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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財富

視民如親
文／加伯

文／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我究竟用了多少「錢」？
貧僧這一生的歲月究竟是有錢呢？還是沒

有錢呢？自己也搞不清楚。

不談內心的財富，就是談世間的金錢吧，

貧僧口袋裡一向沒有放過錢財，銀行裡也沒

有存款，也沒有私產，所以佛光山只有傳法

、傳位給弟子，歷任住持從心平、心定、心

培，到現任的心保和尚已經是第九任了，沒

有錢財的傳承。

這一生真正追究起來，就算是過路財神，

也有一些錢財經過我的名下。不幸的是，貧

僧不好財富，卻在名義上有很多財富上的關

係。仔細一算，應該也不只在百千億以上。

   海內外辦大學   動輒數10億元 
 現在社會都叫人要公開帳目，貧僧個人的

私帳沒有，但公有的財富卻有不少。為了向

社會大眾報告，將它列表如下：

第一先說慈惠法師幫我辦的教育事業。

一、南華大學，二十年來，在教育部登錄

有案的花費就有四十多億。

二、佛光大學，在教育部登錄已使用的也

有六十多億。

三、西來大學，雖然在國外，大多由國外

的信徒分擔，若把美金換成台幣，二十五年

來，也約在二十二億左右。

四、南天大學，土地由政府以一塊錢贈送

，占地一百Acres（英畝）以上。澳洲的信徒

，光是建一棟大樓和一座南天大橋，包括南

天寺，開支也在三十六億多。台灣的建築費

高於大陸一倍，澳洲又高於台灣三倍以上，

在澳洲的建設之難，建築經費之昂貴，說來

實在讓人膽戰心驚。

五、光明大學，二十年前，由菲律賓的信

徒，幫忙買下蘇聯位在馬尼拉的大使館，改

建成十層樓的「萬年寺」。現在，又再為光

明大學買了十五公頃的土地，應該價碼也在

近十五億以上。

六、普門中學，至今已經超過四十年。別

人辦學都是賺錢，但普門中學每年都要靠佛

光山補助，再加上購買土地、遷建新校舍，

四十年下來，總計也在台幣二十多億左右。

   五大洲逾30校    30年來免學費

七、在南投埔里，承蒙靈巖山向台糖公司

租賃土地，後來妙蓮長老轉讓給我接收，要

我辦理「均頭國民中小學」。因為空間不敷

使用，又買下學校左右的土地，預計開辦高

中，總計也花了大約七億多元。

八、在台東建設的「均一國民中小學」，

也是跟台糖公司租借土地辦學。但光建築費

就花了三億多元。因為路途遙遠，照顧不周

，剛好碰到嚴長壽先生對原住民教育有理想

，我就把均一中小學交由他來接辦。這一個

學校的財務深坑，除了我最初投入的三億多

建築經費以外，今後只好委由嚴長壽先生來

負擔了。

九、宜蘭的慈愛幼稚園、新營的小天星幼

兒園、善化的慧慈幼稚園、台南的慈航托兒

所，甚至包括佛光山普門幼稚園，以及當初

在高雄開辦的普門幼稚園等，因為有學雜費

收入，還可以維持經常開支，但土地和建築

費，也將近花費了六、七億元。

十、由政府主辦、佛光山承辦的社區大學

全省有近二十所，現在由慈容法師擔任總校

長。雖然不買土地，不建校舍，利用各縣市

分別院的道場殿堂，當作教室使用，每個學

期給予教師的鐘點費，十年下來大概也花了

五億元左右了。

十一、在世界五大洲，三十餘所的中華學

校、幼稚園、托兒所等，甚至包括馬來西亞

、澳洲、印度、香港、菲律賓、南非等各地

的佛學院、孤兒院，三十年來，除了完全供

應學生免費就讀，師資、三餐供應，應該也

花了十五億以上。所幸，在印度新德里由慧

顯法師領導的沙彌學園，有近百位來自印度

各省的沙彌，非常用功勤學，將來印度佛教

的復興，還怕沒有希望嗎？

十二、佛光山叢林學院已有五十多年的歷

史，每年有數百人免費就讀，食宿、三餐，

連衣單都供應。細帳已難以計算，如果男、

女眾學部每年每人五萬元，加上教師的鐘點

費，五十年下來，應該不只有十億以上。

   億元善財辦報    15年補貼20億

其它，也曾經辦過「西來獎學金」、「佛

光獎學金」等，幾十年來，在世界各地鼓勵

青年學子的獎學金也就不去計算了。

總說上面的教育部門，貧僧自己雖然沒有

錢，感謝十方，為了貧僧的因緣，大家護持

的教育經費，也用了二百三十億以上了。我

們沒有大功德主，但是「百萬人興學」每人

每月台幣一百元，為期三年，讓大家有辦教

