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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人生觀

終身榮譽總會長

星雲大師的話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人生觀，有的人樂觀，
有的人悲觀。樂觀的人凡事都往好處想，都持樂
觀的看法；悲觀的人凡事都往壞處想，都持悲觀
的看法。

其實，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樂觀，也沒有絕對
的悲觀；「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
樂觀、悲觀，當然有外在的因緣，但多數都是自己
創造出來的。

有一個國王，出外打獵的時候不幸弄斷了一
節手指，問身邊的大臣該怎麼辦？大臣帶著樂觀、
輕鬆的口氣說：「這是好事！」國王聞言大怒，怪
他幸災樂禍，因此將他關入大牢。一年後，國王再
次出外打獵，被土著民族活捉，將他綁上祭壇，
準備祭神。巫師突然發現國王少了一截手指，認為
這是不完整的祭品，就將國王釋放，改以國王隨
行的大臣獻祭。國王慶幸之餘，想起了牢中樂觀
的大臣，他曾經陳說自己斷指是好事，就立刻將
他釋放，並對他無故受了一年的牢獄之災致歉。
這位大臣仍然樂觀的說：「一年的牢獄之災也是
好事，如果我不是坐牢，試想陪陛下出獵而被送
上祭祀台的大臣會是誰呢？」

所以，好事不一定全好，壞事也不一定全壞；
佛教講「無常」，凡事可以變好，凡事也可以變壞。

悲觀的人永遠都是想到自己只剩下百萬元而擔
憂，樂觀的人卻永遠為自己還有一萬元而慶幸。

蘇東坡在被貶謫到海南島的時候，島上的孤
寂落寞，與當初的飛黃騰達相比，簡直判若兩個
世界。但蘇東坡隨後一想，宇宙之間，在孤島上生
活的，也不只是他一人，大地也是海洋中的孤島，
就像一盆水中的小螞蟻，當牠爬上一片樹葉，這
也是牠的孤島。所以，蘇東坡覺得，只要能隨遇而
安，就會快樂。

蘇東坡在島上，每吃到當地的海產，他就慶
幸自己能到海南島。甚至他想，如果朝中有大臣早
他而來，他怎麼能獨自享受如此的美食呢？所以，
凡事往好處想，就會覺得人生快樂無比。

佛教裡的出家僧侶，一襲袈裟，一雙草履，到
處行腳雲遊。他們可以與乞丐同行，但也可以與
君王同坐，看起來孑然一身，但是他擁有法界，與
全宇宙的眾生同體，這又何來孤獨之有呢？

所以，人生沒有絕對的苦樂，只要有積極、奮
鬥的精神，只要凡事肯向好處想，自然能夠轉苦為
樂、轉難為易、轉危為安。海倫凱勒說：「面對陽
光，你就會看不到陰影。」積極的人生觀，就是心
裡的陽光，此言誠不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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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發起破千萬部心經 為疫情祈願

2019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持續
升溫，據世界衛生組織（WHO）2 月 2 日公布全
球確診突破一萬名病例，疫情蔓延至 24 國，導致
人心恐慌。為此，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第一時間
慈悲寫下〈為新型肺炎疫情向觀世音菩薩祈願文〉，
佛光山與佛光會也發起誦持《般若心經》與祈願
文回向活動，祈願世界即早遠離疫情，平安吉祥，
短短幾天有逾千萬部《般若心經》響應，展現出
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與力量！

「合掌—戒殺茹素，止息疫情；三好—誦經
回向，珍愛生命」為這次修持活動的實踐作法。
佛光山寺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分享，這次新型冠
狀病毒的傳染途徑以飛沫為主，以合掌代替握手，
可避免人我接觸，卻可體現無限敬意。

由於疫情源頭可能與野生動物消費有關，國
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祕書長覺培法師也強調減少人
類殺業的重要性，「吃素不僅有益健康，也是愛
護地球的積極行動」，「希望更多人響應戒殺茹素，
止息疫情；同時身口意力行三好，一起誦經回向
度過難關，來翻轉人類災難，扭轉世界恐慌」。

慧傳法師表示，「為新型肺炎疫情向觀世音
菩薩祈願」修持活動，即日展開至 16 日止，佛光
山各道場都已發布修持單，歡迎民眾前往領取，

之後便可在日常生活中誦持《般若心經》，他
說：「無論誦讀幾部都可以，大家發心共同集
氣，最後再恭讀星雲大師祈願文回向，祈願佛
力加持，疫情早日消除。」

慧傳法師指出，這次疫情擴散，造成民眾
恐慌，除了政府單位積極衛教宣導外，宗教界
更需發揮安定人心的力量，其中大師的〈祈願
文〉內容動容，字字句句切合當下人們需求，
包括面對疫情要有「處變不驚」、「冷靜寬心」
的態度，到大家應發揮觀音菩薩救苦救難精神，
互相關懷；若遇暫時隔離，可「當作閉關，自
我反省」，並「靜心正念，自我潛修」。

尤其大師鼓勵大家「此時此刻，要團結一
心」，「世界上無論再怎麼困難，只要以慈悲
智慧面對，人人行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
好心，大家重視環保護生，必能轉危為安。」
慧傳法師說，〈祈願文〉從心態到作法都面面
俱到涵蓋，充分展現宗教信仰在疫情衝擊下，
如何發揮撫慰人心的重要力量。

他邀請各界人士可向佛光山各分別院索求
修持單，2 月 20 日前統一寄送至佛光山各道
場，佛光山總本山將於 2 月 23 日舉辦總回向
法會，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的生者祝禱、
往生者祈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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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華寺佛像開光 南北傳佛教新里程碑

佛光山泰華寺大雄寶殿三寶佛聖
像開光，住持心定和尚秉持佛光山開山
星雲大師尊重與包容、南北傳融和的理
念，自 1 月 28 日起，安排結合南北傳
佛教特色的開光法會，保留北傳佛教梵
唄、南傳佛教比丘誦經及供僧的傳統。
2 月 2 日恭請泰國僧王頌德帕摩訶穆尼
翁（His Holiness (H. H.) Somdej Phra 
Ariyawongsakhatayan）親臨主持開光儀
式。

法會規畫每日上午南傳法師誦念巴利
語《吉祥經》、《慈經》及北傳法師進行
午供法會，緊接著南傳供僧齋宴；下午則為誦持漢譯《金剛經》、《藥師經》、《金剛寶懺》
及三時繫念等法會。法會期間，南北傳佛教僧眾共聚大雄寶殿誦持經典；除了僧王、副僧王
Somdej Phra Maha Weravong，前來受供比丘共有 2235 位、大比丘 40 位。泰國當地政府官員、
僑界貴賓及大眾相約前來，共赴開光法會。

