾歡喜圓滿。

12 月 10 日，西二分會在會長陳美貞
帶領下共 19 人，其中有 70 多歲的張豐城
與徐吟葉夫妻檔，10 多年來從不缺席，還
承諾會一直做下去。帶著妻兒一起參與的
阿發師兄，及 5 位年輕的新義工，一同來
參與。上至 70 多歲下至 5 歲的小義工，還
有年輕的生力軍，每人都發揮集體創作的
精神，開開心心地把工作圓滿，做得法喜
充滿。

北雪梨佛光緣北一分會
12 月 9 日一早，北雪梨佛光緣監院

如儀法師親自帶領北一分會會長張樂聽、
副會長戴兆青閤家、會員義工及雪梨青年
第 5 分團、童軍團共 18 人，前往南天寺為
靈山塔區域布置平安燈。其中有已連續參
加 4 年的會員陳銘彬與首次參加的義工陳
志華全家。

戴副會長更帶著女兒青年團員張黛
咪、兒子童軍團員張添翼、張添亮和母親

全家一起來發心，並表示要把這樣的歡喜
好事傳承給自己的孩子，讓他們從小學習
勤勞服務、喜捨奉獻的美德，努力培養佛
教的好苗子，讓華人小孩在澳洲也懂得要
到佛門中培養福慧，培植福田。大家在掛
燈籠中發揮智慧及互助合作，同時也提升
親子間的感情與互動。

南雪梨佛光緣南一、光明、喜捨分會
12 月 9 日一早，南一分會新任會長

郭洪榕、副會長廖秀鈴、副會長賴俊力與
喜捨分會會長何偉影帶領會員共 10 人，為
南天寺主交通要道旁的樹木披掛星光燈，
每年都將這條入山主要道路妝點的火樹銀
花，尤其在夜晚中為來迎新年的遊客和朝
山的信徒們指引出了一條通向信仰、智慧
的光明大道。

12 月 12 日，光明分會會長鄭錦殿帶
領副會長陳林彬夫婦等佛光會員、雪梨第 4
青年分團新任團長 William Wang 及青年等
共 13 人集體創作，佈置南天寺後山報恩鐘
大佛區的太陽節能燈，並排列成「吉祥」
字樣，希望大眾在禮拜大佛的同時，能得
到光明照耀，賞燈之餘，也能對佛法有所伃
悟，開啟人生的光明。

集體齊心掛花燈  三代協力建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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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組長付林分享 2018 年中華學校
在教育學生孝順父母、愛護地球及了解中
國傳統節日文化取得優異成果，其中包括
蔬食承諾環保護生、環保植樹學習奉獻、
感謝父親愛心獻禮、供僧表演尊師重道及
佛學慧考提升智慧等。中華學校更增設很
多才藝課程，包括音樂班、繪畫班、手工
班及益智集體遊戲，發掘學生們的才藝興
趣及提升學生們的文化素養。

監寺覺五法師凝聚與會學生，指導
大家用愛心分工合作包裝 50 份耶誕禮物，
安排在 12 月中旬贈送雪梨西區 Westmead 
Children Hospital 的病童，讓病童們可
以歡度一個愉快難忘的佳節，力行「四給」，
將歡喜與希望帶給他們。

接著頒發獎狀、獎品給獲取優異成績

學生，同時並頒發結緣品給中華學校老師，
感謝老師們一年來盡心盡力培育下一代。

覺五法師表示，小朋友是我們的未來，
是我們的希望，需要將中國傳統文化，倫
理等優良教育傳承下去，同時鼓勵大家奉
行「三好」與「四給」，將來成為社會主人翁，
國家棟樑。

南天中華學校五育發展　
力行三好四給

為配合雪梨南天中華學校結業禮，12
月 15 日在佛光山南天講堂舉辦「南天中華
學校同樂會」，逾150位學生及家長與會。

南天中華學校著重德、智、體、群、
美等五育平衡發展，並秉持創校總校長星
雲大師慈訓，鼓勵學生力行「三好」、「四給」。
五育成果展邀請學生表演，包括「三好學
園」學生表演「三好歌」( 英文版 )、賴辰