育的理念，增加自己的品德。

佛光山是一個教團，不是以慈善救濟為主

，而是以文化教育為重。除了大量的經費用

於教育之外，第二部分就談到文化了。

說起文化，貧僧從小雖不好錢財，但喜歡

舞文弄墨，六十七年前在大陸時，就曾經辦

過《怒濤》月刊，承蒙家師志開上人捐獻補

助紙張、蔭雲和尚幫忙印刷費，一共辦了

二十期。時逢法幣和金圓券不斷的貶值，也

難以去算它有多少錢了。

到了台灣以後，貧僧除了供應過去的《自

由青年》、《覺生》月刊、《菩提樹》雜誌

稿件以外，自己也主編過《人生》雜誌、《

今日佛教》。尤其發行四十年的《覺世》旬

刊，到現在《人間福報》每天都有「覺世版

」，至今十五年不輟。「覺世」這個名稱隨

著我，應該也有五十五年的歷史了。

之所以會辦《人間福報》，是貧僧青少年

時候的理想，一定要為佛教辦一所大學、

辦一個電台、辦一份報紙。雖然面臨平面

媒體發展不景氣的時代，但我特地選擇在二

○○○年四月一日智人節創刊。我籌備了

一億元給心定和尚做發行人

、依空法師做社長，我和他

們說，這一億元來路不易，你

們要是把報紙辦到三年才倒閉，我就不怪你

們；如果在三年內停刊，你們就辜負我的苦

心了。

貧僧的話還算有力量，先後歷經依空、永

芸、柴松林、妙開、符芝瑛、金蜀卿等社長

，到現在已整整十五年了。十五年來，常住

大約也有二十多億元的補貼。辦報紙到底有

沒有賺進分文，歷任社長都可以見證，如實

知道實際的情況。

   編佛光大藏經    逾千套贈大學

另外，十五年來的《人間衛星電視台》，

那更是一個無底深坑了。因為這是一個公益

電視台，完全不收廣告費。最初，光是付給

二十六個國家系統業者上衛星的費用，每個

月就要數千萬元；還要做節目，每天二十四

小時播出，從來沒有過一分鐘的空檔，每個

月花費億元以上。後來，實在是經營不起，

只有慢慢節省預算，將一百多名員工裁減到

七十多名。十五年來，好在有幾位衛視的護

法，如賴維正、李美秀、羅李阿昭、陳鄭秀

子、薛政芳等人補貼，也應該花費三十億以

上的台幣。目前就由覺念法師承擔負責了。

為了編印《佛光大辭典》，日本龍谷大學

博士出身的慈怡法師為我主持編務。花了十

年的時間，在一九八八年完成，大陸中國佛

教協會會長趙樸初長者，希望我們能把大陸

的出版權贈送給中國佛教協會去發行。這十

年開支一億元以上的費用，也在自己歡喜捨

得的性格下，就轉贈給他們在大陸出版了。

後來，聽說在亞洲其他國家如越南、韓國

，把這十大冊、三萬二千多則詞條、約三千

幀圖表、近千萬言的辭典，都翻譯成當地語

言出版。為了佛法的流傳，我也就不去顧慮

什麼版權的問題了。現在隨著電腦、網路的

快速發展，也花了不少費用，由慈惠、永本

法師將《佛光大辭典》重新增修，並且製作

成電子佛學辭典發行，以利大眾使用。

《佛光大辭典》編輯完成的同時，三十多

年來，佛光山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不斷進行《

佛光大藏經》的編修工作，將經典重新分段

、標點、校對。陸續完成的有：《阿含藏》

十七冊、《禪藏》五十一冊、《般若藏》

四十二冊、《淨土藏》三十三冊、《法華藏

》五十五冊等。這許多大藏經，光是送教育

部代為轉贈給各大學就有三百部，還有贈予

聯合國圖書館，紐約大學、哈佛大學、俄國

聖彼得大學、英國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等海

內外各大學圖書館等，已不只千套以上了。

目前由依恆負責《聲聞藏》，依空負責《

藝文藏》，永本、妙書負責《本緣藏》，滿

紀負責《唯識藏》等，他們各自帶領著無以

計數的義工，同步進行編纂藏經的工作。集

數十人的力量、三十餘年的時間，除了佛光

山供應食宿之外，包括編輯義工的車馬費，

印刷、出版、運費等，也應該在五億以上了

。 二十說之三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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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著作，翻譯二十多種語言，一千五百多本，二千餘萬言。《佛光大藏經》已出版《阿含》、《禪藏》、《般若》、《