心定和尚表示，2012 年 11 月 16 日星雲大師指示他，協助籌建南北傳佛學院、泰華寺。
泰華寺三寶佛聖像開光儀式，泰國僧王慈悲法駕光臨及主持，可以說是一時千載、千載一時的
殊勝因緣，是兩千五百餘年來，南北傳佛教最融洽和諧的一刻，「眾緣和諧，諸事圓滿，這是
中泰佛教一家的見證」。

心定和尚為大眾介紹星雲大師創辦的佛光山系統大學，緣自大師重視教育，以教育培養人
才。泰華寺內也設有大智語言學校，特禮聘講師教授中文，未來規畫英文、日文等課程，「歡
迎大家都能來學習，泰華寺是屬於大家的」。和尚深深地感恩所有參與者、隨喜者，願供養多
位僧寶的功德，回向每一位參與者，身體健康，家庭幸福，事業順利，凡有所求，皆能如願，
感恩諸佛菩薩的加持。

來自比利時的 Francis、劉璟儀伉儷表示，十五年前結婚蜜月在泰國，當時包車前往一間
間寺院供僧，15 年後結婚周年，能夠在泰華寺參與開光法會、在熟悉的北傳佛教殿堂裡，親
自供養僧王及眾多僧眾，非常感動。法會融和北傳與南傳的誦經，兩人表示，雖然不懂巴利文，
卻能感受其中慈悲祥和的力量。

「記得第一次到泰華寺時，只有一個臨時小佛堂。」日本佛光人西田侏加表示，如今看見
大雄寶殿落成，三寶佛開光，泰華寺整體建設幾乎完善，與當時差距非常大。這幾天全程參加
一場不同以往的法會，南北傳法師在同一殿堂、同一時段，以各自熟悉的語言恭誦經典，融洽
和諧的氣氛令人動容，也非常感恩有此因緣共赴盛會。

每日帶領學校學生前來協助供僧齋宴的法廣法師分享，在泰國雖然有幾間北傳佛教寺院，
可是寺院幾乎不對外開放；對於泰華寺能夠普門大開，學生都覺得很不一樣。此次在中式寺院
建築服務每位比丘，內心非常歡喜。

「在這場法會中，我們見證了南北傳佛教的融和，體現了星雲大師『尊重與包容』的情懷。」
擔任行政組佛光人賴家璇分享，開光法會從籌畫至圓滿，每個工作人員皆展現同體與共生、集
體創作的精神。

最後，心定和尚以泰國佛教文化結緣，代表發放「佛牌」給前來參加法會的信眾，邀請大
家常常來到泰華寺學習、禮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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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佛光山2500萬部心經 線上修持總回向

新冠病毒疫情蔓延至今，多國深
受影響。佛光山和國際佛光會發起誦持

《般若心經》與星雲大師祈願文總回向，
2 月 1 日發起後，全球各地民眾誦持逾
2500 萬部響應，2 月 23 日於佛光山
大雄寶殿舉辦，為受疫情影響的生者祝
禱、往生者祈願。考量防疫期間，法會
由佛光山本山僧信二眾總回向，現場直
播，讓廣大民眾得以同步線上修持。

「為新型肺炎疫情向觀世音菩薩
祈願總回向法會」辦在 23 日正是農曆
2 月 1 日，為佛光山信徒香會，同時也
是星雲大師出家紀念日，在這一天舉辦
總回向，別具意義。

法會由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退居
和尚心培和尚、副住持慧倫法師主法，
居士獻供隊伍將信眾誦念的《般若心
經》修持單，於莊嚴梵唄聲中，恭敬獻
供在佛前。許多人在手機前，看到這一
幕都感動得流下眼淚。

心保和尚帶領大眾，誦持《般若心經》7 遍、恭讀星雲大師〈為新型肺炎疫情向觀世音菩
薩祈願文〉，唱念各洲信眾修持《般若心經》部數，歐洲誦持 106 萬 6416 部、美洲誦持 149
萬 9520 部、亞洲誦持 2197 萬 4232 部、大洋洲誦持 62 萬 4927 部、非洲誦持 4 萬 7021 部，
總數超過 2500 萬部，逾 10 種語言。凝聚大眾共修之功德總回向，盼疫情遠離。

心保和尚開示，世間無常，世事一直變化，人們不希望疫情發生，但還是發生了；雖然世
間不能總如人所願，但可以透過正確的方法與智慧，使身心安住。《般若心經》有云：「照見
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想要度一切苦厄，就要「照見五蘊皆空」。

「疫情雖然令人憂心，但只要找到安心的方法，大家還是可以自在，例如支持護生，重視
環保等。」心保和尚引述星雲大師在祈願文所提，「世間無論再怎麼困難，只要以慈悲與智慧
面對，必能轉危為安。」祈願觀世音菩薩的慈悲智慧加持，讓這次疫情盡快平息，讓大家身心
自在，回歸正常生活。

總回向法會當日，為嚴格防疫，每位參與者全都量測體溫，酒精消毒，可說是滴水不露。
線上同步修持，也有逾萬人。一位住美國洛杉磯的陳小姐，為不錯過直播，半夜設鬧鐘，起來共修。
還有人將手機放在家中佛桌上，看著法會進行，自己也跪在佛前一起唱誦。一位從武漢搭包機
回來的台商，仍在家中自我管理隔離14天，他也準時收看，心靈的恐懼獲得無比的平安與力量。

佛光山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說：「病毒無情，人間有愛」，大家的愛心彷彿讓黑暗中有了
光明，為不安的心帶來安定的力量。也對廣大信眾致歉，疫情期間，無法讓大眾共同參與，只
要誠心，一樣有保佑。

超過 10 種語言 誦持般若心經

台商收看直播 心靈獲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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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紐佛光人60萬部心經修持
祝禱疫病遠離

近來新型冠狀肺炎病毒疫情來勢洶洶，
全球佛光人紛紛響應佛光山發起的全球同步
持誦《心經》修持。迄 2 月 23 日，澳紐佛
光山全體法師帶領信眾不到兩周，已誦持逾
60 多萬部的《心經》及祈願文，為社會大眾
祝禱，祈願疫情早日消除。

