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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旅行者365日
中華文化佛教寶典

文╱星雲大師

我簡單的管理學

貧僧有話要說 九說

總監修／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對高雄信眾暢談弘法一甲子的故

事。� 圖／人間社記者陳碧雲

弘法甲子慶 星雲大師話因緣

【人間社記者陳昱臻高雄報導】為慶祝佛

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在台灣高雄弘法一甲子，

佛光山南屏別院推出一系列慶祝活動，日前

舉辦「星雲大師高雄弘法甲子慶茶話會」，

追隨大師逾六十年的長老慈惠法師、慈容法

師及一千六百位高雄信眾齊聚一堂，聆聽星

雲大師娓娓道來高雄弘法的故事。

慈容法師引領大眾唱誦〈弘法者之歌〉

等多首由大師作詞的佛教歌曲串場，有如

一九五三佛教歌詠隊風華再現。現場更有不

少從壽山寺到南屏別院一路追隨大師學佛

六十年的資深信徒，在此重溫往事，備感溫

馨。

「在我倡導人間佛教當中，經常以歌唱弘

揚佛法，記得有一首歌詞『我們要求生命久

長，快快皈投佛陀座下』，我們信仰佛教，

與二千五百年前的佛陀接心；信仰佛教，真

正的生命不死。」星雲大師表示，在此甲子

慶之際，上承佛陀時代，下接未來世代無量

壽，如歌詞所言，讓我們生命久長，皈投佛

陀座下。此語引來眾人掌聲久久不歇。

   
 三大關鍵 結甚深緣

 星雲大師述說來到高雄弘法的三個重要因

緣。民國四十年夏天，大師應邀到高雄苓仔

寮開示，以「如何醫治人生的疾病」為題，

提出治心的方法，吸引千餘人聆聽。由於講

座從晚間七時開始，每當演講結束時，大家

就鼓掌安可，表示再說一個，當時年紀輕，

就再多講一個，結果講到十一時還欲罷不能

。對年輕的大師而言，佛法講說讓台下的聽

眾歡喜又感動，因而開啟他在高雄弘法的因

緣。

爾後大師二度受邀在高雄演講「談念佛淨

土法門」，他從人們在淨土的食衣住行切入

，令聽聞者深感妙不可言，因此盛情邀請他

不可離開高雄，希望大師駐錫高雄。大師提

及，在高雄弘法總要有道場，道場需要經費

來建設，那時他甫出版《無聲息的歌唱》，

於是捐出百本書，以一本五元作為建寺基金

，始有壽山寺的設立。這是與高雄的第二個

因緣。

此後，多位居士如「粉絲」般緊緊追隨大

師，當年大師收到日本大正大學的入學許可

證，正準備要到日本留學，當年開醬園的朱

殿元告訴大師：「我們都把你當師父，你卻

到日本當學生，那究竟是師父還是學生呢？

」大師聞言慚愧的說，「我做你們的師父，

就不該去做學生。」朱殿元的一句話，又再

接起大師與高雄的不解之緣。

後來，高雄信眾經常一隊隊到宜蘭央求大

師南下到高雄弘法，大師於心不忍，但高雄

又無道場，於是在西本願寺前的土地建了壽

山寺，展開講經結緣，興建壽山佛學院。為

了辦教育，大師可是歷經許多辛苦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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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做貧僧的話，佛光山所有的徒眾

