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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對心靈有淨化的功能，是神聖純
潔的宗教禮儀，如清水能洗滌汙垢。

眾生處處著
文／星雲大師 

圖
／
心
皓

【人間社記者妙普、應嬌江蘇報導】星雲文

化教育公益基金會日前在佛光祖庭中國宜興

大覺寺，舉行成立典禮，擁有「地主」身分

的嘉賓有：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顧問陳雲林、

文化部副部長丁偉、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

江蘇省副省長許津榮、國家宗教局副局長蔣

堅永等，總計約五百位兩岸人士參與盛會。 

基金會發起人星雲大師特寫法語，由基金

會理事長宜興大覺寺都監妙士法師誦讀：「

公益基金會，普利有緣人；為佛教爭榮，為

民族爭光。」成立典禮在嘉賓揭牌下圓滿。 

文化部副部長丁偉表示，星雲文化教育公

益基金會揭牌，是兩岸交流文化一大喜事，

星雲大師長期致力兩岸宗教文化交流，文化

部一直致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未來將

加強與星雲文化教育公益基金會工作聯繫，

發揮更積極作用，也希望與佛光山建立長期

合作機制，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創建更廣闊的

平台，讓兩岸文化交流煥發絢麗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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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宗教局副局長蔣堅永表示，星雲大師

創立了佛光山，還創立了佛光會，積極投身

社會事業，弘法利生，開創星雲模式人間佛

教。星雲文化教育公益基金會掛牌，正是星

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在大陸佛光祖庭集中體

現。星雲大師不忘兩岸同胞積極往來、佛教

界合作交流、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一系

列重大交流活動，彰顯大師的中國心，台灣

情。 

    提拔好苗子 設立獎學金 

國家海協會顧問陳雲林表示，星雲大師多

年前就一再表達心願，希望成立文化教育基

金會，不過大陸現行政策控制非常嚴格，在

國家宗教局、文化部、民政部大力支持下，

終於成立了，是兩岸交流文化公益事業一件

非常好的事情。星雲大師德高望重，廣結善

緣，以慈悲心為兩岸和平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他也提到總書記習近平會見大師時說：「

大師你送給我的書，我全部都看完了。」兩

岸關係現在遇到很多坎坷，但歷史潮流、發

展趨勢，兩岸人民絕對會選擇一條正確的道

路。 

星雲大師表示，出家人不要錢，以空為有

，以貧窮為榮耀，享受虛空。因為自己銀行

戶頭裡有錢，所以成立公益基金會，要做好

事，像在台灣已成立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

基金，獎助各項活動。今天在大陸獲得領導

們重視，成立星雲文化教育公益基金會，未

來將舉辦「提拔好苗子運動」，提供獎學金

讓窮苦青年有上進的機會，就如過去禪宗六

祖惠能大師得到安道誠十兩的獎學金安家，

才能出家成為一代祖師。國家社會要幸福安

樂，兩岸一家親，大家都是中國人，國家受

人尊重，人民自然也受人尊重。 

     
基金會落腳 南京雨花台 

基金會以發揚中華文化為宗旨，本於星雲

文／加減

一口飯哲學

幫自己的忙

另類財富

▲紀念星雲文化教育公益基金會成立，來賓

與基金會牌匾（右下角）合影。

� 圖／人間社記者周雲�

佛情世間

生活快門

一息來與不來
文／陳彥宏

大師「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的三好思

想，以公益形式開展各項文化與教育活動，

加強國際及兩岸文化教育交流，為社會和諧

、世界和平服務。基金會址設在南京市雨花

台區，並在京、滬和宜興大覺寺設有辦事處

。 

出席嘉賓尚有國台辦主任助理龍明彪、民

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副局長劉振國、中國佛

教協會副祕書長吳國平、關心下一代理事長

，原外交部副部長武韜、無錫市委副書記蔣

洪亮、宜興市委書記王中蘇、人民出版社常

務副社長任超、山水文園集團李轍主席、僑

福集團黃建華總裁等。

美麗就在身邊
文與圖／余曉梅

星雲文教公益基金會 祖庭揭牌

禪∣門∣語∣錄

文／星雲大師   

譯者／滿和法師、Doris Koegel-Roth、   

               Leon Roth 

佛以方便力，示以三乘教；�

眾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

� ──《妙法蓮華經》

 

