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別在九月，由高雄市政府主辦，於佛陀

紀念館舉行「佛光山二○一三國際書展」，

帶動了南台灣的讀書熱潮，陳菊市長還特地

前來為小朋友講故事。而遠見‧天下文化事

業群創辦人高希均教授主辦的第二屆「星雲

人文世界論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先

生不遠千里出席，發表「文學家的夢想」。

幽默又深刻的講說外，並允諾成為佛館首位

「駐館作家」。

此外，一場從佛館跑到真福山的馬拉松賽

，傳遞了愛的意義，也紀念了令人尊敬的單

國璽樞機主教。導演劉家昌先生在佛館舉辦

三天的「有您真好：劉家昌音樂會」，將所

得捐出做為文教之用，也令人讚佩。還有，

擴大舉辦的「神明聯誼會」，不只是宗教融

和的表現，也呈現了中華文化的多元。這許

許多多的人間歡喜事，每日在佛館發生，相

信教育、文化的功能會逐步發揚，讓全世界

人士看到人間佛教的真善美好。

為了響應世界書香日，在連續五年於總統

府前凱達格蘭大道舉行的「慶祝國定佛誕節

暨母親節大會」上，佛光山及佛光會中華總

會捐贈千餘冊「人間佛教研究叢書」予全國

大專院校，由馬英九總統與我共同揭幕。之

後，並跨海到北京國家圖書館、北京師範大

學、清華大學等學術單位，讓書香飄得更廣

、更遠。

歷經十餘年編纂二十大冊的《世界佛教美

術圖說大辭典》，去年五月正式發行了。十

多年來，在主編如常法師的帶領下，感謝世

界各地學者、義工協助蒐集資料、查找歷史

、編輯校對。學者表示，這套大部頭工具書

的出版，補足了上世紀世界佛教美術圖像的

空白，恍若大唐盛世再現，不但保留了前人

的智慧，也為佛教寫下歷史新頁。

世間起落無常，天災人禍常會無預警發生

。去年四月，四川雅安發生規模七級強震；

十月，菲律賓宿霧發生七點二級大地震；十

一月，強颱海燕重創菲律賓，國際佛光會都

在第一時間動員賑災。尤其，馬尼拉萬年寺

成立「海燕風災指揮中心」為災民緊急疏困

，同時，佛光山菲律賓藝術學院的《 佛陀

傳──悉達多音樂劇》，陸續在馬尼拉、洛

杉磯、舊金山義演，為飽受天災摧殘的同胞

祝禱，並將所得作為賑濟之用。祈願佛陀加

被，撫平人們內心的傷痛，重建信心，建設

美好的家園。

去年八月，佛光山榮譽功德主潘孝銳居士

高壽九十三歲捨報，我特地前往拈香致意。

這位與我相識半世紀以上的護法，從開山之

初即給予完全的信任，無論老幼安養、急難

救助，或建寺弘法、文教事業，無不率先慷

慨解囊、發心護持。他低調行事，從不自我

宣揚，可謂難得。無限的感念，只有寄予深

厚的感謝。

過去一年，因體弱力衰，不及往年行動自

如，幾番進出醫院。但個人事小，弘法利生

事大，因此，不減效法祖師大德的腳步，講

演、寫字、會客、著述、課徒，一如既往盡

己隨緣。只是，色身畢竟有限，除了眼睛模

糊，聽力也不如以往，對於眾人所求無法一

一滿願，只有請大家諒解了。

儘管如此，出家七十六年來，不敢說對佛

學有多麼高深的研究，但對於佛教的種種現

況，乃至被大眾錯解的名相，自己倒有許多

體會。因此，今年我將為大眾講說「佛法真

義」，以及對佛法的體悟，並與大眾同霑法

益。

在此，祝願各位朋友：堅定信心，做己貴

人，不怕困難，勇往直前。新的一年

大會，加入了人文的主題，可見，無論環

境如何變化，經濟如何高度發展，在物質

的滿足後，人們仍希望回歸精神層面，追

求心的信仰，讓心靈有所寄託。

十月，我接受聯合國國際生態安全合作組

織執行委員會頒贈「世界生態安全獎」。同

月，在「二○一三第十一屆華人企業領袖遠

見高峰會」上，由總統馬英九先生手中接過

「華人企業領袖終身成就獎」；而北京中央

電視台也才剛授予我「中華之光」的榮譽。

這種種殊榮，應是全球佛光人共同獲得，我

僅代表大家領受，倘若沒有佛陀的庇佑、眾

人的護持，怎會有今日的佛光願景？

去年一整年，我的一筆字陸續在大陸海南

、天津、北京、內蒙古、山西、甘肅、西安

、河南、廣東、雲南等各省博物館展出。期

間，媒體說我是第一個在北京國家博物館展

出作品的出家人，其實，都要承蒙大眾不棄

，我那沒有規格、自成一體的一筆字，一直

為我廣結善緣。特別是十月間，為籌募祖庭

大覺寺藏經樓基金，舉辦「興建藏經樓義行

」，由陽光文化基金會董事會主席楊瀾女士

、中央電視台主持人崔永元以及上海海派清

口創始人周立波共同主持。我除了將歷年來

人家贈予我的禮物全部捐出義賣，也有許多