布表演「學猫叫」、史瀅暄獨唱「天之大」、
幼苗班學生聯合表演「手指歌」及慈悲班
學生朗誦中國古詩；壓軸表演由佛光童軍
穿著用蔬菜造型的服裝走秀，以「身」作
則傳遞環保訊息，加深大家認識環保救地
球的重要意義，Wilson 老師也為大家獻唱
一曲「烏克麗麗」以娛大眾。場面充滿童真、
感動與歡笑聲。

雪梨南天中華學校年度結業，12 月
15 日特別安排在佛光山南天講堂舉辦「南
天中華學校同樂會」，監寺覺五法師邀請
與會學生及家長一起包裝 50 份禮物，捐贈
給醫院的病童。

18日由雪梨協會副督導長鄧陳淑華、
秘書長魏賽娟及西一分會督導喬琪前往雪
梨西區 Westmead Children Hospital 代表
捐贈禮物。

覺五法師強調，邀請學生包裝禮物及
捐贈給醫院病童是一課珍貴的生命教育，

主要是希望培養學生們的慈悲心與感恩心，
懂得關懷別人，更懂得分享，同時讓學生
們可以體驗「四給」的美德。

禮物由兒童醫院 Jill 代表接受，
Jill 代表醫院的小朋友感謝中華學校的禮
物捐贈，更感謝學生們的愛心與關懷。

禮物用環保袋包裝，包括日用品、餅
乾及彩繪筆等文具，希望小朋友收到禮物
亦能歡度佳節。

禮物由兒童醫院 Jill 代表接
受，Jill 代表醫院的小朋友
感謝中華學校的禮物捐贈。

捐贈佳節禮物　生命教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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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誕節即將來臨，西方國家特別重
視這普天同慶的大節日。12月 5日是「國
際義工日」，2 日當天，國際佛光會雪梨
協會逾 60 位會員、義工，齊聚佛光山南
天講堂，在監寺覺五法師的指導下，用心
包裝 150 份聖誕禮物，計劃在 12 月份中
旬，贈送給雪梨西區 Parramatta 區內的
獨居長者，讓長者們可以歡度一個愉快的
聖誕節。

覺五法師表示，佛光會義工不是普
通義工，是行菩薩道的菩薩義工，幫忙包
裝禮物沒有任何報酬，但為自己賺到功德
與歡喜；包裝禮物亦是修行，學習如何與
人互相配合，融入大眾，助人助己。當長
者收到禮物時的歡喜，更是一種無相布
施。

義工們將包裝好的禮物排列整齊，
準備贈送給區內長者，當下體會大師推動
「三好」、「四給」的意義，具體將做好事、
予人歡喜、給人希望付諸行動，讓長者們
與眾同樂，歡度一個愉快難忘的耶誕節。

國際佛光會雪梨協會透過澳洲新
南威爾斯省政府的 Community Building 
Partnership Program 社區資助計劃，申
請補助改善佛光山南天講堂硬體維修建設。
適逢「國際義工日」，省國會議員 Dr. 
Geoff Lee MP, Member for Parramatta，
12 月 2 日代表省政府蒞臨南天講堂，佛光
山南天寺監院滿望法師、雪梨協會會長黃
勁鋒、副會長錢儀健歡迎接待，並邀請議
員一起行堂，服務大眾。

Dr. Geoff Lee MP 表示，一切均在
變動，但義工服務大眾、無私奉獻的願力
永遠不變。很感謝佛光會及南天講堂多年
來不斷提供社區各項服務，例如每周的
Meals On Wheels，為區內長者送餐服務，
積極關心社區等，有感於此，省政府透過
協助改善講堂部分硬體建築設施，希望讓
大家有更舒適的學佛場所。