這是出自《妙法蓮華經》的一段偈語

，主要在闡明佛陀觀機逗教的慈悲與智

慧，以種種權巧方便，廣度一切眾生。 

世間人形形色色，根器、根機各有不

同。比方做學問，有人喜歡文學，有人

研究科學，有人適合哲學；在事業方面

，有人喜歡農業，有人偏好工業，有人

從事商業；在興趣上，有人喜愛音樂，

有的人愛好閱讀，有人嚮往旅遊；在個

性上，有人剛強，有人柔軟，有人內向

，有人開朗。人心種種真是千差萬別。 

對眾生這許多差別相，「佛以方便力

」，佛陀運用各種的方便，施予各式的

教化。就像喜歡吃茶的，就給茶喝；喜

歡喝咖啡，就給咖啡；喜歡牛奶的，就

給牛奶，佛陀有無限的方便，觀機逗教

，讓不同根機的眾生，都能歡喜得度。 

「示以三乘教」，佛陀視眾生根機是

入世或出世，給予聲聞、緣覺、菩薩乘

等不同的三乘教法。對於看破世間，不

計較執著榮華富貴的眾生，佛陀給予出

世的聲聞道、緣覺道的教法；若是對世

間有熱誠心、慈悲心、大願力，則講說

大乘的菩薩道，教以六度萬行、四攝法

、四弘誓願等法門，讓眾生發廣大心，

廣結善緣，發心為人服務，為人奉獻，

廣度眾生。 

「眾生處處著」，大部分的有情眾生

，處處貪著世間，看到花很美就想採；

見到金銀財寶就想發財；看到世間什麼

好的東西就想擁有，一顆心處處貪取執

著，永無知足。 

「引之令得出」，其實，要的愈多，

執著就愈多，人在世間「大廈千間，夜

眠不過八尺；良田千頃，日食幾何？」

只要能從有為法的世間，從有限的框框

中跳脫出來，便可放下自在，才能廣行

菩薩道，度一切眾生。

活 動 小 啟

查詢活動詳情，請撥電：

短期出家修道會

宗旨：實踐傳統佛教儀制，方便在家佛

弟子體驗清淨的寺院修道生活，

引領大眾加強正信正見，深入佛

法大海。

課程：行門與解門課程並重（佛門行儀

、禪修指導、朝暮課誦、佛法開

示等）。

日期：12月6日至12月11日
 

三皈依暨在家五戒菩薩戒

五戒菩薩戒時間：12月12日至14日

甘露灌頂三皈典禮時間：12月14日 

地點：佛光山南天寺 180 Berkeley Rd, 

Berkeley NSW 2506 Australia

南天寺 02 - 4272 0600 

南天講堂 02 - 9893 9390

北雪梨佛光緣 02 - 9410 0387

南雪梨佛光緣 02 - 9553 6533

或上網下載報名表 :