除了舉辦相關的祈福共修法會，澳紐各
道場也鼓勵大衆在家誦持《心經》。大眾或
來道場索取修持單，或上網下載中英文版的
鏈接登記，希望藉由每個人的善念，回向疫
情早日得到控制，大眾平安吉祥。

澳紐總住持滿可法師鼓勵大眾積極參與
「為新型肺炎疫情向觀世音菩薩祈願修持單」，
更期待大家提起正念、慈悲、善心回向予現
在大地、森林、十方法界一切眾生，希望所
有貪瞋痴三毒，遠離世間，早日平靜。

南天寺每天晚上會集執事法師、義工及
掛單在會館的住客一起修持共修，由法師帶
領禪修並齊聲誦念《心經》和祈願文。澳洲
出生的西方人士 John Nowak 和越南籍的妻
子很歡喜能以英文一起參加共修，為世界祈

福。他們表示，星雲大師的祈願文非常打動人心，願意回去後繼續讀誦，並與親友分享。
鑒於網絡媒體傳播力量之無遠弗屆，南天寺也陸續製作一些「南天主播」短視頻，傳播

蔬食 A 計劃、環保植樹等正能量，期望喚醒大眾的環保意識，也向疫情影響下的社會大眾送
上溫馨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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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寺供佛齋天 為新型肺炎疫情祈福澳洲昆士蘭日報刊登
〈為新型肺炎疫情向觀世音菩薩祈願文〉

武漢新型肺炎疫情延燒全球，佛光山星雲大師為此寫下〈為新型肺炎疫情向觀世音菩薩
祈願文〉，祈願讓生病的人儘快痊癒，恢復健康，不幸往生者蒙佛接引，安心歸去，讓社會
淨化遠離疫情，讓普羅大眾平安吉祥。

2 月 1 日，澳洲昆士蘭日報以大篇幅版面刊登星雲大師〈為新型肺炎疫情向觀世音菩薩
祈願文〉及佛光山與國際佛光會聯合發起的發起誦持《般若心經》與祈願文回向活動通啟，「合
掌—戒殺茹素，止息疫情；三好—誦經回向，珍愛生命」。 

澳洲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已達 10 例，其中昆士蘭州 2 例，昆士蘭州政府呼籲，從大陸、
香港回澳洲的居民及遊客必須自行隔離 14 天。為確保學生之健康，學校延至 2 月中旬開學。
中天寺與昆士蘭協會積極配合、響應昆士蘭政府的通告，關心會員信徒、遊客的健康與安全，
並號召大眾誦經修持，祈願在觀世音菩薩的加被下，疫情止息，人民安康。

在中國農曆新春期間，正月初九「拜天
公」，是華人重要的習俗之一，佛光山南天寺
2 月 1 日晚間舉辦「供佛齋天祈安植福法會」，
由佛光山澳紐總住持滿可法師主法，帶領諸位
法師及 250 位護法信眾齊聚一堂，以最虔誠
的心迎請三寶、禮敬諸天，祈求佛力加持，讓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早日遠離，民眾平安吉祥。

滿可法師開示，祈願三寶、龍天護佑，在
新的一年當中，所有災難、病痛可以快速的
離開，更期待大家提起正念、慈悲、善心回
向於現在的大地、森林、十方法界一切眾生，
希望所有貪瞋痴三毒，遠離世間，早日平靜。

滿可法師進一步鼓勵大眾參與「為新型肺
炎疫情向觀世音菩薩祈願修持單」，由佛光
山與國際佛光會共同發起發起誦持《般若心
經》為社會大眾祈福祝禱，願疫情早日消除。
與會大眾一定要有正知正見，共同度過難關，
在家中自行修行，回向十方法界一切眾生，讓
身心自在、平安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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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寺講座 尋找安定身心之鑰

面對 2019 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疫情，澳洲佛
光山南天寺祈願世界即早遠離
疫病，平安吉祥。在舉辦「供
佛齋天祈安植福法會」前，2
月 1 日晚上，於法堂舉行「行
道天下 福滿人間」講座，以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的新春賀
詞為主題，星雲大師教育基金
會執行長覺舫法師主持，期能
藉由生活經驗分享，淨化社會
人心，明白個人的身、口、意
與現在、未來息息相關，影響
生活、工作、家庭、財富等層
面，共 150 為民眾與會聆聽。

覺舫法師首先由說明，星雲大師於疫情爆發的第一時間慈悲寫下〈為新型肺炎疫情向觀
世音菩薩祈願文〉，隨後佛光山與國際佛光會發起誦持《般若心經》與祈願文回向活動，希
望大眾在家誦持，為社會祈福祝禱，祈求佛力加持，讓疫病早日遠離，民眾平安吉祥。

南天大學人間佛教研究生 Alexander Trauth-Goik 帶領大眾探索財富的意義與差別，在英
文裡「Wealth」，一是與財產或金錢有關聯，但中文亦有「豐富」的涵義，前者強調物質世
界存在的物質，後者是內心的特點、發展，人與人間的關係。「自從認識佛教思想，了解慈
悲的重要，可以幫助表達和自我實現，幫助世界更和諧、美好。」他進一步說明，佛教的和
諧與慈悲，有助於豐富及提升個人內在涵養，補足現代人缺乏的心靈寄託及寂寞感。

「每個人對福報的看法不同，得到的福報也就不同。」星雲大師教育基金會董事廖德培
表示，過去承襲長輩的觀念，認為財富就是要光宗耀祖，就是有福報，學佛之後，體認到追
求圓滿人生，先要有覺悟的人生，才能看破幻象，真正的富貴是內心的富貴，內心安詳自在，
才是福報。第二是奉獻的人生，學會感恩、慈悲、智慧、結緣、布施，廖德培認為，心量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福報就有多大。

南天大學人間佛教研究所教授覺瑋法師指出，修福與進德是開啟智慧的前提，福報從明
心見性的般若智慧來。「未來十年，要讓世人行道天下，發動茹素、種樹、減少塑膠、愛護
地球、保護生態等，最重要的是藉由善行修善心、慈悲心。」

「我對財富的理解，外財是上班賺錢，滿足生活，生活需求。內財是慈悲、三好、四給、
不忘初心。」國際佛光會雪梨協會前會長黃勁鋒擔任會長時，時時提醒自己當義工的目的，
誠如星雲大師所說，「求財富，不如求般若；財富有善有惡，般若則無有不善。」肯定福報
從服務大眾、與眾結緣而來。