接著由監院滿望法師代表大眾感謝省
政府，希望大家更珍惜因緣，發心服務，
同時感謝 Dr. Geoff Lee MP 蒞臨講堂。

為慶祝12月 5日的「國際義工日」，
黃勁鋒邀請 Dr. Geoff Lee MP 以身作則，

一起行堂，為信徒、義工服務，當義工的
義工。Dr. Geoff Lee MP 欣然接受邀請，
隨即戴上帽子、套上圍裙，與黃勁鋒及錢
儀健以歡喜心行堂。

大家感動省議員的服務，當義工的義
工，非常可貴。

國會議員以身作則 當義工的義工
國際義工日　南天講堂歡喜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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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際佛光會雪梨協會主辦、南區
分會承辦第五屆「2018佛光趣味運動會」，
12 月 1 日在雪梨南區 Kogarah Park 隆重
舉行。佛光山南天寺監院滿望法師代表澳
紐總住持滿可法師出席，雪梨協會會長
黃勁鋒偕同與會貴賓 Chris Minns MP、
Member for Kogarah、Mark Coure MP、
Member for Oatley、市議員 Nancy Liu、
George Rivers Council，15 隊參賽隊伍
及蒞臨觀禮佛光會員、遊客、鄰居等逾千
人參加，共襄盛舉。

黃勁鋒表示，舉辦運動會的目的是
希望敦親睦鄰，增加團結精神、達成共識，
大家的參與及支持，就是運動的大贏家，
同時感謝市政府歷年來對運動會的慷慨支
持。

Chris Minns MP 感謝佛光會在南區
提供很多慈善服務，舉辦運動會可以凝聚
與團結社區力量，更讓社區認識和諧的重
要意義。

運動會提供比賽項目，包括泡泡足
球、毛毛蟲競走、排球推球、籃球投籃、
拔河及兒童遊戲專區；主辦單位提供靈
活的遊戲規則，每項比賽不分年齡、不
分是否會員，不分彼此，只需足夠的參賽
人數組成一隊便可以參賽，與會貴賓 St. 
George 區的高級督察 Ray Kerridge 亦樂
於參加拔河，與眾同樂。

運 動 會 總 冠 軍 是「 南 天 三 好 學
堂」，亞軍是 Hurstville South Public 
School, 季軍是 Sherry Music Academy。
主辦單位禮請滿望法師頒發感謝狀給市政
府及 Kogarah Concert Band，感謝大家對
運動會的支持。

滿望法師表示，運動會可以培養大
家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發展。星
雲大師一生著重並推動運動，運動可以鍛
鍊身體健康，更是一種修行，可以加強團
隊精神，學習互相尊重與包容，勉勵大家
以運動精神力行「三好」，活出更美好的
明天。

北雪梨佛光緣 12 月 22 日舉辦福慧
家園共修會，由北雪梨佛光緣監寺如儀法
師主持，邀請國際佛光會檀講師廖德培、
雪梨協會副會長及人間佛教宣講員胡命安、
北一分會副會長戴兆青與談，就「幸福與
安樂」主題，分別從「幸福安樂的源泉」、
「幸福安樂的鑰匙」、「誰是你生命的主人」
等子題，與 60 餘佛光人分享幸福與安樂百
法。

如儀法師拋磚引玉指出，根據「全
球幸福指數報告」，2018 年全球最幸福的
國家是芬蘭，有機會讓心平靜下來，獲得
內心的滿足、精神的昇華，和團體社群有
互動共識，才是幸福的源泉；可見人生的
幸福與否，和財富多寡沒有絕對關係。

胡命安表示，世間五欲的享受並不
持久，永恆的快樂來自廣結善緣，幫助他
人。戴兆青分享剛移民時遇到的困境考驗，
學佛後，知道起心動念的重要，學習不被
貪念蒙蔽自心，用慚愧懺悔來化解惡緣，
才重獲快樂。廖德培回憶，自己對幸福的
定義，隨著年齡和時代的變化而有所不同，
可見「幸福感」是非常主觀的認知，不是
恆久不變，人生想尋找永恆的快樂，就要
學習佛法。