人表示為一筆字而來。我很高興大家不只看

我的字，而是看我的心，隨緣歡喜發心贊助

，將智慧留給兒孫，把功德留給自己。

另外，分別於宜興大覺寺及揚州鑑真圖書

館舉行的「國際素食文化暨綠色生活名品博

覽會」，五天期間，前者有超過三十萬人到

訪，而第一次在揚州舉辦的素博會，也超過

十八萬人參加。揚州市政府說「這超乎預期

太多了」，打破對素食的既定觀念。《揚州

晚報》則以「素博會傳遞義工正能量」報導

台灣的義工精神、組織及風氣的養成。素博

會的推動，促進了兩岸交流，吃出健康、吃

出和平，可謂皆大歡喜。

為了履行我前年對新馬信眾的承諾，去年

十一月我再度前往，分別出席於馬來西亞雪

蘭莪州沙亞南室內體育館，及新加坡室內體

育館舉辦的「二○一三三皈五戒暨為國家祈

福祈願祝禱」。特別是「大馬好青年音樂會

」二萬名青年積極的參與，掀起大眾對信仰

的熱情，感受佛教未來的希望。而甫自斯里

蘭卡回來的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先生，親自出

席盛會為國家社會祈福。李總理表示，新加

坡各種族互相尊重，包容不同宗教信仰，並

肯定當地佛光會員，不分宗教、不分種族服

務大眾，讓新加坡受惠。感謝李總理的讚揚

，我特以一筆字「心有大千」相贈致意。

佛陀紀念館自落成以來進入第三年，每年

突破一千二百萬人次參訪。據媒體報導，羅

浮宮每年約八百萬人參觀，看來佛館已成為

另一種「台灣奇蹟」。

光是去年，佛館舉辦了國際會議、佛化婚

禮暨菩提眷屬祝福禮、梵唄音樂會、歌仔戲

、兒童劇團演出等藝文活動，也有「人性與

愛──李自健油畫世界巡展」、「台灣二十

一名家聯展」以及大陸十六家博物館聯合展

出的「光照大千──絲綢之路的佛教藝術」

、「唯有慈悲──楊惠姍、張毅二十六年琉

璃之人間探索」、兩岸文化遺產節「弘一大

師、豐子愷護生畫集」等精彩展覽。

2014 
我從小沒有進過學校，也沒有見過學校，

承蒙大家給予我鼓勵，去年山東大學、武漢

大學、北京人民大學授我名譽教授，陸續也

有澳門大學、中正大學分別贈我榮譽人文學

、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徒眾算一算說，

至今已有十四所大學給予我這樣的榮譽了。

這些加冕，實在令我愧不敢當，希望以此鼓

勵更多的人，縱然沒有機會讀書，也不能自

我放棄。讀書不一定要靠別人，還可以用耳

朵聽、用頭腦思考，只要有心、用心，必有

所增長。

此外，應大家給予我的助緣，讓我有機會

至各大專院校或相關單位訪問。去年應邀至

北京國家博物館、天津圖書館、內蒙古烏蘭

恰特大劇院、太原中國煤炭中心、北京國家

圖書館、廣州中山紀念館、珠島賓館、揚州

講壇等講說，另外，也在海南廣播電視總台

講「幸福與安樂」、山東大學講「天地人」

、中國人民大學勉勵學子「怎樣找回自己」

，甚至在六祖惠能大師肉身舍利所在的南華

寺曹溪講壇講「佛弟子的夢想」等。

除了各界這些的鼓勵，去年二月，我受邀

和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先生率領的台灣訪問

團前往北京訪問。在人民大會堂與中共中央

總書記習近平先生的見面會上，被推為民間

三位發言者之首。我提出，兩岸交流在政經

之外，可以在文化、教育上多加往來，之後

並以一筆字「登高望遠」相贈。隔日，訪問

團也拜會了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不久

，也於揚州與原國家主席江澤民先生會面。

有人說，我是第一個與先後三任國家領導人

見面的出家人，其實，我心所願是希望兩岸

的領導人都能多重視中華文化和佛教淨化人

心的功用，讓佛教為國家社會人民帶來和諧

與安樂。

三月，由《鳳凰衛視》等十餘家華文媒體

共同舉辦第七屆「世界因你而美麗──影響

世界華人盛典」，贈我「影響世界華人終身

成就奬」。四月，我應邀出席「博鰲亞洲論

壇二○一三年會」，再度與鳳凰衛視總裁劉

長樂先生見面，一起探討「誠信的力量」。

接著出席由蔣曉松先生主持的「亞洲與文化

」和「健康與旅遊圓桌會議」。這場由二十

八個國家發起，數十國領袖出席的世界經貿

各位護法、朋友們，大家吉祥！

今年佛光山開山四十八年，我也邁入八十

八歲耄耋之齡了。回顧我雲水弘法的人生，

深刻體會到「走出去，就有希望；走出去，

就有未來」的道理，時值馬年初春，祝福大

家生活發展、事業順利，「駿程萬里」，向

