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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圖／道璞

文／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第三次，最重要的，應該是禮拜觀世音菩

薩的體證。承蒙佛菩薩的加被，讓貧僧從少

年的星雲，而可以一躍為青年的星雲；從無

知的佛子，到對佛法深刻體會的修持，從愚

癡懵懂，而慢慢知道一些般若智慧的訊息，

這大概是受益最大，我應該感謝諸佛菩薩的

慈悲恩德了。

十八歲那一年，也是抗日戰爭的末期，我

到了焦山佛學院，貧僧應該懂得自學了。每

個月我發行一本刊物，內容都是自己手寫的

，並且把它命名為「我的園地」，讀者只有

我一個人。內容包括卷首語、社論、佛學講

座，也有散文、小說、詩歌，甚至編後記。

因為都是自我抄寫、自我練習，文字的力量

深深的刻印在心版上，這對我後來寫作，對

多方文體看起來都能應付，應該關係很大。

尤其這個時候，胡適之的《胡適文存》，

梁啟超的《佛學十八篇》，王季同的《佛學

與科學的比較》，尢智表的《佛教科學觀》

、《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以及《

海潮音》、《中流》月刊，對我也幫助很大

；我每讀到好道理，都把它記在筆記本上。

甚至魯迅、巴金、老舍、茅盾、沈從文等當

代文學大家的作品，也讓我非常嚮往，乃至

陳衡哲的《小雨點》、冰心的《寄小讀者》

等，我都受了一些影響。

   投稿文詩   給予自己鼓勵

在焦山授課的老師就不像過去簡單了。我

記得有當初太虛大師門下第一佛學泰斗芝峰

法師，有北京大學教授薛劍園老師，有善於

講說《俱舍論》的專家圓湛法師，還有一些

老莊哲學、四書五經，甚至於代數、幾何等

課程。我在那一、兩年中，如飢如渴的飽嚐

法味。一有空檔，還有一些小文、小詩投稿

在鎮江的各個報刊，給予自己的鼓勵很大。

我在焦山，除了寫過〈一封無法投遞的信

〉給我生死未卜、不知何在的父親，以及〈

平等下的犧牲者〉，還寫了一篇〈鈔票旅行

記〉，雖然自己沒有用過錢，但是貧僧有一

個頭腦、有一點新思，真好像自己開悟了一

樣，學什麼都感到得心應手。

在焦山期間，還有半年就能畢業，因為

對院方的改制不滿，我放棄了畢業典禮，

寫信獲得家師的同意，在民國三十六年（

一九四七）冬天，帶我回到祖庭大覺寺禮祖

，並且在鄉下一個學校裡做一名小學校長，

讓我學以致用，給我一個「做中學」的試驗

場所。

甚至，後來到南京擔任短期的住持，對於

過去青少年期間學習的叢林規矩，加以運用

，讓自己不至於荒廢時光。就好像海陸空三

軍一樣，我參學過佛門的律下寶華山學戒堂

，宗下金山江天寺、常州天寧寺的禪堂，教

下焦山定慧寺的佛學院等，雖沒有深入，也

都能沾到一些理事圓融。影響所及，現在貧

僧也自己能做戒師了，在佛光山多次傳戒，

對於有些規矩也能做一些改進，這不能不歸

因於當時參學各宗各派時扎下的基礎。

   革新佛教   弘法利生助緣

在南京只有短短一年多時間，我和道友們

在華藏寺提倡「佛教新生活運動」，以白塔

山辦《怒濤》雜誌的經驗，就推動起革新舊

有的佛教，向新佛教邁進一步了。這也算開

拓了我的思想，成為我走上弘法利生的最大

助緣。

來到台灣以後，雖然貧僧不是什麼很高明

的人，但樂於與人同享知識。在中壢圓光寺

掛單的時候，就有不少的人，三、五人一組

，由我跟他們講授國文、淺顯的佛經。尤其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的時代，在新竹

青草湖台灣佛教講習會（佛學院）擔任教務

主任，一面教學相長，一面服務行政，一面

率領學生修持。邊學邊教，一個學期忙下來

，應該消瘦不只七、八公斤，可見貧僧對教

學的熱忱和用心了。

後來到了宜蘭，貧僧不會音樂，但我為大

家做了許多歌詞，如：〈弘法者之歌〉、〈

快皈投佛陀座下〉、〈西方〉、〈鐘聲〉、

〈佛化婚禮祝歌〉等；我不懂文藝，只是稍

懂一點文學，卻在宜蘭開起文藝班授課；也

是有限的佛法，竟在那裡講經開座，弘法利

生。

漸漸的，經常有各界人士來拜訪，見到我

，教書的老師，談一些教育的經驗；商界人

士跟我談經營買賣的過程；軍人來了，講一

些軍中戰爭的情況；政治家也會說一些政治

的人我是非……，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正是

大陸一些學者、專家、名流集中到台灣來，

他們也不容易找到對象談話，知道在宜蘭雷

音寺小廟裡，有一個能與人對談的和尚，所

以就來找我談論了。

   釘模鋪泥   開山身體力行

我得到他們的教導，和一名學生一樣，每

天有很多的老師好像送上門來似的，教我學

習百科全書。我就這樣跟著大眾學習，把社

會當為學校，不要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可以說，任何人都可以做我的老師了。