如儀法師表示，大師〈幸福的境界〉

一文提到，第一層的幸福屬於物質範疇的
享受，如擁有汽車、華屋；第二個層次的
幸福是與外在互動，擁有良好人際關係，
家庭和樂、上下融洽，在人際網路裡構築
幸福的基地。而向內找尋自己的本來面目，
才能開發自我的慈悲心、歡喜心、感恩心、
信仰心等無窮寶藏，這些修行的歡喜，是
幸福的更高層次。

「參加佛光會，與具有正知正見的
人一起做義工，收穫遠遠比一個人的力量
大，群體可以幫助我們加快修行的腳步。」
胡命安如是說。戴兆青充滿幸福表示，加
入佛光會後，孩子更懂事孝順，家庭更和諧。
在佛門發心修行近 30 年的廖德培，認為圓
滿的人生包括兩種：覺悟的人生和奉獻的
人生，從內覺悟，向外幫助他人，自利利他，
加入佛光會，就可以讓人有機會實現圓滿
的人生。

如儀法師總結道，凡事能做到無私、
無我、無執、無求，在服務大眾的同時，
也提升自己的生命意義，開闊自己的心胸
視野，進而感受到人生的幸福安樂。與會
的佛光人歡喜表示，從講者的分享中，學
到不以貌取人，要向講者看齊，精進學佛，
發心加入佛光會。

雪梨協會舉辦運動會　
五育並重與眾同樂

雪梨佛光緣福慧家園共修會 
分享幸福與安樂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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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佛陀「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的精神，並希望加強與市政府的合作與
互動，12 月 11 日國際佛光會雪梨協會
西一分會捐贈 130 份耶誕禮物給雪梨
西 區 Parramatta 餐 送 服 務（Meals On 
Wheels）的獨居長者。

雪梨協會會長黃勁鋒偕同西一分會
會長許偉萍、東一分會會長張洪及幹部 8
人前往 Parramatta 餐送服務支援中心出
席捐贈儀式。耶誕禮物由 Parramatta 市
長 Clr Andrew Wilson 及餐送服務社區關
懷負責人 Renea Jones 代表接受。

Renea Jones 很感謝佛光會的慷慨
與對區內長者的關懷，禮物是給予長者最
好的一份愛心與關懷，讓長者可以與眾同
樂，共度佳節。

市長 Clr Andrew Wilson 感謝佛光
會堅持提供每周一次的餐送服務，在耶誕
節更關心區內長者，是大菩薩服務大眾精
神，很值得大家學習。

黃勁鋒表示，佛光會是服務大眾、
關心社會的團體，很感謝市政府與餐送服
務接受佛光會的捐贈，讓佛光會與區內長
者結一份善緣。希望將來與 Parramatta
市政府有更多及更廣的合作機會，同時邀
請餐送服務的員工及義工一起參訪佛光
山南天講堂，讓大家可以聽經聞法，開創
光明歡喜的人生。

關心長者
雪梨西一分會捐贈耶誕禮物

中天美術館 12月 15 日下午舉辦「林
顏蔭 90 歲畫展」開幕典禮，由佛光山中天
寺住持覺善法師、中國名畫家孟剛、僑務
諮詢委員溫錦文、柯文耀、國際佛光會昆
士蘭協會會長張榮基、國際佛光會兒童教
育委員會主委陳秋琴、檀講師薛華亭、德
光建設公司總經理林榮金等貴賓為畫展剪
綵開幕，共有僑界、各社團代表及、佛光
會員及親友等 120 人前來參與盛會，予以
祝賀。

林顏蔭居士 1928 年生，台灣清水人，
曾任台中市龍泉國小48載，作育英才無數，
曾獲教育部表揚模範教師。退休後，隨兒
女移民澳洲之後，一心學佛，早晚勤作佛
課，禮誦佛經，初期並以抄寫《心經》與
中天寺結緣。72 歲時開始隨旅澳畫家孟剛
老師請益並研習書法國畫，至今已逾28載。
因感念佛光山中天寺提供為移民海外游子
一處信仰共修和安心的道場，希望為中天
寺第二期工程盡一份心力，特於舉行畫展，
將義賣所得作為建寺，他秉持人生「活到老，
學到老」理念，正向積極用善念，讓自己
的人生，活得精采。

