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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社記者慧屏、有眾宜興報導】由中

國國家宗教局主辦的「首屆兩岸中青年佛教

人士聯誼交流會」，日前分別於中國無錫靈

山大佛及宜興大覺寺舉行，邀請中國佛教協

會、中國佛學院、上海、重慶、浙江、江蘇

、福建、陝西等地佛教協會三十位代表，以

及台灣佛光山、福智、法鼓山、圓光佛學院

、福嚴佛學院、靈巖山寺等教界代表三十二

人，共百餘人與會。   

首場座談「佛教教育的發展與兩岸交流座

談」由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國宗局局長王

作安、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學誠法師共同主

持。普陀山佛學院、中國佛學院、法鼓山等

代表率先發言，提出各項看法。 

    
冀開放師資互通 

促成此次交流會的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祕

書長覺培法師，回應普陀山佛學院老師的發

言。他認為，未來希望能開放兩岸師資互通

，解決師資短缺的問題，並順應時代脈絡，

發展網路弘法模式。佛教的發展必須兼容並

蓄，八宗兼弘，不能偏重某宗某派，尤其要

承襲佛陀的本懷，傾聽眾生需求，讓佛法人

間化、生活化。 

學誠法師表示，佛教的發展關鍵，在於信

仰者的素質，兩岸佛教可以相互學習交流，

甚至共同建設全方位兩岸佛教資料庫等。兩

岸佛教面臨的問題，台灣是新舊交接，大陸

則是青黃不接，在二、三十年努力下，已有

改善，但他強調「佛教要發展，關鍵在人才

，人才要靠教育來培養。」至於佛教師資缺

乏的問題，學誠法師表示，目前也缺乏一套

權威的佛教教材，佛教教育需要佛學與修行

並進。現在出家人數減少，居士的教育問題

，也是需要討論的方向。 

局長王作安欣見此次交流會，提供兩岸佛

教人士交流平台，並感謝星雲大師及趙樸初

等教界耆老致力推動佛教發展，開拓「兩岸

未通，宗教先通；宗教未通，佛教先通」的

局面，有益於改善大陸佛教人才青黃不接的

困境。 

面對現在大陸佛教師資人才、僧材培育、

體制健全等問題，王作安希望能借鏡星雲大

師在台灣弘法的豐碩成果，作為未來發展方

針。他勉勵大眾常保一顆願意交流的心，弘

揚中華傳統文化是兩岸共同的責任，需要全

球華人一起傳承、推動。 

    
佛教堪任和平橋梁 

會中星雲大師強調，此次交流會重點，在

促進兩岸佛教界的來往，大師對局長王作安

發起首次兩岸中青年人士宗教對談，肯定其

理念深具高瞻遠矚的宏觀視野。兩岸中生代

多往來是重點，這一回福嚴、圓光、福智、

法鼓山都有代表出席，很難得。兩岸要多來

往、多交流，宜先樹立規模。 

提到兩岸問題，大師說，宗教扮演關鍵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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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不是用來衡量別人的尺度，而是自己

身體力行的道德；慈悲不是用來沽名釣譽

的工具手段，而是真愛的自然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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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場「佛教教育的發展與兩岸交流座談」

由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右一）、國宗局局

長王作安（右二）、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學

誠法師（右三）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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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語離眾怖，無上慈悲法；�

內得甚深智，能滅諸煩惱。�

� ──《華嚴經》

 

