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菩薩道
文／星雲大師

菩薩正法城，般若以為牆，

慚愧為深塹，智慧可卻敵。

� ──《華嚴經》

	

人有聖人及凡夫的不同，凡夫有貪瞋

愚痴的煩惱，自私執著，聖人則會修身

養性，培養慈悲道德，利他利人，聖人

也就是菩薩。

這四句偈說明一個行菩薩道的人，應

具備哪些修行資糧，讓自己從凡夫成為

菩薩。

「菩薩正法城」，在菩薩的修行法門

中，以「正法」作為他堅固防護的城堡

。所謂的正法，就是以慈悲、道德為依

據，不觸犯惡法，因此就能「平時不做

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坐在船

頭穩，不怕浪來顛」。

由於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平時

有正法作為保護，就能保護自己，利益

眾生。

人在社會生存，如果用金錢來保護自

己，人常因財而死；用權勢來保護自己

，爬得高就跌得重；用群眾來保護自己

，因緣有聚有散，所以這些都是不可靠

的，唯有「正法」才是最堅固的防衛。

「般若以為牆」，除了正法外，還要

以「般若」作為保護的城牆。般若就是

正道、佛法，諸如慈悲、戒律、禪定、

正見等，都不出般若的範圍。

人有了般若，做事便懂得巧妙，行止

有節度，能為自己化解許多不必要的煩

惱與困擾。

「慚愧為深塹」，菩薩的正法城，還

要以「慚愧」作為保護自己的護城河。

不管敵軍如何兇惡、殘暴，因為菩薩懂

得慚愧、謙遜，在面對任何的打擊與困

境時，都懂得反省懺悔，懂得改過遷善

，因此任何的挫折逆境都打不倒他。

「智慧可卻敵」，人雖然有許多五欲

六塵的煩惱，然而菩薩可以運用般若、

慚愧、正見為防衛，就能智慧降伏這些

煩惱的魔軍。

《華嚴經》的這四句偈，讓我們學習

如何做一名不同於凡夫的菩薩，對我們

的立身處世也很值得參考。

文／曾言

活出生命色彩
另類財富

般若是人人本具的真如佛性，
學佛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開發
真如佛性。

黃欣儀是首位考取證照的身障導遊，兩年

來坐著輪椅帶領跟她一樣的輪椅族到處旅遊

，海邊泡水、看黑面琵鷺，體驗戶外人生，

讓輪椅族走出一片彩色世界。

黃欣儀二十七歲時因紅斑性狼瘡引發腦出

血，導致下半身癱瘓，這場大病同時結束四

年婚姻。

回想那段低潮日子，她表示，不僅承受身

體疼痛，還要克服心靈折磨。

後來靠著詩歌〈奇異恩典〉和信仰走出挫

折，黃欣儀說，常反覆聽〈活出生命的色彩

〉，其中一句「千萬人中你是獨一無二」，

初期覺得自己是「獨一無二的倒楣」，現在

覺得是「獨一無二的快樂」。

跟著黃欣儀出遊的身障朋友，很多是初次

出門，遊程結束時都會感動地向她致謝，讓

她充滿成就感！

四十歲的黃欣儀如今活得多采多姿，帶團

快樂出遊，她說，自己曾經歷病痛與挫折，

現在要幫助更多朋友。

人生無常，一場病造成黃欣儀的殘缺，也

了斷她的婚姻，幸好她在信仰中找到力量，

活出生命的色彩，可喜可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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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琪董事長獻上一○一水晶模型，祝福星雲大師法體安康、佛光普照。� 圖／人間社記者陳珮榮