前有路！

自開山以來，繼我之後有心平、心定、心

培擔任住持。去年三月，佛光山舉行了「第

九任住持晉山陞座法會暨臨濟宗第四十九代

傳法大典」，由心保和尚接任住持，並有慧

傳、慧倫、慧開、慧昭、慧峰法師擔任副住

持。看到佛光山依照制度，選賢與能，心中

甚感欣慰。我告訴他們，佛光山是人間的、

開放的、團隊的、傳承的教團，大家要創新

未來，開展新的里程碑，將人間佛教遍布全

球。同時傳法予來自五大洲七十二位法子，

如：台北市佛教會理事長明光法師、中華國

際供佛齋僧功德會理事長淨耀法師等。

應國史館之邀，由我口述歷史的《百年佛

緣》在前年出版後，我又繼續講述了數十篇

，蒐集一千六百張照片，於去年四月出版一

百六十萬字、共十六冊的增訂本，並且在台

北國家圖書館舉行新書發表會。十月，簡體

字版也由北京三聯書店正式出版，我受邀出

席北京國家圖書館舉辦的首發會，並以「看

見夢想的力量」講演。

回顧往事，歷歷在目，最是感激佛陀與一

切眾生的成就。我自戰爭中走來，深深體會

和平的不易與可貴，若非佛法，如何橫渡烽

煙裡的生死離別、淬礪人世間的榮辱得失，

怎麼將苦難轉為信心勇氣，將滄桑化作希望

？尤其這些年在建設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後

，對佛陀更有一種難以抑止的情緒，於是我

寫下〈佛陀，您在哪裡？〉裡頭有我七十多

年尋找佛陀的心情告白。所謂「天下唯心，

法界悠然，盡未來際，佛在心裡」，祝願更

多的有緣人，與佛陀接心。

有感於人間佛教對未來佛教發展的重要性

，成立一年多的「人間佛教研究院」，於三

月下旬，與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共同在

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舉辦「人間佛教理論實

踐學術研討會」，我應邀和與會學者講話時

提到，人間佛教就是原本的佛教，是幸福的

、平安的、歡喜的、平等的佛教。希望大家

一起來發揚，還給佛教一個本來面目。

佛光山向來重視教育，我的辦學理念是不

只「辦一所學校」，更希望「辦一所好的

學校」。去年元月，曾為教育部次長的林聰

明博士就任了南華大學校長，他要我在共識

營上為師生講話，我以興學要旨：生活是正

派的、思想是開放的、倫理是規範的、技術

是多能的，希望大家能在汲取知識的同時，

精神生活也要豐富充實。

此外，我也應佛光大學楊朝祥校長之邀，

出席「一○二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

會上還有總統馬英九先生及全國大專院校百

餘位校長參加，我寄望未來佛光大學成為世

界佛教研究中心。同時，感謝西來大學前校

長吳欽杉博士的勞苦功高，使校務穩定發展

，新任校長Dr. Stephen Morgan已於六月接任

，期待西來大學有一番新風貌。我也要告訴

大家一個好消息，去年「光明大學」已正式

獲得菲律賓教育部通過成立，成為佛光山創

辦的第五所大學，未來將以人文、藝術、佛

學為主要發展方向。

致護法朋友的一封信

由星雲大師口述、橫跨台灣百年歷史的《百年佛緣》，在台北國家圖書館舉行新書發

表會。

希望奔騰

平安吉祥

� 二○一四年元旦

� 於佛光山開山寮

星雲大師獲頒二○一三《中華之光

—傳播中華文化年度人物》獎，由中

國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葉小文

（右）代表致贈。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左）參加「三

皈五戒暨梵唄禮讚、為國家祈願祝禱

」盛會，星雲大師致贈「心有大千」

一筆字墨寶。

星雲大師在一筆字廣東展上揮毫「

仁心仁德」，贈字粵政協副主席唐豪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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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戒，是個人行為的過失，
只要至誠懺悔，重生有望；
破見，是根本思想的動搖，
猶如病入膏肓，無藥可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