畫家林顏蔭居士致詞，感謝孟剛老
師的指導，感謝中天學校執行校長陳秋琴
特自台灣回來參加畫展開幕，「能夠跟隨
大師學佛念佛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事，感謝
諸佛菩薩庇佑我身體健康，能夠學習畫作」；
並表示閱讀星雲大師著作《合掌人生》中，
提到一筆字的因緣，大師說：「不要看我

的字，請看我的心」，這句話深深感動了他，
此次舉辦作品展的重點，正是希望以畫作
和大家結緣，一起為中天寺第二期工程善
款盡一份心力，祝福大家吉祥如意。

中天寺住持覺善法師讚歎林顏蔭居
士用心繪畫創作，讓來寺參訪的澳洲人都
稱讚不已，高齡 90 歲仍然耳聰目明很不容
易。此次畫展非常有意義，見證「人生 70
才開始」，活到老學到老，勤能補拙，人
的潛力無窮，學佛只要用心就能成就。感
謝林顏蔭居士將畫展義賣所得捐贈給中天
寺第二期工程建寺基金，未來建築將繼續
推展星雲大師以美術館作為東西文化藝術
交流的橋梁。

國際佛光會兒童教育委員會主委陳
秋琴、昆士蘭協會會長張榮基與畫家孟剛
相繼致詞，讚歎林顏蔭居士雖已耄耋之年，
依舊對繪畫充滿熱情，對生活充滿感恩；
展出的作品，動物、花、鳥、風景等主題，
可看出老人家簡樸生活的童趣。貴賓一起
為畫展開幕剪綵並合影留念，畫展開幕典
禮圓滿。

林顏蔭 90 歲畫展　
中天美術館展出

畫家林顏蔭居士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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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星雲大師提倡「信仰與傳承」
及「三好四給」的理念，西澳佛光童軍團
特於 12 月 15、16 日在佛光山西澳道場舉
辦第一屆為期兩天一夜的「西澳佛光童軍
三好四給生活營」，共 14 位童軍團員、
15 位訓練有素的服務員及愛心爸爸、媽媽
參與本次活動。輔導法師如定法師、團長
Grace Collin 及服務員們為此經過數月事
前準備及籌畫，精心設計各項寓教於樂與
知識為一體的的課程活動。透過活動與遊
戲，在小朋友心中種下菩提善根，並凝聚
與道場的情感。

15 日一早，童軍在輔導法師及服務
員帶領下，於大殿舉行升旗及開營典禮。
典禮中，妙博法師開示大師提倡三好、四
給的用意，勉勵小朋友落實三好四給於生
活中。洋溢著燦爛笑容的小童軍們，按捺
不住興奮的心情，熱情的迎接在道場中的
生活。此時，正值大殿年度大掃除，小朋
友也不甘落後，幫忙擦拭拜墊、鞋櫃及桌椅。

童軍活動安排得緊湊有序，在服務
員帶領下，學習簡單的三好及四好的概念
並學唱〈我愛歡喜〉三好歌。之後，在五
觀堂製作午餐 pizza，小童軍們忙得不亦
樂乎；品嘗著自己的製作，分享著彼此的
愉悅，五觀堂洋溢著童真的笑聲。

午餐畢，大家集體幫忙大寮的長輩
中，洗刷碗筷。下午時分，服務員們帶領
童軍在公園玩遊戲。最讓小朋友激動的便
是晚上的 LED篝火（bonfire）晚會，大家

彼此牽著小手，圍著篝火唱歌。燈光中，
孩童們的稚嫩笑臉閃閃發亮。

第二天，學做杯子圖案，從調色到
繪圖都融入著小朋友細緻的用心。不一會
兒，一個個印製著童軍圖案及會標的杯子，
就在他們手中誕生了。小朋友擁有一個「三
好四給」童軍紀念杯，非常的歡喜。