圖／妙顯

【人間社記者蕭惠珠高雄報導】「大師弘

揚佛法的前瞻和深度，遠遠領先一○一！」

台灣台北一○一金融大樓董座宋文琪，日前

率領工作團隊至佛光山和佛陀紀念館展開觀

摩之旅，並向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就信仰和

企業經營等議題請益。

宋文琪今年五月應邀至佛光山台北道場的

「生耕致富講座」講演，其後接受台北道場

住持覺元法師邀請，與夫婿徐善可、七位主

管，南下參訪佛光山和佛館，足跡深入平日

鮮少對外開放的美術圖典編輯辦公室。

　  文化高度  能久能遠

「高度總有一天會被超越，難以超越的是

它所展現的文化深度和內涵。來過佛光山，

發現此地正是一○一要學習的對象。」宋文

琪表示，為了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希望景觀

台增添人文色彩，計畫推出為台灣加分的活

動，設計成可供遊客祈福的空間，鼓勵人人

美夢成真。而南台灣地標—佛館，正是最好

的取經對象，希望此行能開啟兩者交流合作

的契機。

「參訪佛光山和佛館後，驚豔於這裡所蘊

含的深度文化內涵。」宋文琪告訴星雲大師

。大師說，「施與受同等功德」，一○一提

供獨特的建築和視野，讓參觀者獲得靈感，

讓人看到一○一就想到台灣精神；如同佛館

不收門票，讓訪客自由來去，獲得生命啟示

，改變人生與社會，「我感謝訪客願意來，

給我們面子」。

101董座訪佛館 看見未來世界

文／星雲大師   

譯者／滿和法師、Doris Koegel-Roth、   

               Leon Roth 

真正的禪者，是一種奉獻，是一種喜

捨，是擴大自己，悲憫眾生。所以，我

們的社會如果有禪，不但可以改善我們

的生活品質，昇華我們的人格，而且可

以提高國家的道德心態。

The  t rue  p rac t i t i oner  i s 
open-minded, generous, and 
compassionate, and serves the 
welfare of the public and all sentient 
beings. A society that embraces 
Chan encourages each to perfect his 
life and character, and to act upon 
moral principles that benefit the 
nation.

禪∣門∣語∣錄

角落的感動

文／源甲

去年暑假，我和老婆、女兒結束了一趟旅

行準備返家。

車子由老婆駕駛，上了高速公路後，為了

超越前方龜速的小發財車，老婆果斷地將車

切入了內車道。此時，一輛紅色小客車急速

地從右後方竄出，來到我們車子的側邊，並

刻意放慢速度與我們並行。

不知名的他先搖下車窗，確定坐在副駕駛

座的我已經留意到之後，用食指比了比我們

車子的右前輪，接著配合臉部表情做了一個

「沒有了」的手勢，然後加速離去。我趕忙

告知老婆，並請她將車子開往外車道，當車

子行駛到外車道後，車身開始劇烈晃動，總

算到了路肩平安地停下時，只聽到「轟隆」

一聲，車子的右前輪竟整個崩毀了。

很難想像如果少了那紅色小客車的駕駛的

提醒，會是怎樣的一幅景象？是因此車子打

滑撞上護欄？還是波及其他用路人，而造成

永遠難以彌補的傷害？

那個不知名的他，把我們一家人從可能車

毀人傷亡的劫難前搶救回來，是我們永遠祝

福與感念的對象。

那個不知名的貴人	

宋文琪特別讚歎星雲大師推動編輯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的偉大

願力，可以流傳萬世。大師表示，佛

光山做事，不講究宗派、不在乎成本

，只要是好事，就會全力以赴。

     展演想像  追求美好

提及一○一觀景台想要增加人文氛

圍的想法，星雲大師建議宋文琪，可

以規畫、展演「未來的世界」，推動

國人對美好未來的想像和追求。

一○一發言人劉家豪表示，佛光山

充滿中西融合的現代元素，處處是寶

藏，讓從事文創工作多年的他，深感

汗顏。景觀台總監邱健吾則盛讚佛館

設計規畫細緻用心，讓遊客毫無距離

感。

他倆表示，星雲大師的一筆字非常

適合在一○一藝廊展出，既能吸引西

方遊客，充滿正向思考的法語，也能

提升文化內涵，擴大台灣在全球的能

見度。

     做對的事   永續經營

「原來佛光山所想、所做，都是三十年、

五十年、百年後的事！」一○一特助劉在武

感佩佛光山重視教育，而且進行百年規畫，

這種永續經營的態度，值得政府和企業界學

習。

宋文琪夫婿、前裕隆集團副執行長徐善可

，應如常法師要求，提供管理專業建議。

「先做對的事，再努力把事做好，是管理

的基本法則。」徐善可說，在星雲大師感召

下，佛光人做的始終是「對」的事，讓華人

得以看見佛法內涵和深度的事，因此凝聚一

股向上提升的力量，這是當前台灣最迫切需

要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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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澳洲南天寺自一九九五年開光以

