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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云：「寧在大廟睡覺，不在小廟辦道。

」好逸怠惰是人性的本然，在大眾中共修

，可以時時警惕自己，不易退失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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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他布施時，而生隨喜心；

隨喜之福報，與施等無異。

� ──《因果經》

 

我們常聽到「樂善好施」這句話，稱

讚一個人熱心行善、喜捨布施。布施，

可以說是日常生活中最常看到，也最為

一般大眾所認同的善行。社會上，善心

人士對慈善救濟充滿熱忱，歡喜參與，

大力布施。同樣地，在宗教裡，佛教徒

對信仰很虔誠，也常到寺廟裡布施植福

，甚至天主教徒、基督徒，也常到教會

裡奉獻布施。 

布施不一定只限於錢財，像見人微笑

是布施，見人行禮是布施，說好話使大

家歡喜，這都是布施。況且，錢財的布

施有時甚至還不及出力的布施，社會有

好多人發心做義工，譬如到慈善機關或

寺院道場做義工，幫忙掃地、倒茶，服

務大眾。這些義工給人關懷，給人溫暖

，讓整個社會更美好，這比出錢布施更

重要。 

除了出力的布施以外，說好話也是一

種布施，有的人覺得自己不擅言辭，沒

關係，看到他人在布施行善、做好事，

心裡跟著歡喜就可以了，這種隨喜的功

德與布施者的功德，是平等無差的。物

質的布施，是有形、有相、有為的，而

心意的祝福，卻是無形、無相、無為的

，功德也很殊勝。信佛教不一定要出錢

，人家出錢做功德，你心生歡喜，功德

是一樣的，隨喜並不困難。 

所以，學佛不難，只要肯布施歡喜心

，就能得到功德。真正的布施，是布施

歡喜，把歡喜布滿人間。一個人就算布

施了很多的錢財，做了多少小時的義工

，說了多少的好話，可是心裡不歡喜，

那也沒有用。因此，所言所行能做到皆

大歡喜，那麼所說所做所想，就都合乎

佛法了。 

這首偈語告訴我們，見到旁人布施，

要心生歡喜，這個隨喜的福報，與布施

平等無異。

【記者陳玲芳高雄報導】佛光山二○一五

年「幸福與安樂佛化婚禮暨菩提眷屬祝福禮

」，日前在台灣高雄佛陀紀念館大覺堂舉行

，來自馬來西亞、印度、大陸廣州、上海及

台灣各地近百對新人與三百對菩提眷屬，在

佛光山寺住持心保和尚福證，以及逾三千位

親友見證下，「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元旦喜氣盈盈   千人祝福 
假期首日，恰逢良辰吉時，佛館內外一片

喜氣洋洋。近百對新婚夫妻與三百對菩提眷

屬共同接受佛光大佛、佛陀真身舍利加持，

婚禮恭請心保和尚擔任證婚人，主婚人禮請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榮譽總會長吳伯雄、吳