兩日一夜的活動在莊嚴的大殿中閉
幕，如定法師闡示佛光童軍團與佛教的教
育理念，並再次強調「三好四給」帶給童軍、
家庭、社會的幸福與和諧。團長 Grace 感
謝所有服務員的努力及用心，更感恩常住
給予學習機會，與大眾結緣。

為表達謝意，小童軍把精心準備的
禮物送給法師、團長及服務員，並以一段
精彩的活動花絮短片供養大眾，且將在短
短 2 天內學會的〈我愛歡喜〉三好歌呈現
給大眾，得到滿堂的喝采及掌聲。看著小
朋友收穫滿滿，得到很好的童軍教育，家
長和信眾們無不讚歎。

西澳佛光童軍生活營　
三好四給植善根

學員們學做印製童軍圖案及會標的杯子

慶祝佛陀成道日，
送臘八粥結緣，是

佛光山多年傳統，紐
西蘭北島佛光山與國際     

佛光會北島協會，12 月 7 日啟
動連續 3 日的施粥活動。在協會幹部會員
積極推動下，將逾 1萬份臘八粥送給信徒、
醫院、學校、公司行號、商家、團體及鄰
近的居民，數量是過去的 5倍。

從 6 日起，香積菩薩在道場法師的
帶領下馬不停蹄準備食材、蒸豆、炒米、
洗菜，佛光青年團協助搭帳篷，做貼紙；
7 日凌晨 12 點開始烹煮，至清晨 5 點，完
成首日 4600 份臘八粥。黃亮的油條、白色
的豆腐、金黃的馬鈴薯、紅色的菜豆，綠
色的青江菜，色彩繽紛，讓人看了就心生
歡喜。

隨後義工菩薩分裝臘八粥，除在道
場設置施粥亭，也派發至奧克蘭東區、南
區及市中心，200 多位義工共同參與，大
家表示在準備及製作臘八粥的過程中，體
會如何全心全意為大眾服務，從中找到法
喜。

住持滿信法師勉勵大家，成就萬份
臘八粥的因緣實屬不易，有人改機票特別
回來幫忙，有人半夜就來承擔煮粥、打粥、
整理，大家都很歡喜為大眾服務。臘八粥
除了有紀念佛陀夜睹明星成道開悟的意

義，佛光團隊凌晨就開始煮粥、打粥、送粥，
整齊團結的團隊讓大家士氣高漲，共同將
佛陀的智慧分享給大眾，讓在地社區因為
吃到臘八粥也一起開啟自己的智慧。

大眾感謝北島佛光山提供臘八粥
讓到寺院的人皆可品嘗。奧克蘭市醫院
的醫生及醫護人員拿到臘八粥都非常開
心，讚歎味美可口。Glen Innes 中學校長
Jonathan 一早親自到道場，為學校師生領
取140份臘八粥。素食店、蔬果店、IT公司、
大學及飯店也將臘八粥與員工和顧客分享，
讚歎臘八粥包裝專業，感謝佛光山法師及
所有義工的努力和愛心，深夜就開始熬煮，
將這麼好吃的臘八粥供養大家，表示吃了
臘八粥特別溫暖、感動。

紐西蘭北島佛光山萬份臘八粥與奧
克蘭民眾結緣，全體大眾在住持的帶領下，
藥石後即開始第二天臘八粥的準備工作，
預備再以 2800 份臘八粥與大眾結緣，希望
大家吃了都能平安健康、福慧增長。

北島佛光山萬份臘八粥結緣　
民眾歡喜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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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緣美術

館紐西蘭一館於 11
月舉辦的「第二屆櫻

花節藝術沙龍」，受到 90
位當地藝術家，積極響應參出超過 300 作
品；在持續一個月的展出共吸引 10500 人
參觀，並帶動社區人文氣息。為感謝藝術
家精采的展覽，特於 12 月 15 日在北島佛
光山舉辦「藝術沙龍感謝齋宴」，佛光緣
美術館紐西蘭館館長滿信法師、當地藝術
家及親友、國家黨議員 Kanwaljit Singh 
Bakshi、工黨代表 Naisi Chen、Howick
區諮詢委員會委員 Adele White、Peter 
Yang、國際佛光會紐西蘭北島協會會長余
林濤、副會長 Sally Wong、奧克蘭大學教
授 Nicholas Thompson 教授等 130 人與會。