「心存大眾，歡喜服務，福報自然來。」黃勁鋒憶及自己從道場義工、編輯佛光世紀到
接任協會長歷程，服務大眾是培福，亦是結緣，自今年元旦卸任後，更希望善用經驗輔導佛
光青年，培養下一代。

「出生六根具足、身心健康、四肢健全，就是有福報。」澳紐總住持滿可法師感謝諸佛
菩薩加持、父母培養慈悲心，星雲大師無私的精神，把佛法帶到全世界；用回向心感謝信徒
給予機會、包容、尊重，成就法師道業；用慈悲心，幫助他人，回饋社會，給青年幼童信仰，
培養人格、道德，學習星雲大師創造各種活動來讓世界更美好，信徒有修福修慧的機會。

滿可法師分享，不能只看一時的財富，要看永生的財富；不要看一人的財富，要看共有
的財富；不要看聚斂的財富，要看活用的財富；也不要看形相上的財富，而要看內心無形的
財富。「要不分彼此、種族、語言的廣結善緣，為世界增加好因好緣，所有成就都需要眾緣
和合，所以『行道天下』，才能『福滿人間』。

臥龍崗大學博士生
Alexander Trauth-Goik

國際佛光會雪梨協會
前會長黃勁鋒

澳紐總住持
滿可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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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Illawarra 區埃德蒙賴斯學院（Edmund 
Rice College）11 年級高中生 170 人，2 月 12
日參訪佛光山南天寺，行程包括寺院導覽、殿
堂巡禮、禪修、太極、佛學問答等。

埃德蒙賴斯學院成立於 1926 年，雖為該區
最古老的天主教男校，卻一直擁有很強的包容
性，學生可自由選擇宗教學課程。每年校方都
會安排學生參訪南天寺，學習佛教文化，增加
彼此了解。學生雖然來自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
不同的信仰背景，但學校的佛教宗教課程中積
極運用星雲大師的《366 天》一書作為輔助教材。

南天寺於 2 月 8 日適逢正月十五，舉
辦光明燈上燈暨平安燈迴向法會。雖然一
早就下雨，但仍有 60 多人前來禮佛祈福，
燈燈相映，點燃希望，祈願世界和平，家
庭美滿。

南天寺滿熙法師為大家開示，星雲大
師今年的新春祝福語「行道天下 福滿人間」
之中的「道」指的是行三好：做好事、說好話、
存好心。此時此刻，我們面對著不同的困難，
比如澳洲的火災，武漢的疫情等，更要例
行三好，懷著慈悲心，說對別人有益的話，
做對大眾有益的事。

法會現場有不少來自各地的家庭，紛紛表達為世界和平祈福的美好願望。其中，來自雪
梨的呂思恆一家不懼風雨，毅然帶著母親和太太、孩子來南天寺參加法會。在多災多難的時刻，
他們不僅是為家人祈福，也為遙遠的中國祈福。他們衷心希望中國能夠順利渡過這次的困難，
人民能夠堅強起來，快速的走出冠狀病毒的陰影。

最後，法師們贈送星雲大師墨寶春聯，祝願大家在接下來的一年平平安安。

元宵上燈祈福 信眾冒雨為疫情送上祝福

百年天主教男校參訪南天寺 學習尊重包容

作為學習「宗教學（Studies of Religion）」課程的一部分，南天寺之行讓他們在學習佛教教
義的同時也加深對多元文化的理解。

教師Michael Toohey肯定本次的參訪，讓學生們學習接納不同的宗教信仰，發掘內心力量，
加深他們對冥想、正念的理解，這些對於學生們在繁忙的世界中，得以保持平靜心尤為重要。

教師 Patrick Preeo 希望透過對南天寺和佛教文化的瞭解，可以提升學生對不同文化、宗
教信仰的寬容，以及對他人的尊重理念。

有學生分享，印象最深的是法師教授佛門禮儀，背後所傳達出尊重與謙卑的意義，對年
輕一代有非常積極的影響力。學生們紛紛表示，以後會把佛門問訊的禮儀放在每堂課的開示，
表達對老師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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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新省敬老周 西區佛光長者歡喜聯誼 青年為疫情獻燈祈福 開啟內心光明

2 月 12 至 23 日 是 澳 洲 新 南
威 爾 斯 省 長 者 周（Seniors Week 
NSW），政府鼓勵長者踴躍參加政
府或社團舉辦的各項有益身心敬老
活 動。 雪 梨 西 區 Epping Club，25
日舉辦「敬老早茶聯誼會」（Seniors 
Week Morning Tea），雪梨西區 17
位佛光長者應邀出席，歡喜聯誼。

澳洲影視藝人 Paula Margaret 
Duncan AM 歡 迎 長 者 出 席 茶 會，
並表示早茶除互相聯誼，亦為西區
Karonga School 殘障學校募款，希
望善款能為智力、行為及身體有殘
疾的學生提供一些教育上的幫助，
促進及鼓勵學生們在特殊教育環境，
取得最大的學習與參與機會。

佛光山南天講堂監寺覺五法師
分享，西區佛光長者穿整齊佛光會服
參加本地舉辦活動，走出去互相聯
誼，更可以讓本地團體認識佛光會。

長者歡喜品嘗簡單西式早茶，
同時與西方人士分享生活心得，大家
踴躍購買摸彩券，熱誠支持 Karonga 
School 募款，為教育盡一點心力，
主辦單位並感謝佛光會蒞臨及支持
敬老茶會。

由 雪 梨 佛 光 青 年 團 主 辦 2020 年
CAMParadise「佛光青年生命成長營學員聯
誼會」，2 月 8 日中午於北雪梨佛光緣舉行，
監寺如儀法師、青年團輔導如定法師及青年
團幹部及學員等 24 人與會。

此次聯誼會有介紹青年團活動、回顧成
長營活動影片、為新型肺炎疫情祈福折平安
紙鶴、機智問答、獻燈祈福等。如儀法師帶
領大眾，諷誦「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三稱、
《心經》、恭讀星雲大師〈為新型肺炎疫情
向觀世音菩薩祈願文〉英文版，並為此次疫
情病苦者、罹難者獻燈祈福。