淨土》、《法華》，共五大藏一百九十八冊。另外，《聲聞藏》、《藝文藏》、《本緣藏》、《唯識藏》，仍在編纂。� 圖／慧延

▲大慈育幼院的壯族舞蹈，是三好嘉年華遊

行的亮點之一。� 圖／人間社記者陳碧雲

 凡事替人設想，凡事都想著要皆大
歡喜，就能夠解決問題。只為自己想
，問題難以解決，若為他人想，就容
易解決。

王先生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長，生意做

得非常成功，但是個性嚴肅，太太每天

用心做飯菜，從來都不曾獲得先生的一

句讚美。

有一天，王先生回家吃中飯，太太特

地為他做了一道清蒸板鴨。可是正當王

先生舉起筷子要享用美味的時候，卻發

現鴨子有異狀。於是他問：「太太，鴨

子一般都是兩條腿，為什麼我們家的鴨

子只有一條腿呢？」

太太回答：「沒錯啊！我們家裡的鴨

子都只有一條腿啊！」

先生不相信，說：「亂講！鴨子都是

兩條腿，怎麼會是一條腿呢？」

太太說：「如果你不相信，就到我們

家後院的池塘去看看吧！」

日正當中，兩人來到了後院。果不其

然，三五成群的鴨子都在休息，全都蜷

起了一條腿。

這時，太太就說了：「你看！我們家

的鴨子不都是一條腿嗎？」

先生倒也很高明，立刻對著鴨群拍起

手來，「啪！啪！啪！」掌聲一起，鴨

子受到了驚嚇，紛紛跑了起來。先生甚

為得意，就說：「太太，你看吧！我們

家的鴨子不也是兩條腿嗎？」

王太太見時機成熟，就對先生說：「

難道你不知道嗎？這是有掌聲才有兩條

腿的啊！」

一個幸福安樂的家庭，需要仰賴家中

的每一分子共同來營造，上下相親相愛

。尤其做先生的，要讚美太太是世間上

最賢慧、最美好的女人；做妻子的，也

要讚美先生是最能幹、最有為的男人，

夫妻相互讚美，必然就能白頭偕老。

讚美對於人是非常重要的，舉世滔滔

哪一個人不希望獲得別人的讚美、肯定

？所以，做人處事要想得到方便，有時

候口中的一句好話，比出多少的力氣助

人，力量還要來得更大。

鴨子一條腿

台灣苗栗縣頭份警分局斗坪派出所警員林

振民，得知轄區小學生「阿翔」翹家翹課，

不但主動關心，還常帶他出遊，讓孩子有「

家的溫暖」，如今阿翔步入正軌，鎮長徐定

禎頒獎，感謝警員視民如親。

林振民去年底接獲斗煥國小求援，班導師

說，阿翔來自單親家庭，祖母年邁，父親和

姊姊輕度智障，升上六年級後在外廝混，只

好找警方協助，拉孩子一把。

林振民要求阿翔放學後到派出所寫作業、

寫日記、聊天，了解他心裡想什麼，「軟硬

兼施」，沒做完功課不許回家。

林振民跟妻小出遊會想到阿翔，帶他走訪

南庄、大湖、台中新社等地，林振民么子喚

他「阿翔哥哥」，「一家人」留下不少開心

鏡頭。

林振民說，阿翔起初常向派出所「請假」

，寫作業不積極，現在已改善。阿翔常和「

阿伯」林振民LINE，像家人般噓寒問暖。

林振民說，阿翔重返校園，回歸正常生活，

他感動又開心，把阿翔當兒子，讓孩子多一

個玩伴。

林振民從事「人民保母」工作，服務轄區

民眾之餘，還付出心力，照顧邊緣家庭的孩

子，當作自己的子女，給予溫暖給予愛，讓

走入歧途的孩子回歸正路，是警界楷模，也

是社會榜樣，值得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