 
滿信法師致詞感謝今年參展的 90 位

藝術家所展出的藝術創作，其美感乃源自
各位藝術家內心的訊息，共同呈現多元豐
富的作品，希望藝術家未來能夠繼續開發
潛力及創造力，透過作品來發揮最好的自
己，可以為家庭、社區及國家貢獻力量，
除了為社區加分，更為自己加分。

 
玻璃藝術家Samantha Minnery分享，

「The Gathering」是一件別出心裁的藝術
創作，在提交作品時，雖然原先已經構思
了懸掛方式，但是他告訴自己要信任館方，
相信其團隊一定會將作品布展的更完美；
因為選擇信任，他看到了作品的展示還有
其他可能，也獲得大眾好評。從這個過程

中，讓自己突破原有的框架，這是一項巨
大的學習曲線，非常感謝這次的因緣，也
從參與中感受道場的人文氣息。

 
藝 術 家 Elsie Lau、Vjekoslav 

Nemesh、Niels Nielsen 及 Ken Garrett
等藝術家與大家分享參展體驗，表示自己
的作品能在道場展出是一種非常特別的經
歷，感謝佛光緣美術館給予藝術家因緣與
舞台，也感謝義工團隊的承擔，共同將這
許多藝術作品呈現在大眾眼前。

 
余林濤會長致詞表示，在參與藝術

沙龍的布置及與藝術家的互動中，看到藝
術家的熱忱及用心，雖然佛光團隊並非出
身專業，但是大家以善美的心為大眾服務，
藉由藝術沙龍服務社區，一起為社會加值。

 
Adele White 及警官 Justin Zeng 認

為，從藝術家的分享，看到每個人在道場
都得到一份寧靜與祥和，自己每一次受邀
前來都能有不同的學習，特別感謝佛光山
一直以來為社區所做出的貢獻。

 
本次藝術沙龍感謝齋宴活動第一次

在唐式長廊上舉辦，與大自然園林環境相
融和，帶給與會大眾得到另類的驚喜。滿
信法師說，除了面對天氣的挑戰之外，每
一項工作都是集體創作，尤其感動幹部及
青年團一起發揮最大的努力完成使命；也
誠邀各位藝術家繼續以藝術作品供養大眾
的心靈。

紐西蘭奧克蘭 Skill College 一行
11 位社會人士，11 月 29 日上午參訪北島
佛光山，佛光青年Nick代表常住接待導覽，
並安排於蓮池塔進行書法體驗。

眾人先到滴水坊享用上午茶，再從
觀音殿參觀至文化走廊、成佛大道。大家
對精緻的禪園及親手栽培的植物饒有興
趣，駐足觀賞了許久，並參觀「2018 Art 
Salon藝術沙龍」及星雲大師一筆字展示。

一行對書法寫字十分有興趣，因此
特別安排在蓮池塔體驗書寫漢字。導覽人
員 Nick 耐心為大家指導書法前禪坐的坐

姿、握筆的姿勢、下筆的筆劃順序以及書
寫漢字的正確順序。眾人雖是第一次書寫，
但都非常專注，一筆一劃的完成了自己的
書法作品。

大家感慨平時工作忙碌，難得靜下
心來讀書寫字，一邊聽著蓮池塔水簾幕的

涓涓流水聲一邊書寫漢字，是一次非常難
忘的體驗。

奧克蘭 Skill College 參訪北島
蓮池塔書法淨化身心

於蓮池塔體驗書寫漢字

參觀「2018 Art Salon 藝術沙蘢」

佛光青年 Nick 介紹佛門禮儀

藝術沙龍感謝齋宴　
喜悅祥和呈現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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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會紐西蘭南島協會於 12 月 22 日在南
島佛光山舉行「紐西蘭南島義工聯誼及冬
至湯圓分享會」，出席者包括監寺覺西法師、
知無法師、南島協會會長蕭文輝、35 名佛
光人及新進義工。