www.nantien.org.au

社會精英組成的國立中山大學EMBA十七

期專班成員，最近自掏腰包，集結一筆善款

成立「陽光17社會關懷協會」，這群人行善

的動機，都是被「班代」張鴻熙分享的父親

「一口飯哲學」故事所感動。 

「是我父親在我心中種下良善的種子」，

出身嘉義過溝鄉下的張鴻熙，幼時家貧，父

親從事米糠批發，他印象深刻的是，每次豪

雨，乞丐乞討不到東西吃，會集結在他家附

近，他的父親會起身走到廚房，盛一碗碗熱

騰騰白飯給乞丐充飢。 

幼時他不解父親為何在一家十口開飯前，

將米飯分食給陌生人，這個疑問直到出社會

才明白父親的「用心」。 

張鴻熙說，他白手起家創立「南統建設公

司」，面臨無數挫折與難題，「其他人生剛

起步的年輕人也跟我一樣」，如果這時沒人

願意挺身幫忙，是很冷酷無情的，所幸社會

總是充滿良善，就像當年我父親幫助了別人

，而我就在往後的歲月中得到別人幫助。 

如今事業有成，張鴻熙說，「是應該讓父

親於我心中種下的種子發芽，長成綠蔭大樹

了」，他希望與來自各界精英的EMBA同學

，攜手幫助更多社會弱勢，也讓父親當年濟

助弱勢的「一口飯」，擴展為「一片稻田」

，讓社會的良善源源不絕。 

種善因得善果，社會溫暖美好，一口飯哲

學是善種籽，多多益善！

結束幾天的北部出差，傍晚時分從台北啟

程回高雄。高速公路由北往南，三百餘公里

由昏至黯。 

是星期五吧？這車速時快、時慢、時壅塞

、時停滯，更不幸的是，今天這段路上，竟

然看到了六場事故。有小碰撞的，也有五、

六部車追撞的。不論如何，使得這原本就車

流量大的星期五下班時段，又更加壅塞了。 

返家，直入佛堂，和我們家菩薩合十頂禮

問個好。突然有感，端坐菩薩前，感恩菩薩

保佑，我回家了，卻也莫名的潸潸淚下！ 

我一路在想，這三百多公里的旅程，是不

是就像人的一生？我的車就是我，車流就是

人我，人生是不是就像那時順、時逆、時平

、時緩、時急、時停滯等等的車流狀況？ 

我一路在想，遭遇這幾場事故的人，是不

是就像是經歷了人生的大小坎坷與挫折困厄

的人？有的人稍有延遲，有的人稍有損傷，

也有的人很可能不幸的再也回不了家了！然

而大多數的人，卻都只是錯身經過的路人甲

乙丙丁，各自朝著他們的目的地繼續前進，

未曾為任何人停留。 

我一路在想，我如果是那車禍的人，我如

果是那往生的人，我會不會說早知道就如何

如何？我會不會說希望菩薩保佑平安不會如

何如何？我會不會遺憾還有什麼事沒有如何

如何呢…… 

《佛說四十二章經》中佛問沙門：「人命

在幾間？」對曰：「數日間」。佛言：「子

未知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

對曰：「飯食間。」佛言：「子未知道。」

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呼

吸間。」佛言：「善哉，子知道矣！」 

唐朝善導和尚〈臨終往生正念文〉云：「

世事之大，莫越生死。一息不來，便屬後世

。一念差錯，便墮輪迴。」 

元代中峰明本禪師云：「人生猶如幻中幻

，塵世相逢誰是誰，父母未生誰是我，一息

不來我是誰？」 

我不斷思量，人身是這麼的難得；但是，

生命，為什麼卻這麼脆弱與無常的在「呼吸

」間？ 為什麼「一息不來」，就是另一個

不可知的故事？為什麼這麼稀鬆平常的「一

息」，所牽動的是我們這一生在世間的所有

一切色、受、想、行、識？這麼稀鬆平常的

「一息」，牽動的竟然是一切的無常！ 

端坐在我家菩薩前，我仔細思量，我應該

還活著吧？佛菩薩讓我今天平安返家繼續呼

吸，是不是為了讓我更能進一步知道什麼才

是「真實正觀」？是不是為了要提醒我有沒

有「所做已辦」？

禪門的參禪悟道，是要窮追猛問，一
點也不鬆，一直問，一直想，一直參下
去；因此禪門的打坐，並非枯坐，而是
要參。參，就是用心思想。 

To seek the way through 
meditation, constantly ask 
questions. Don’t stop asking and 
thinking. The essence of meditation 
is not sitting, but searching.

台灣在秋冬季節，樹葉會變色的樹種不少

，其中以楓香、大葉欖仁、九芎，在城市的

行道樹及公園、學校、機關等場所最常見。 

楓香是大家最熟悉最常見的變葉樹，當楓

葉轉紅時，也是大家追逐賞楓的季節。 

大葉欖仁的葉片厚大，踩在厚實葉片所發

出的碎裂聲響，倒也增添一分野趣。 

九芎是名列台灣鄉土樹之一。光滑的樹幹

，為它博得「猴不爬」、「跌死猴」的別稱

。當冬天來臨，葉片會像楓葉一樣轉紅，甚

至比楓葉來得更豔紅。 

不管是走在城市或鄉間，放慢腳步、抬頭

看看周遭，或許不經意就能見到這美麗的殷

紅，讓人驚喜的景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