如儀法師開示，希望將當天誦經功德回向給這些受到疫情影響的人們，並藉由佛前點燈，
祈願大眾能開啟內心的光明和希望。

結束後有 6 位青年申請加入青年團。青年 Nixon Huynh 表示，自己是澳洲長大的華人
第二代，雖然從小跟隨母親 Florence 參與道場活動，但一直對人間佛教缺乏真正的認識。這
次感謝身為佛光會西一分會會長的母親積極促成參加佛光青年生命成長營的因緣，並參與活
動的策劃組織。很多參與的青年在成長營中重新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令他非常感動。因此，
自願申請加入青年團，並發願未來承擔幹部任務，接引更多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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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爾本佛光童軍領導人授證儀式 2 月
15 日下午在墨爾本佛光山大雄寶殿舉行，由
維多利亞州童軍策略發展部長 Doug Wright
及 Marborough 地 區 專 員 Ian Spencer 主
持， 有 Maggie Lee、Edward Ang、Aeson 
Leow 和曹彬等 4 位童軍領導幹部接受授證。
另 有 維 多 利 亞 州 Footscary 童 軍 團 長 John 
Wightwick 及 3 位 Footscary 童軍團領袖一
起參與授證儀式，監寺覺旻法師、輔導法師
覺豪法師、國際佛光會世界理事張麗施、墨
爾本協會會長余文傑鄧幹部到場觀禮。

儀式開始，Doug Wright 感謝道場及佛
光會積極籌備佛光童軍團，為維州童軍增添
新成員。接著由 Ian Spencer 帶領墨爾本佛光
童軍領導人逐一宣誓，並以澳洲童軍特有的
左手握手禮，藉以表示真誠、信任、友誼、
兄弟之情；其他 Footscary 童軍團領袖則一一
為墨爾本佛光童軍頒發童軍領巾、胸章、名
條等童軍飾物。最後大眾一起合影，圓滿這
簡短但隆重的授證儀式。

儀式結束後，Ian Spencer 專員特別留下
來和佛光童軍團領導人開會，指導接下來的
受訓、規則、開辦等事誼，並商議在 3 月舉
辦 2 次試讀課，及 4 月 25 日正式開課。

墨爾本評價最好的高中之一 St. Kevin’s College，在 Daniel Barrett、Rhona Scott 等 4
位老師帶領下，84 位 10 年級學生分別在 2 月 12 日和 19 日至墨爾本佛光山做宗教教學參訪，
由國際佛光會東南分會幹部陳雯彬接待導覽，介紹星雲大師、佛光山，及問訊、進入殿堂等
佛教禮儀。

師生觀看《佛陀的一生》動畫短片，簡單說明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的一生。問答環節由
覺豪法師為學生解答，舉凡涅槃是什麼、宇宙的起源、佛教重要節日、出家人的作息，乃至
佛教徒是否相信耶穌基督等問題，大家提問熱烈，欲罷不能。

覺豪法師隨後於禪堂帶領學生打太極，第一次學習太極，大家感到非常有趣，。抄經是
另一項新體驗，短短四句的〈七佛通戒偈〉，有人認真描寫，有人像藝術創作，許多學生開
心把自己書寫成果帶回去。

最後大家於大佛前合影留念，道場致贈英文小叢書和人生卜事鉛筆結緣。學生們對於第
一次的寺院巡禮，皆留下美好的回憶。

墨爾本佛光童軍團
領導人授證

高中宗教教學 參訪墨爾本佛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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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影響
昆士蘭警察署派員關心中天寺

中天寺出席昆士蘭華人論壇慈善晚宴
為澳洲森林大火救災祈福

澳洲佛光人誦經祝禱 為新型肺炎疫情祈福

茶禪一味 中天寺首次茶禪義工培訓

昆士蘭警察署派 Senior Constable Deb Stewart 等 4 位高級警官，1 月 31 日至 2 月 1 日
連續2天，至佛光山中天寺巡察，關心寺院安全，了解是否受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影響。
住持滿望法師予以接待，並報告中天寺近日針對新型肺炎事件，配合昆士蘭政府所採取的一
系列防範措施。

近來，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引起了大眾持續性的恐慌，乃至針對華人社區的敵視，警察
署對此歧視性行為提出警告。昆士蘭人權委員會呼籲民眾保持冷靜，避免不必要的歧視性行
為。昆士蘭人權委員會委員 Scott McDongall 指出：｢ 我們聽聞了許多針對華人社區成員的
歧視行為，甚至包括誹謗，對此感到不安。關於新冠病毒的假新聞不斷傳播，其中有的無中
生有，有的推波助瀾，造成了對於華人社區整體的恐懼與不信任。｣ 對社區安全的維護及人
權的保護，昆士蘭州警察署特地發動警察至特區，尤其是華人聚集社區關心，希望協助華人
社區共度難關。

儘管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給公共健康帶來了嚴重威脅，昆士蘭衛生部已經以最有效的措施
布達最新消息，並積極處理。在此期間，希望大家攜手同心，不要為可能發生的種族歧視創
造機會。

看到中天寺在第一時間豎立標示，勸告從大陸、香港等受新型肺炎影響地區回澳洲的居
民，在家隔離 14 天，Senior Constable Deb Stewart 等警官表示認同與讚許。滿望法師感謝
警察的關心，表示會盡力配合政府的指示，關心會員、社區民眾的安全，祈願疫情早日止息，
國泰民安，社會和諧。

「昆士蘭華人論壇」2 月 9 日晚於布里斯本楓林餐廳，舉辦慶祝農曆新年團拜暨為澳洲
森林大火救災慈善籌款晚宴。佛光山中天寺住持滿望法師及國際佛光會昆士蘭協會會長劉宗
澤、督導長盧姝錦等代表出席。

昆士蘭原住民長老 Uncle Bob Butler 致歡迎詞後，滿望法師在會上為澳洲森林大火、新
型肺炎疫情祈福；「昆士蘭粵曲協會」Eva Cheung 領唱澳洲歌曲，為活動拉開序幕。

「昆士蘭華人論壇」會長黃炳銓說明晚宴除慶祝農曆新年外，更為數月來澳洲各地火災
受害居民籌款，感謝來賓在全球肺炎疫情陰霾下支持「華人論壇」出席晚會。布里斯本市長
Adrian Schrinner 致詞時亦重申至今布里斯本沒有新型冠狀病毐確診個案（昆士蘭確診病人
都在黃金海岸醫院隔離醫治），大家應一如往常地在社區參與活動。