戴美玉伉儷擔任；介紹人為國際佛光會中華

總會總會長趙麗雲。 

悠揚悅耳的〈結婚進行曲〉環繞全場，身

穿中國式禮服的花童率先登場，可愛的模樣

引人讚歎，百對新人沿著紅地毯，在司儀感

性朗讀新人致父母感謝詞下，雙雙進入復古

紅色繡球彩帶與各種花卉繽紛布置而成的禮

堂；伴隨如雷掌聲，會場洋溢溫馨氛圍。而

後，眾人雙手合十唱誦〈香讚〉，佛化婚禮

更顯莊嚴。 

心保和尚帶領百對新郎、新娘共同宣誓，

引領新人在佛前許下永結同心的諾言。 

    菩提眷屬    樂融融 

今年菩提眷屬結褵六十年鑽石婚有四對

，五十年金婚有十七對，三十年以上有

一百六十對。其中高齡九十三的蔡金帶、蔡

吳雪紅老夫妻牽手七十年，一家四代同堂、

其樂融融。 

三百對來自世界各地的菩提眷屬，由中華

福報推廣協會理事長陳順章、蘇素賢伉儷等

十二對代表宣讀誓願文：「我們互相扶持，

永結同心。我們好因好緣，白頭偕老。我倆

於今日懇切發願，愛家護教，成就佛道。」 

    生命恩人   不忘初心 

心保和尚開示，「結婚是成家之鑰」，家

庭和順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幸福與安樂佛

化婚禮暨菩提眷屬祝福禮」寓意深遠。一場

完美且感人的婚禮，能時時提醒雙方不忘初

心，對經營幸福美滿的婚姻，有「加分」作

用。他勉勵在座「新手」菩提眷屬，夫妻之

間不要講太多「理」，夫妻相處之道，在於

「少計較、比較，多關心、關懷」。如同星

雲大師開示：「夫妻雙方，是彼此生命中的

恩人，要時時感恩，互相尊重包容。遇到不

同看法時，要像跳探戈一樣，你進我退，家

庭才會溫馨、和順。」 

連續五年擔任佛館佛化婚禮主婚人的吳伯

雄，恭喜百對新人與三百對菩提眷屬，能在

磁場最好的佛教聖地齊聚一堂，堪稱全世界

最有福報的人。他期許每對佳偶都能成為「

經得起病痛、苦難考驗的老夫老妻」，一生

一世、不離不棄。

▲百對新人與菩提眷屬在佛前許下永結同心

的諾言。� 圖／人間社記者陳碧雲�

五十三歲的台灣屏東佳冬鄉石光村長劉金

亭，十幾年來熱心地方公益，籌辦關懷據點

，讓老人家找回自信與活力，獲選台灣省政

府舉辦的「地方基層芳草人物」代表，省主

席林政則頒贈「造福鄉里」及表揚狀表揚。 

省府表示，劉金亭熱心公益，推展地方志

願服務工作不遺餘力，積極推動社區公共事

務，推舉她為地方芳草人物，讓更多人學習

她的服務奉獻精神。 

民國八十五年開始，劉金亭展開她的義工

生涯，在村庄每個角落服務社區群眾，在學

校擔任交通導護義工，在社區關懷獨居老人

及身心障礙者、協助社區作環境清潔及綠美

化工作，服務熱忱始終不間斷，讓她贏得「

村庄土地婆」美譽。 

「家人的支持，是我最大原動力。」劉金

亭說，先生陳平洋協助行政相關諮詢、社區

環境衛生防疫；兒子陳宣丞協助電腦文書及

策畫社區大小活動，全家一起投入社區總體

營造，整個家庭散發的能量，感染更多民眾

，一起加入義工行列。 

眾志成城是一句老話，家人一條心，沙土

可成金，劉金亭的熱忱與愛心，感染家人和

鄰里，成就了造福鄉里的志業，「村庄土地

婆」豈是浪得虛名！ 

所謂「學道求真免無常」，希望學

道者都能孕育道德、良心、智慧的人

生，印證、實踐一些古德真理，不要

浪費時間去計較無常的人我是非。

 

Strive to be just, conscientious, 
and wise. Abide by the ancient 
truths and don’t waste time on 
transient things.

一群年輕的男女在草地上奔跑追逐，突然

人群中爆出一聲歡呼：哇！我找到了！幸運

草，人間真有幸運草呢！ 

於是，大夥兒停止追逐嬉鬧，轉過來圍著

那個捏著一柄小草的女孩嘖嘖稱奇，傳遞著

她手上之草，人人便瞪大了眼睛。 

其實這也只是一株多長了一片葉子的酢醬

草罷了，只因大家年輕、好奇，而且也不曾

見過，人人興奮得像發現了稀世之珍了。 

「幸運草」真能給人們帶來幸運嗎？ 

小說家筆下是如此形容的。人們傳啊傳，

傳得真有這麼一回事了。而後孩子慢慢長大

，激情不再，幸運草的傳說卻又遞延給了下

一批年輕的孩子。就這樣代代相傳，與其說

是傳說著一株草，還不如說是傳衍著一個浪

漫的神話。 

對於這草，我有一個故事，卻不浪漫，而

是哀傷： 

四十多年前，我和全家人上山為弟弟祈福

，一口氣在山徑上發現了十多株四瓣幸運草

，全家人頓時轉憂為喜，以為就此撥雲見日

。不料數日之後，弟弟即和我們永別了，這

也成了我畢生之痛。此後一生之中見了此草

，痛苦不曾稍減，卻從不敢說與那些得了它

便欣喜莫名的孩子們聽。 

草就是草，多一瓣少一瓣，怎就代表了幸

運之神來或不來呢？ 

真正的幸運之鑰，其實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的。椎心之痛教我明白了這個道理，但我永

遠不會掃那些年輕朋友們的興。說不定在某

些時機下，這草還真能帶給人們療癒之效，

誰能否定！

參加周六法會共修，早上九點半《八十八

佛洪名寶懺》；下午一點半《大悲懺》，回

到家是傍晚五點多，車子停好，就從工作室

裡傳來聲音：「老婆，念完佛了回來啦！」

是尤老師在召喚我。 

我走進工作室看著尤老師手上正在雕塑達

摩，欣賞之餘也順便問問孩子功課寫完了嗎

？ 尤老師說：「女兒寫完了，兒子還在寫

！」 

我訝異的問：「不是約定中午前就要寫完

的嗎？兒子到現在還沒寫完，我就要實踐諾

言『打小孩』，這對一個剛懺悔念完佛的人

來說是不是太殘忍了？」 

尤老師說：「那你先不要回家，先在這裡

陪我聊天。」我聽著覺得也對。 

過沒多久，工作室的門被打開，女兒笑咪

咪的說：「媽媽您回來了，怎麼沒回家呢？

」我說：「剛參加完法會，回家就要『打小

孩』，是不是很搞笑？早上你們一起寫功課

，你哥哥有專心嗎？」 

女兒答：「我不知道。」 

我心想，不管如何是兒子壞了約定，那我

就要遵守約定實踐「打小孩」，就說：「思

云，你留在工作室，我回家看看。」

回到家，我就先拿起竹條對兒子說：「兒

子你太殘忍了，你讓一個剛念完佛求懺悔的

人來『打小孩』，你壞了約定，我卻要實現

我的諾言。快！我們快快了結，打完你之後

我們要出去吃晚餐，我肚子餓了。」

兒子一臉哀求著說：「媽媽！請原諒我這

一次，我只剩下一點作業。」當下我心裡想

該如何（心軟了），這時女兒忽然出現了—

—我知道該如何做了。

我說：「人無信不立，兒子你要把握這次

機會，重新做個遵守約定的人，趕緊讓我完

成任務。」

哈哈哈！就這樣完成任務，彼此不帶情緒

，事後很是哀怨地對兒子說：「你要跟我道

歉，讓我做這樣的事。」

兒子沒回答我，只是撒嬌的抱抱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