這首四句偈主要說明愛語的重要。佛

教講到人我相處和諧的法門，就是奉行

四攝法，也就是愛語、布施、利行、同

事。光是一個愛語，就是修行的第一功

課，學佛，首要學習的就是愛語，也就

是讚歎。 

佛教裡，讚歎佛、法、僧三寶的偈語

有很多，如讚佛偈：「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讚歎法：「無上甚

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

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讚歎僧：

「僧寶清淨不思議，身披如來福田衣；

堪為人天功德主，堅持戒行學無為。」 

我們不但要讚歎三寶，還要讚歎我們

的師長、讚歎我們的朋友、讚歎我們的

同事、讚歎我們的家人，因為讚歎是修

行的入門。如果一張嘴，只說是非、造

口業，卻不懂得好好利用來做功德，這

划不來。身口意三業的修持，其中以說

好話是最容易做的，為什麼不做呢？ 

愛語是智慧，愛語是人緣，愛語是財

富，愛語是橋梁，若吝嗇說愛語，是很

可惜的。愛語不怕多，只要正派、合時

，好處無窮。「愛語離眾怖」，說出來

的話，要讓人不害怕，要讓人歡喜，讓

人不心生恐怖，這是很了不起的修行。 

「無上慈悲法」，愛語是無上的慈悲

法。慈悲的內容很多，比方以物質給人

，以金錢給人，做事幫忙人等等，但是

這都不及說上幾句好話。將錢給人，有

時對方拿了去做壞事，但是說好話讚歎

，對方受到鼓勵，就會奮發向上。 

「內得甚深智，能滅諸煩惱」，說愛

語能令自己得到智慧，因為愛語要說的

巧妙，要說對時候，要說對了人，要說

得很有妙處，這也要有大智慧，才能消

除人我之間的煩惱糾紛，滅除種種的煩

惱。

少年天地‧俚語好好玩

文／張馨文    圖／泱汀

阿芬家事愛地球

如何煮出一鍋好飯
文／林素芬

煮飯，這個看似簡單的工作，或許很多人

覺得很容易。只要洗好米之後，放入電鍋、

按下開關就大功告成。但事實上，有些小訣

竅很容易被忽略掉，這可會左右米飯的好吃

與否喔！ 

例如，水量的控制就是一個要點；如果使

用的米較新的話，那麼水量就可以少一點，

煮出來的飯才不會黏糊糊的。 

另外，按下開關之前，先靜置半小時也是

增加美味的步驟喔！因為生米如果水分吸得

夠，中心膨脹之後，煮出來的飯粒就會更鬆

軟可口。在寒冷的冬天裡，水分吸收較慢，

可以放置久一點再按下開關。 

即使同樣是使用電子鍋，但從洗米、加水

到按開關的時間，也都會左右米飯的好吃與

否喔！

兩岸佛教中生代 共商樹人大計

生活快門

划著船兒採紅菱
文與圖／陳立文

色，佛教能擔任兩岸和平的橋梁，促進彼此

和好友愛、相互認同。建議兩岸佛教未來可

在佛門傳統、在家居士教育、提升比丘尼等

四眾弟子弘法角色，及增加兩岸宗教團體互

動等議題上，建立共識。希望透過交流的力

量，促使進步、達成和平，讓兩岸的未來更

有希望。 

關於兩岸佛教的發展，各方亦提出建設性

方案。圓光佛教學院寂慎法師建議，將來希

望成立長久性的兩岸佛教友誼促進會；福智

董事長如證法師建議，期望中國佛教協會及

佛光山做為兩岸佛教交流的窗口；法鼓山果

鏡法師提議，佛教論壇可採深度對談，有效

促進彼此了解，產生實質互動。 

活 動 小 啟

查詢活動詳情，請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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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障礙生周宏懋，念書時學科總是不及