晚宴有精采舞獅表演、拍賣及幸運抽獎活動。結束前，「華人論壇」名譽會長 Dr Peter 
Ho AM 致 謝 詞， 感 謝 Brisbane City Council、Firths The Compensation Lawyers、Lions 
Club of Brisbane Chinese 等各贊助機構及各界人士支持和參與，晚宴籌得善款將捐贈予國際
獅子會基金（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援助受災者重建家園。

與會有昆士蘭州環境、科學及藝術部長 Leanne Enoch MP、州議員 Peter Russo MP、
Corrine McMillan MP 及 Duncan Pegg MP、市議員 Cr. Angela Owen、Cr. Charles Strunk、
Cr. Kim Marx、Cr. Steven Huang、前任聯邦部長 Gary Hardgrave、聯邦內政部昆士蘭及北
領地區域主管 Lisa Crawford、昆士蘭警察署署長 Katarina Carroll AMP 及昆士蘭消防及緊急
事務處長 Commissioner Greg Leach20，及多個昆士蘭華人與其他社團眾多會長、代表等近
250 名。

為培訓更多的茶行
者參與「茶禪一味」的
教學活動，佛光山中天
寺 2 月 9 日上午在茶禪
堂舉辦 2020 年首次茶
禪義工培訓，有 11 人
參加。

住持滿望法師帶領
禪修靜心，講說佛教與
茶道。在中國歷史上，
很多禪僧喝茶，可以提
神醒腦、補充水分、有
益腸胃健康，更可以看
到茶葉的生態循環；若
在喝茶當中體會「無常」、

新型肺炎疫情蔓延，至 6 日全球確診病
患增至 28240 例，565 人死亡，其中澳洲確
診 13 例，昆士蘭 4 例。國際佛光會昆士蘭
協會中天分會發起，2 月 6 日下午在佛光山
中天寺誦經祝禱，為患者祈福早日康復，不
幸往生者蒙佛接引，讓社會淨化遠離疫情，
讓普羅大眾平安吉祥。

道場妙來、妙信法師帶領中天分會 John 
Cartwright、Pernilla Arnstrong、王建東等
會員，於圓通寶殿諷誦《心經》，恭讀星雲
大師〈為新型肺炎疫情向觀世音菩薩祈願文〉，
祈求觀世音菩薩的慈悲加被，讓人們具備勇
氣與智慧，面對疫情，能夠處變不驚；面對
疾病，能夠冷靜寬心。 

英文檀講師 John Cartwright 表示，希望透過誦經祈福，功德回向，讓更多的澳洲民眾
心懷慈悲，除了配合政府的要求執行防範措施之外，也能給予心靈的關懷和支持，大家共同
祈福，消災免難。

「無我」、「無味」，這就與禪的至高境界相通了，將茶的清、純，和禪的寂靜，融和而成
一體就是「茶禪一味」。

接著，道場妙信法師以影音教學，教導「茶文化介紹」、「茶禪示範」、「茶行者須知」
等系列課程。茶行者方凱雄介紹茶的種類及如何以不同的水、茶葉及茶具泡出一壺好茶。

最後，學員分享參加茶禪培訓的心得，認為不但學會茶道技巧，結合禪修令身心更自在，
體會茶禪中的真善美意境，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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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寺佛化婚禮 新人傳承信仰 澳洲森林大火 西澳佛光人募款賑災

響應蔬食A計畫 西澳素食教學

來自布里斯本的越南裔 Thuy Truong
小姐與美國籍印度裔 Raag Nair 先生穿上
傳統服飾，2 月 22 日下午在佛光山中天寺
圓通寶殿舉行佛化婚禮祝福禮，禮請住持
滿望法師福證，雙方父母與親友蒞臨觀禮。

新娘新郎在美國因工作相識、相戀而
結為連理，新娘 Thuy Truong 父母是虔誠
佛教徒，每年隨越南寺院巡禮團參訪中天
寺，對於中天寺宏偉建築與寧靜氣息嚮往
不已，留下美好的回憶，因此希望孩子在
中天寺舉行婚禮，得到佛陀的祝福，傳承
佛教信仰。新郎父母也專程自美國來澳洲
參與婚禮，為新人送上祝福。

滿望法師引領新人步入禮堂，帶領諷
誦《心經》、恭讀星雲大師〈佛化婚禮祈
願文〉，祈願這對新人在佛陀慈光庇照之
下，締結美滿姻緣，成為菩提眷屬。滿望
法師致贈新人念珠，祝福婚姻幸福美滿，
彼此尊重，相互包容，白頭偕老。 

在親友的祝賀中，大家歡喜合影留念，
圓滿莊嚴的佛化婚禮。

近年來地球暖化問題逐漸嚴重，今年澳洲的夏天也變得格外炎熱及乾燥，白天溫度可達
40 度以上。這也導致澳洲各州蘋蘋發生森林大火，尤其是澳洲東部的新南威爾士州以及維
多利亞州的火勢嚴重，被燒毀的森林面積超過 10 萬平方公里，也摧毀了 5,900 棟建築物，
另有 34 人死亡。根據雪梨大學估計，全國逾 10 億隻動物因持續不斷的森林大火而喪生。

為此，佛光山西澳道場、國際佛光會西澳協會及西澳友愛服務隊即時發動為澳洲森林大
火募款，集結大眾的力量，為救災出一份力。募款活動獲大家積極參與，2 月 12 日在珀斯
市政府，由佛光山西澳道場妙博法師、西澳協會會長曾錦源及副督導長鄒南昌代表捐贈予「市
長救災基金會」，由柏斯市政府委員主席 Andrew Hammond 代表接受。

Andrew Hammond 提到，這次的大火格外嚴重，大火後的修復工作龐大及漫長。感謝佛
光會為這一次無私幫助森林大火賑災，期許災民能儘快重返家園，森林能回復昔日的茂盛翠
綠的景象。

為響應「蔬食 A 計畫」，國際佛光會西澳協會菩提分會 2 月 23 日下午於佛光山西澳道
場五觀堂舉辦「素食教學．亞洲小吃」，由慈悲分會會長陳夏蘭指導，近 10 名信徒和佛光
會員學習。

陳夏蘭經常在西澳道場下廚供養大眾，累積了多年經驗。為了讓大家在炎熱的夏天能開
胃，特別示範水果春捲和豆腐球做法，然後讓大家一起動手做。熱騰騰的炸豆腐球加上清甜
爽口的水果卷，讓大家度過一個幸福的下午茶時光。