這些學習，讓貧僧感到，眼睛像照相機，

耳朵像收音機，鼻子好像偵察機，舌頭好像

擴聲機，身和心的聯合作用，就可以隨機應

變，人身也就好像是一部機器，在思想上可

以自由運轉了。

從這些點點滴滴，貧僧感到學習的不只是

學問，而且是要具體的實踐。好比貧僧最拿

手的是煮飯菜，而參與最多的卻是建築，要

建房子得先從搬磚、搬瓦、挑砂石、拌水泥

等著手，必須實際去工作，而不是只在旁邊

口說動嘴。

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的時候，因為

一位初中畢業的木工，為我在高雄建設普門

幼稚園的因緣，我就帶他一起到佛光山來開

山。這位木工就是蕭頂順先生，雖然只有初

中畢業，但非常聰明伶俐，他和我都沒有學

過建築，也不會畫圖，我們就在地上用樹枝

比畫，討論要多高多長。就這樣，從開山初

期到現在，幾十年佛光山的建設都是他們原

班人馬，沒有換過。他自己家裡祖孫三代，

後來也都在這裡一起參與建設。

我也因此跟著他們一起工作，從釘板模、

綁鋼筋，甚至最早叢林學院的道路、龍亭、

大雄寶殿丹墀，到後來靈山勝境廣場等，鋪

設水泥的時候，還都是貧僧和佛學院的學生

們用鐵尺一格一格劃出來的。

   自覺覺他   成就理事圓融
 

至於典座做飯菜，那就等於一名小廚，一

定要先從洗碗、洗盤，洗菜、切菜開始，然

後才能動鍋動鏟，慢慢成為給人接受的廚師

了。

貧僧雖然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是喜歡

教育，也倡導教育。就在不久前，全台灣

一百七十多位大學校長到佛陀紀念館來開會

，教育部指示貧僧和全部的校長講話；接著

我們的南華大學林聰明校長、佛光大學楊朝

祥校長，也要貧僧跟他們全校師生、幹部講

話。我以自己的經歷，講述自學、自覺的學

習過程。

自學是孔子的教學，所謂「學而時習之，

不亦說乎？」自覺是佛陀的教法，所謂「自

覺、覺他、覺行圓滿」。也是這些自學、自

覺的經驗，成就了現在貧僧的行事、貧僧的

思想、貧僧的觀念、貧僧的做人處事、貧僧

的舉一反三、貧僧的理事圓融、貧僧的僧信

平等，甚至對於佛法妙理的體會，讓貧僧的

一生都感到非常受用。

 二十說之五（下）

有一隻狗子到法院按鈴申告，法官感

到很意外，就問牠：「人免不了會有冤

屈不平，你做條狗，生活單純，來告什

麼狀呢？」

狗子委屈地說：「有一天我肚子實在

很餓，就到李四家去討飯吃，他不給我

飯吃也就算了，但是我依照狗子討飯的

規矩要飯，李四竟然用棍子痛打我一頓

，他侵犯我的『狗權』，我要請法官判

他的罪！」

法官聽後不禁莞爾，就說：「你們跟

人類討飯吃也講規矩啊！」

狗子回應道：「我們上人家的門要飯

吃，只有前面的兩條腿可以伸進門檻裡

，後面的兩條腿一定要露在門外。我沒

有違反規矩，他怎麼可以打我呢？所以

，我無論如何都要告他！」

法官覺得狗子的申訴有理，就說：「

李四打你確實不對，不過這是我生平第

一次判決狗子向人告狀的事，我要怎麼

處罰李四呢？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狗子聞言，欣喜雀躍地說：「請罰他

來世做個大富翁！」

法官甚覺詫異，說道：「你不處分李

四，反倒給他討便宜？」

法官的一席話聽在狗子耳裡，不禁黯

然神傷起來。牠說：「法官大人，你有

所不知，我的前世是個家財萬貫的富翁

，但由於為富不仁，不肯施捨助人，像

個守財奴，今生才墮入畜生道為狗，每

天吃人家剩下來的飯菜，還要飽受欺凌

。所以，請法官判李四來世做個富翁，

讓他也被錢財蒙蔽智慧，最後嘗嘗做狗

的滋味。」

雖然這只是一則趣譚，但也昭示我們

，人生的價值並非只在為自己創造財富

，自私自利地過一生，身而為人應該要

有使命感，樂於助人，喜捨結緣。

在這個世間上，不要以為有錢就可以

做功德，有錢也可能造罪；不要以為有

錢就可以做好事，有錢也可能做壞事。

所以，有錢的人應當更愛國家、愛社會

，多做一些福利大眾的事情，可千萬不

能做了富翁，而將來不幸地淪為畜生道

，那可真是划不來呀！

狗子告狀

我的自學過程
貧僧有話要說 五說

如
果
有
人
愈
是
能
經
得
起
刻
骨
銘
心
的
苦
難
，  

    

能
夠
忍
受
得
了
，
他
必
然
愈
是
能
夠
成
功
。

 人生兩手空空的來，又兩手空空的去，
世間的名利及榮華富貴，在生死無常之下
，是「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

花開禪心

念佛有感

文／心培和尚

澎湃的慈心念佛聲

此起彼落

猶如天曼陀羅華

飄蕩心間

形成念力之網

梵音遍滿宇宙虛空

霎時

無貪、無瞋、無痴

只有悲、智、願、行

慈光圍繞著自性

照徹法界無所不遍

當下

只有空、淨、澄、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