格，今年卻以全國工科技能競賽砌磚銀牌的

優異表現，取得國手選拔資格，升上私立科

大。 

周宏懋小學五年級、國中二年級接受一次

鑑定，都是學習障礙。他不知道學習障礙是

什麼，根本不在意，只是覺得要背、要想的

科目很無聊，不想讀，學科從沒及格過。後

來因學障身分，選讀彰師附工建築科。 

「小時候玩積木堆城堡，喜歡堆砌的感覺

。」周宏懋說，高一成績是老師「高抬貴手

」才過關，高二學科不及格，必須留級重讀

，幸好建築科老師沒放棄他，找他當砌磚選

手，每次砌完作品，很多人稱讚，他愈來愈

有自信，將來要從事相關行業。 

砌磚指導老師粘錦成稱讚周宏懋，不但「

快、精、準」，表現出砌磚的獨特天分，因

此建築科訓練周宏懋當選手。 

粘錦成說，周宏懋不適合念書，卻是砌磚

技術人才，目前加入以彰師附工建築科校友

為班底的藝術砌磚團隊，跟著到社區、台北

市等地砌磚，與未來職場銜接，為一○五年

國手選拔作準備。周宏懋深得恩師的相知相

挺，才有今日的表現。「對的人放在對的地

方，會做出對的事。」真是至理名言。

強強坐在書桌前發呆好久了，讓經過他身

旁幾次的阿嬷忍不住停下腳步，問他：「強

強怎麼啦？想什麼事情想到臉都被原子筆畫

到了！」強強放下筆，趕緊用手在臉上抹了

抹，說：「阿嬷，早知道我就不要吃藥了！

都是上個星期吃感冒藥惹的禍，讓我變得笨

笨的，老師教的數學我一個字也沒聽懂，現

在都不會了啦！」 

原來強強被功課所困擾，阿嬷拿起他的課

本看了一下，安慰強強說：「感冒怎麼能不

吃藥呢？等一下傳染給全班的同學，那就糟

糕了呀！」但是強強還是很氣餒的說：「可

是現在更慘了！不管老師教什麼，我都不懂

，是要怎麼寫功課啦！」阿嬷很不理解的問

：「那強強怎麼不去問同學呢？我記得坐你

隔壁的同學每次都是第一名，不是嗎？」強

強更生氣的說：「我有問她啊！可是她竟然

說：『我媽媽說不可以教笨的同學，教會了

就會被同學贏過去的。』」 

阿嬷搖搖頭，說：「她竟然這樣回答你呀

！那強強怎麼不去問老師呢？」強強搖搖頭

說：「我不敢，怕老師生氣，認為我上課不

專心，或是覺得我真的太笨了！」阿嬷拍拍

強強的頭說：「敢問的笑一時，毋敢問的見

笑一世。」阿嬷認真看一下課本，拿起紙來

，說：「阿嬷先教你今天的功課，等明天到

學校一定要問老師，不然數學愈學愈深，你

就真的會卡住，以後連算錢都不會就慘了喲

！」 

孔子說：「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

文也。」再博學多聞的人，也不可能什麼事

都知道，所以三人行必有我師，養成謙卑的

心，虛心學習，才能學到東西；而懂得比較

多的人也不能驕傲，學問是學不完的，透過

教導別人的過程中，說不定還會有更深層的

體會，貫通每一個道理呢！

星期假日參加家扶中心在柳營江南度假村

舉辦的關懷家扶兒相見歡公益愛心活動後，

難得逍遙，心情放鬆，沿途欣賞鄉村的田野

風光。 

車開到大農部落，在一片深翠綠的菱角田

，喜見有位菱農划著輕舟，正在採收菱角。

這幅詩情畫意的浪漫畫面，不正是五○年代

一首耳熟能詳的民謠老歌〈採紅菱〉，歌詞

中「划著船兒採紅菱」的最佳寫照嗎？ 

菱角是一年生草本水生植物，有「水中落

花生」的稱號，時序進入仲秋後，正是菱角

飄香的好季節。農民彎著腰，一粒一粒地從

水中採取，採收期大約三到四個月，每個月

兩次。 

划著船兒採紅菱的畫面，除了增添農村溫

馨美麗的田園景色外，在大家品嘗菱角的美

味之際，更要感恩粒粒皆是菱農辛苦採收的

成果。

敢問的笑一時 毋敢問的見笑一世

動物行星 

谷本奶奶和小嘎
文與圖／譚凝慶

蒼鷺是冬候鳥，每年秋冬交際，會從北方

飛回較溫暖的南方過冬。牠常常如模特兒般

，以高挑的身材風姿綽約的靜立高樹或水中

；當牠飛翔時，展開的雙翼約有兩公尺寬，

露出深藍色的美麗翼緣，黃黑色修長的雙足

踏水扶搖而上，濺起串串水花，於水面畫下

一道波紋；雙翅緩緩上下擺動，弧度優美。

蒼鷺是一種生性孤僻的水鳥，也不喜歡和

人類太靠近，野外看到蒼鷺，經常是和小白

鷺、大白鷺等水鳥一起在淺水灘地捕食。 

蒼鷺最高可以長到半個人高，是少見的大

型候鳥。野生蒼鷺通常不喜與人親近，但日

本高知縣曾有一位七十歲的谷本奶奶，從二

○○○年至二○一二年間，跟一隻叫做小嘎

的蒼鷺建立了長達十多年的情誼，每年夏天

，蒼鷺小嘎總會依例到谷本奶奶家拜訪，比

人類朋友的感情更加深厚。 

日本高知縣鏡川是蒼鷺的棲地，每年春夏

當蒼鷺返回棲地時，谷本奶奶便大聲呼喚「

小嘎」的名字，蒼鷺小嘎也好像真的聽得懂

似的，應聲飛到谷本奶奶位於河邊的住家屋

頂上，開心享受奶奶為牠準備的小魚，完全

不像一般野生蒼鷺會害怕人類，而且吃完每

日大餐，還會像說「謝謝招待」一樣頻頻點

頭，回應谷本奶奶的話。 

谷本奶奶和小嘎的友誼至少延續了超過

十二年，由於蒼鷺的壽命一般很少超過十年

以上，以蒼鷺而言，小嘎算是相當高齡。但

二○一二年的夏天，小嘎或許是上了年紀，

或許是夏天太熱的關係，雖然小嘎照常飛到

谷本奶奶家的屋頂上，卻不肯飛下來吃飯。

直到谷本奶奶精心為牠準備容易吞嚥的丁香

魚，才引起小嘎的食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