一千餘人，他們也應該都叫貧僧。其實，你

問他們有錢沒有錢，可能他們說沒有，但你

問他們生活得歡喜不歡喜，他們必然會告訴

你生活得非常歡喜安然，不然，為什麼要出

家做「貧僧」呢？

    
發揮集體創作    強調制度領導

不僅如此，為了樹立佛光山的宗風思想，

維護山門綱常紀律，貧僧也為徒眾立下「佛

光山十二條門規」，作為四眾弟子依此修道

的準則。這十二條門規是：

一、不違期剃染        二、不私建道場

三、不夜宿俗家        四、不私交信者

五、不共財往來        六、不私自募緣

七、不染污僧倫        八、不私自請託

九、不私收徒眾        十、不私置產業

十一、不私蓄金錢    十二、不私造飲食 

在佛教裡，這些規矩說起來簡單，做起來

卻不容易。因為，佛光山不是個人，而是一

個教團，佛光人的作為，不能只為個人求安

樂。凡有所作，都要想到團體、大眾，都要

顧及團隊精神，要有「大我」的觀念。大眾

依共同法則、共同制度，共同所信、共同所

依，共同的自由，作為行事的準則，這就是

所謂「集體創作、制度領導、非佛不作、唯

法所依」。

後來，跟隨貧僧的徒眾、信徒漸漸增多，

想到台灣大學的師生都自稱「台大人」、文

化大學的華岡師生也稱「華岡人」，因此，

凡與佛光山有緣的人，都應可以稱為「佛光

人」。為了建立大家的共識，於是貧僧又陸

續立了〈怎樣做個佛光人〉十八講，讓僧信

大眾對於佛光山的宗旨、目標、道風、守則

，有一個深切的認識。十八講的內容，可以

參閱《人間佛教系．佛光與教團》。

 
   光榮歸於佛陀    成就歸於大眾

我也告訴徒眾，凡事要抱持著「光榮歸於

佛陀，成就歸於大眾，利益歸於常住，功德

歸於信徒」的精神行事。

所謂「光榮歸於佛陀」，指的是雖然佛光

山大眾人多共事，但是個人不可爭功、不可

執著，要隨喜隨眾，一切的光榮都是集體創

作、仗佛光明而有。

「成就歸於大眾」指的是，佛光山創辦的

佛教事業，都不是我們個人能力所及，一切

都是全體大眾共成的。

所謂「利益歸於常住」，在佛光山，一切

都依佛陀建立「六和僧團」的理念而行事。

「六和」是指戒和同遵（法制的平等）、利

和同均（經濟的均衡）、見和同解（信仰的

一致）、身和同住（和樂的相處）、口和無

諍（語言的親切）、意和同悅（心意的開展

）。在佛光山常住裡，雖然個人不富有，但

也沒有人為生活憂心，無論衣、食、住、行

，生病、旅行參學等，一切都有常住照顧，

因為不私蓄、不占有，可以說是無憂無慮的

佛國淨土了。

而「功德歸於信徒」，則是說信徒在這裡

發心、修行、奉獻、護持，一切的緣分、功

德都應該有他們一份。

以上種種說來，其實說我是「貧僧」，除

了金錢，這許多的思想、理念、制度，甚至

三好、四給、五和、六度……都是我的財富

法寶。若要問貧僧的管理學是什麼？實在說

，貧僧的管理學就是在大雄寶殿的規矩裡，

在禪淨法堂的法制裡，在典座齋堂的發心裡

，在勞動出坡的作務裡，在人我關係的和諧

裡，在佛法正信的悟道裡。我希望佛光山適

當的貧窮，過清貧的生活，這就是中道的管

理學。除此之外，貧僧還有什麼管理學呢？

所謂「有佛法就有辦法」，有了佛法，又怎

麼會去怨天尤人、慨嘆自己呢？

原來世間上不是以有錢、無錢來論貧窮富

有，貧、富，還是在心裡上的感受。行文至

此，對於自古以來在大陸叢林裡流行的「貧

僧」兩個字，貧而不貧，自然也就理所當然

了。 （待續）

▼

 推行人間佛教，不一定希望人人都是
有財有勢，主要是必須心裡富有；有仁
愛的心，即能發菩提大願。

王小弟買字

我這一生有很多的缺點，不會外文，

不會梵唄唱誦，也沒有練過毛筆字，但

是現在卻常有信徒要我寫字送他做紀念

。自忖字雖寫不好，但是人情很可貴，

為了給大家歡喜，也就不揣淺陋提筆結

緣了。就這樣，索字的人便愈來愈多。

曾有一段時期，佛光山一連舉辦數場

「佛光緣書畫義賣」活動，得款悉數捐

給佛光大學作為建校基金，徒眾把我寫

的毛筆字也一起拿去義賣。會場上，這

些字的喊價，從一百萬元、兩百萬元到

六百萬元不等，價值愈來愈高。很慚愧

！六百萬元買四個字？在我看來是連六

毛錢都不值的，但是信徒的盛情，實在

是很寶貴。

有一次，在佛光山台北道場舉辦的「

佛光緣書畫義賣會」上，信徒熱烈地響

應競標，高喊著十萬、二十萬、五十萬

，就在標到一百萬的時候，忽然聽到一

個小孩子的聲音，他說：「一百塊！」

聽到這個音聲，覺得很動人，我立刻

就拜託主持人，將這幅字賣給了王小弟

。我說：「一百萬不賣了，一百塊賣給

這位王小弟吧。」

當王小弟握著一百塊錢滿心歡喜地到

前台換字的時候，他的父親在一旁看了

不禁感動落淚，與會大眾也隨即響起熱

烈的掌聲。

當下我覺得，眾人的掌聲、父親的眼

淚豈只是值一百萬元？那是比什麼都更

高貴、更有價值啊！

我常說「感動的世界最美麗」、「感

動的世界最有價值」，人不一定要完全

從金錢上去衡量事物的價值，心意的表

現如何，才是最高的價值標準。就像我

的字，哪裡值錢？大家會喜歡，都是因

為他們願意打從心底，欣賞它另一方面

的價值。

在關鍵一刻表達出來的善心美意，就

算只是一點一滴，也都是無邊的法界。

所以，王小弟的一百塊，是比一百萬還

要有價值了。

天心月圓
 文／演音弘一（1880~1942）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執象而求，咫尺千里。

問余何適？廓爾亡言，

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選自《弘一大師全集》

The Heart of Heaven,that Full Moon
Yanyin Hongyi （1880 - 1942）English 

translation:Venerable Miao Guang

Acquaintances between superior men

are as bland as water.

Any pursuit with a mind attached to appearances

may seem within reach,

yet a thousand miles away.

When asked of me, “What place shall suit 

you?”

I remain speechless in the face of an open future.

On the flower branches, full of spring air,

In the heart of heaven, that full moon.

── from Hongyi Dashi Quanji（The 

Complete Works of Master Hongyi）

您想讓孩子在假日中學習不一樣的知識嗎

？由雪梨南天中華學校主辦，雪梨華僑文教

中心協辦的「2015年雪梨南天兒童快樂營」

，定七月四日於佛光山南天寺舉行。活動旨

雪梨南天兒童快樂營
在獻給孩子一個快樂且充實的假日，培養團

隊合群的精神，及學習「三好」─做好事、

說好話、存好心。

課程涵蓋靜態與動態─認識中國文化、禮

儀規矩、兒童禪修、太極、三好尋寶活動等

，以及到臥龍崗植物公園認識自然植物生態

。全程將由南天中華學校的老師帶領。歡迎

7至12歲的兒童踴躍報名。

費用：澳幣$ 60（含車資、午餐、點心
          、T恤）
活動地點：1.佛光山澳洲南天寺 
                  2.臥龍崗植物公園
截止日期：7月1日
聯絡人：鄧陳淑華 
電話：02-98939390 
手機：0411-4698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