菩提分會會長蔡蓉卿也與大眾分享「蔬食 A 計畫」，不只是基於宗教、信仰或健康養生
等理由，而是一項攸關人類存亡的工程。並引用星雲大師主題演說〈環保與心保〉：「地球病了，
要靠大家來關心、來搶救。」呼籲大家積極加入傳播「蔬食 A 計畫」行列，少吃肉食，環保
救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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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佛光山新春供佛齋天
感恩諸佛菩薩護持

紐西蘭佛光青年拜訪藝術家
參學體驗同體共生

紐西蘭佛光山 2 月 1 日晚啟建新春供佛齋天祈福法會，由住持滿信法師引領諸位法師及
130 餘位信眾虔誠諷誦《金光明經》，並用心備辦香花燈果茶食等供養，禮請諸佛菩薩、護
法龍天蒞臨壇場應供，感謝諸佛菩薩、護法龍天不分晝夜護持道場。誦經功德回向大眾，祈
願諸事吉祥。

滿信法師開示，《金光明最勝王經》、《妙法蓮華經》與《護國仁王經》為鎮護國家的三部經，
念誦此經者可得龍天的護佑，心想事成；所在國土風調雨順，繁榮昌盛；聽聞此經後將永不
背離覺悟的法益，一心朝向菩提，得永不退轉的信心。

時值新型肺炎疫情席捲全球，滿信法師肯定佛光人以無畏的心參加法會，為大眾誦經祈
福；並表示佛光山總本山為祈願疫情早日消除，大眾平安健康，發起誦持百萬遍《心經》，
鼓勵大眾參與修持。

20 位紐西蘭北島佛光青年 2 月 15 日
驅車前往奧克蘭北部的城市 Whangrei 參
學， 拜 訪 在 地 藝 術 家 Peter Barmmer 和
Julie Barmmer 的工作室及莊園，他們的作
品曾在 2018 年北島佛光山藝術沙龍展展
出，深受大眾矚目與讚歎。

青年受到兩位藝術家熱情的接待，
Julie 現場演示陶器的製作工序，並導覽展
館 Fire and Earth。Peter 帶領大家參觀他
們的莊園，解說其中一件匠心獨具的雕塑
作品背後的故事。「這是兩塊獨立的造型，
卻相互交錯與依託，它詮釋著敞開胸懷、
擁抱大眾的群我關係。」Peter 表示，這件
作品濃縮著人生不同階段的感悟，表達對
古典的尊重和對自然的敬仰，希望傳遞同
體共生、平等不二的真理。

Peter 並邀請青年們入室參觀茶敘，分
享在創作過程中漸漸學會認識自然、回顧
歷史、觀照自我的過程，最後發現萬物與
佛法契合而將禪意融和到藝術創造中。兩
位藝術家感謝青年們的到來，給他們的莊
園帶來活力與能量，歡迎大家常來參訪。
青年幹部梁嘉倩感謝藝術家們的招待，表
示看到藝術家們對待生活和藝術創作的態
度，給青年們一個得以啟發和學習榜樣。

隨後，青年們來到 Whangrei 瀑布森林保護區的徒步郊遊，途中分享在道場的所學所悟。
伴著壯觀磅礴的瀑布，靜謐優美的叢林，讓青年們不禁自發合掌誦唱〈十方一切剎〉，用和
諧的梵唄唱出青年們對自然的禮敬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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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紐西蘭北島佛光山的佛光緣美術
館紐西蘭一館「悉達多太子在人間」特展，
從 2019 年 4 月 4 日開展至 2020 年 2 月，
共有超過 15 個國家地區的參觀者，寫下
的許願卡已逾 3 萬張，因館內展示空間
已不敷張貼使用，經住持滿信法師指導，
由內展場延伸到外展場的牆上。

不同樣式的剪裁配上不同顏色的許願
卡，為展館增添繽紛色彩，當地民眾表示，
展館的設計他們前所未見，五彩的顏色很
像紐西蘭百花齊放的春天。館員分享，有
參觀者細讀許願卡後感動淚流，因為在裡
面看到許多感人的願望，其中包含對已逝

馬來西亞檳城檀香寺住持唯悟法師、真如法師、信徒等一行 40 餘人，於 2 月 27 日巡
禮紐西蘭北島佛光山，住持滿信法師、如廉法師、常住法師及佛光幹部等熱情接待。

眾等於香雲堂座談，滿信法師介紹紐西蘭佛光山弘法活動，並分享謹記大師的囑託「要
將佛教留在紐西蘭」，在這片土地扎根十幾年，秉持人間佛教「給」的精神，透過《366》
全國送書行動、三好四給人間佛教文化節、藝術沙龍、浴佛節、櫻花節等活動深耕社區。大
師的遠見「未來的世界是屬於服務的世界」，指引佛光人要為社會加分才會有存在的價值；
透過服務大眾的過程，也讓自己不斷增長智慧，提升生命的厚度。

唯悟法師提及自己與紐西蘭的因緣，曾就讀於南島坎特伯雷大學，並在紐生活 7 年。連
訪紐西蘭南、北島兩個道場，唯悟法師表示，欣喜看到佛光山本土化弘法的優異成績，希望
本土化的工作持續加油，讓佛教能夠在紐西蘭發揚光大，特別感謝常住與大眾的熱忱接待，
讓信眾都能有所收穫。

紐西蘭北島太子特展 祈願卡傳遞歡喜

馬來西亞檀香寺 巡禮北島佛光山

親人的悼念，願能走出傷痛；亦有對健康的祈求，希望能回復正常的行走，或對親情愛情的
渴望，或希望找回迷失的心靈和內心的平靜，或誠心為新冠病毒疫情祈福等。

「悉達多太子在人間」特展推廣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3G4G」（「三好」、「四給」）
理念廣受好評，有小朋友在參加活動後寫了許願卡，能將三好、四給的信條倒背如流，從來
訪者的回響中，感受到佛光山美術館起了教育和淨化心靈的作用，讓每位走進展場的大眾能
帶著歡喜和希望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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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檀香寺開山住持暨泰國國際佛教大學創辦人唯悟法師，2 月 25 日率領僧眾與
徒眾 24 人參訪紐西蘭南島佛光山，受到監寺覺西法師、知慎法師、國際佛光會南島協會理
事陳惠君和曹倩、幹部劉國威等的接待。

覺西法師引領大眾參訪如來殿、美術館、道場建築外觀，向大眾介紹南島佛光山是全球
最靠近南極的佛光山道場，雖然地理位置遙遠，但是佛光人依然充滿弘法的熱情。覺西法師
並以《佛光人弘法報告》向唯悟法師介紹紐西蘭佛光山舉辦的各種活動。唯悟法師從中了解
到南島佛光山的在地化弘法方向，更讚歎佛光山的人間佛教理念。