來，積極弘揚佛法，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

，帶動當地經濟、觀光事業成長。澳洲臥

龍崗市政府有感南天寺對文化教育和慈善

事業的努力，二○○一年捐贈南天寺對面

山約二十九英畝土地，做為興建南天大學

及藝術館用地。寺方以澳幣一元象徵付給

市政府獲得土地的所有權。

經過六年策畫，二○○七年十月六日舉

行奠基典禮，由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主持

，並有臥龍崗市市長代表Mr.	David	Farmer

、駐澳大利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松煥

等代表安基動土，千餘人與會。星雲大師

誦偈：「大學命名為南天，青年在此學聖

賢；中澳文化交流日，多元種族見太平」

。Mr.	David	Farmer致詞表示，感謝大師宏

觀遠見建立南天寺，如今又興建南天大學

，為臥龍崗市留下重要文化資產。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南天大學人

文學院正式開學，由Professor	John	Loxton	

擔任院長，開設「應用佛學研究」碩士班

，並獲澳洲政府資質認證，授予碩士學位

文憑及證書。同年七月與美國西來大學、

台灣南華及佛光大學聯合成立「佛光四校

一體大學系統」，實現「一校註冊，四校

服務」的藍圖，學生可跨校選課、易地學

習，學分互認，畢業後可獲多聯制學位。

南天大學第一期工程於二○一二年十一

月十八日舉行打樁典禮。

澳洲總理Ms.	Julia	Gillard來函祝賀，稱讚

南天寺具高水準，為內涵豐富的佛教寺院

，堪當澳洲多元文化交流的橋梁；南天大

學及藝術館的興建必成為澳洲教育的里程

碑，開啟人文教育研究的新趨向。

主體建築於二○一四年十月竣工，預計

新校園於二○一五年三月正式開幕啟用典

禮，第二期工程「南天大橋」隨即展開。

南天大學興建之際，聯結百萬人之善緣

，共襄盛舉，俾使百年樹人之建校功德得

以圓滿，把智慧留給自己，把大學留給人

間，把功德留給子孫，把成就留給社會，

把榮耀獻給佛陀。

佛光山南天寺20周年慶系列報導—南天大學緣起

南天大學工程完成示意圖。　� 圖／南天寺提供

南天大學於九月二十八日舉行晉寶典禮，將象徵三寶的佛像、經文、應量器、星雲大師的法相、

現任總理Tony�Abbott對南天寺二十周年慶的祝賀、南天大學緣起以及其他寶物等奠在寶函中，為澳

洲第一所由佛教華裔創辦的大學留下歷史文獻。

��誠摯邀請各界護法大德共同參與「南天大學落成晉寶典禮」，出一點心，結一點緣，把智慧留

給自己，把大學留在人間，留下文史與佛教文物永駐大洋洲。

心適人間

文／陳菽蓁

度風雨

天氣總是無常，說風就是雨，你本來用晴

朗的心情所準備的度假，就這樣被打亂了。

望著窗外呼嘯的風和增強的雨，只好放下

收拾好的行囊，也罷！就度過這場風雨吧！

山上流下來黃濁濁的水，迅速的被引進剛

修好的下水道，比起去年整條馬路的積水，

漲得像條可以泛舟的荖濃溪，今年可是進步

太多了，誰說政府沒有在做事？

果然是風雨生信心哪！屋後方通往山上那

條蜿蜒而上的道路，在雨中蜷曲匍匐顯得有

些無助，幸而有橘色夜燈溫柔的俯望著山路

，彼此在風強雨大、夜空漆黑下相依為命。

夜風敲打著窗戶，生怕你沒看見它的威力

，急得亂了節奏，小孩說：「風太大了！」

你說：「不怕！窗子關上，我們都在！」夜

幕中雨趁著風，斜斜飄在人家的屋頂上，一

格一格的光透出窗子外，把雨絲擋在窗外。

小小的房子在黑暗中透著堅強與穩定的力

量。在此刻倍覺溫馨的屋裡，你忽然覺得無

論做些什麼都是美好的。

在風聲、雨聲中佐著清涼的空氣閱讀，「

最難風雨故人來」，與神交已久的「老友們

」來共度風雨，啊！雨中歡敘好親切。

傍晚時分風雨稍歇，你想起蘇東坡「一蓑

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的曠

達心情。傳世千古的詩文，需要的是絕世的

才學，還有異於常人的殊特際遇。畢竟幾千

年來才出一個蘇東坡，他生命的大起大落，

定是來自於撲天蓋地的大風大雨。

因此，只需要面對如此這般的世間風雨，

你覺得比起蘇東坡幸福許多！

你知道，風雨有時會不期而至，惹人心煩

；但你喜歡從中找出美麗片刻，讓自己平靜

度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

也無晴。」

你也知道，大風大雨，總有過去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