聯誼會開始前，由蕭文輝率領義工
擦洗如來殿的佛像，包括玉佛及數百尊的
琉璃佛像。義工們可以為佛尊淨身，非常
歡喜，小心翼翼的擦拭每一細部，讓佛陀
的金身得以更加光明輝煌，自己的內心也
因此而充滿法喜及清淨。

蕭文輝致詞感謝義工對道場的付出，
無論擔當任何職務，每一個人都扮演著重
要角色，共同發揮集體創作的精神，成就
人間佛教的理念。會長勉勵大家要歡喜付
出，做個快樂佛光人。

資深義工劉俊達、蘇妍、端木琳及
新進義工姜佩儀、李依依等，陸續與大家
分享擔任義工期間發生的故事與點滴，其
中許多感動的事件讓人學習到，原來擔任
義工可讓自己有很多的歡喜與成長。現場
在新任北一分會長曹倩及佛光幹部劉國威
帶動義工練唱人間音緣〈三好歌〉與〈信仰〉
下，將歡樂的氣氛推到最高點。

覺西法師轉達住持滿信法師的關心，
並感謝義工們的辛勤付出，成就了一場又

一場的活動。因為大家的用心，相信會在
來年可以締造更多善緣。覺西法師也贈送
佛卡予每位出席者，讓大家把佛陀的光明
智慧帶回家。

隨後，大眾享用常住準備的美味湯
圓，在歡樂的氣氛中度過一個美好的冬至
佳節。

南島協會義工聯誼會 
冬至佳節慶團員

資深義工劉俊達與大家分享擔任義
工期間發生的故事與點滴

新任北一分會長曹倩（左）及佛光幹部劉國威（右）
帶動義工練唱人間音緣〈三好歌〉與〈信仰〉

紐西蘭藝術家 Suzy Abbott 自 10 月
27 日在佛光緣美術館紐西蘭二館展出其植
物藝術作品以來，備受好評，12 月 15 日
再次來到二館，與藝術愛好者進行交流，
分享其多年來的創作歷程，講解其繪畫過
程，讓藝術愛好者感到欣喜。

一般的植物藝術畫作皆呈現出植物
最嬌艷奪目的一面，然而 Suzy 的畫作卻把
植物最真實的面貌描繪出來，包括枯萎的
植物。Suzy 在交流會上表示，她的植物藝
術創作靈感皆取才自周遭，比如掉落在地
上的繡球花，Suzy 感慨凋謝的花朵依然存
在生命力與價值，於是以繪畫賦予其重生
的價值。

Suzy 的植物藝術畫作精緻細膩，紋
路清晰。她在現場向大眾展示其繪畫過程：
以真實的葉子勾畫出輪廓，再用繪圖指南
針把葉子尺寸放大。接著使用放大鏡把葉
子紋路放大，好讓她在畫紙上清楚地把葉
子紋路描繪出來，最後上色。Suzy 對於植
物藝術創作的認真與用心，讓見者歎為觀
止。

Suzy 為紐西蘭植物藝術協會會員，
該會主席 Jacquie Carvan 也來到現場給予
支持，並在現場示範作畫，其生動的畫功
令人感到讚賞。當天的藝術交流，藝術愛
好者得以近距離與藝術家進行交流，從中
交換心得，讓大家獲益不淺，也歡喜滿滿。

紐西蘭二館植物藝術家現場創作　
與愛好者近距離交流

Suzy Abbott 現場示範植物藝術創作過程

展出的紐西蘭藝術家 Suzy Abbott 的藝術作品備受好評

藝術家 Suzy Abbott（左）講解植物藝術創作，紐西蘭
植物藝術協會主席 Jacquie Carvan 從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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