覺西法師代表贈「紐西蘭佛光山 2020 年曆」，道場並準備晚餐與大眾結緣。大眾除了
讚歎道場的建築非常具有特色，更讚歎佛光人的熱情，讓他們此趟紐西蘭南島行留下了深刻
印象。

唯悟法師 1973 年畢業於紐西蘭南島基督城坎特伯理大學電機工程系，此趟來基督城乃
拜訪母校，順道來到位於大學毗鄰的南島佛光山參訪。唯悟法師與佛光山因緣深厚，他曾在
美國西來寺受具足戒，也曾在佛光山叢林學院擔任客座教授。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蔓延，紐
西蘭北島佛光中華學校 2020 年第一學期
延遲 2 周，於 2 月 22 日正式開學。為普
及衛生知識，提高學生避免感染的意識，
佛光社青團幹部於該校進行衛生宣講課程，
學生十分歡喜，踴躍發言互動，其樂融融。

Larry 表示，讓中華學校學生增強自
我衛生的意識，非常重要。與道場常住、
中華學校執行校長曾怡華討論可行方案後，
詳細擬定了衛生宣講的框架，由姚暢和
Kyle 草擬宣講大綱以及準備所需材料，連
夜製作並排練宣講內容。

大馬檀香寺參訪南島佛光山
讚歎佛光人發心弘法

北島佛光中華學校衛生宣講
提高學生防範新型肺炎意識

宣講中，Larry 為主講老師，姚暢和 Kyle 為助教，詳細講解細菌和病毒的分類、存在的
環境場合、所可導致的疾病，讓學生們意識到注重個人衛生的重要性，並與學生積極互動，
教授判斷洗手的時機和使用「七步洗手法」正確的洗手，且播放總結影片，幫助孩子加強記憶。

曾校長對於此次衛生宣講給予良好回饋，讚揚學生都很用心地聽講學習，老師們也了解
到衛生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努力督促學生們關注個人衛生，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課程結束後，孩子與家長分享學習到的正確洗手方法，並叮嚀家長也要注意衛生，可見
這次的衛生宣講課程，讓中華學校師生甚至家長獲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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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世界，氣候變
化和新型肺炎病毒等災
難和恐慌接連不斷，人
間佛教能為西方社會貢
獻什麼呢？澳洲南天大
學人間佛教研究所所長
覺瑋法師，2 月 7 日做
客 澳 洲 國 家 廣 播 電 台
God Forbid 節目，與主
持 人 James Carleton 和
嘉 賓 Walter Mason 共
同探討佛陀的誕生、開
悟和涅槃，佛教徒如何
面對苦難、死亡和恐懼，
以及人間佛教如何將佛
教在西方本土化。

覺瑋法師做客澳洲電台
探討人間佛教本土化

節目首先介紹澳洲追求的「Noworries（無憂）」生活方式，佛教在澳洲本土化也是融
合了 Noworries 的特點。主持人問及南天大學是否有為非佛教人士推薦的課程？答案是肯定
的，法師表示，南天大學有各種不同宗教背景的學生，例如有一位英國聖公會牧師去年在應
用佛教研究碩士畢業，今年他會回來學習人間佛教並取得證書，這使他成為一位更好的基督
徒。

西方人對佛陀的誕生、開悟和涅槃充滿了好奇，主持人 James 提問這種平民化的死亡對
於佛教徒而言意義何在？覺瑋法師指出，佛陀的涅槃提醒我們，可以超越生與死的輪迴，這
樣在結束的時候我們將活得無怨無悔。根據經典，佛陀拒絕了永生的機會，Walter Mason 並
指出佛陀用一種更人性化的死亡經歷提醒佛教徒，每個人都要面對生老病死，甚至佛陀也是
的。覺瑋法師分享佛陀誕生帶給她的啟示為，每天她都有重生的機會，「重生日快樂，覺瑋！」
並分享給大家自己的「重生罐」。

西方社會認為佛教是以苦為核心的宗教，法師分享星雲大師超越痛苦的例子。94 歲的
大師眼睛看不見，但是他依然不斷弘法。他告訴大家他沒有生病，只是有一點不方便。大師
的一生經歷了無數磨難，但是他看見了痛苦、並超越了它們，所以今天的他不再關心痛苦了。
關於死亡，縱使西方醫生普遍認為死亡是一種失敗，Walter Mason 則表示佛教徒能夠以更成
熟的方式看待死亡，正如著名的一行禪師近日回到家鄉越南，他為自己的涅槃選擇了自然的
方式，向死而輕鬆。

恐懼可能是痛苦的原因之一，覺瑋法師表示。她分享戰勝恐懼的 3 步驟：醒來、爬起來、
點燈。醒來，認識痛苦，意識到痛苦的原因來自內心深處的執著；然後爬起來，學習、反思
和重新調整生活；最後點燈，來照亮自己的和別人的生活。面對新型肺炎疫病，覺瑋法師表
示透過作為佛教徒的修行，可以意識到恐懼和擔憂無助於災難。但是可以為病毒和被病毒影
響的人祈福，因為病毒本身也是一個存在，如果它平靜下來，透過我們為它的祈福，或許它
可以找到另一種生命方式，而不是以憤怒的方式回來應。

James 問覺瑋法師，人間佛教意味著什麼？是佛教新的形式嗎？覺瑋法師表示，星雲大
師創立了南天寺和南天大學弘揚人間佛教，人間佛教是佛陀的教義，可以運用於現在。人間
佛教把佛陀所有睿智和富有同情心的教義，並運用到今天的環境中。擁有計算機人工智能碩
士學位的覺瑋法師還分享了自己帶領義工們共同開發的禪修軟件 app，例如 Mindful Check-
In app 禪修打卡軟件、Buddha’s Birthday Education Project app (BBEP) 佛誕教育軟件。

臥龍崗大學法學、人文和藝術學院榮譽教授 Prof. Stephen Hill，長期擔任南天大學人間
佛教中心顧問。他聽了節目後，特地寫了一封信讚歎覺瑋法師為人間佛教和南天大學做了非
常好的發聲，尤其是應對目前的冠狀病毒的回答，體現了佛教慈悲關懷的一面，也讓大眾了
解這些現象的本質是無常的因緣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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