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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貧僧有話要說 十說

一筆字展覽館 山東濟南開幕

【人間社記者嚴淑萍山東報導】緣於星雲

大師一筆字書法而設立的「公益信託星雲大

師教育基金」，受到社會各界人士大力支持

。第一家由企業單位成立的「星雲大師一筆

字展覽館」，日前在中國山東省濟南市隆重

開幕。大師一筆字在大陸巡迴展出後，各地

回響熱烈，繼山東濱州、遼寧覺華島由當地

政府設立「一筆字書法陳列館」後，濟南民

眾亦共襄盛舉。

主辦方山東天寧禪文化公司邀請佛光山宜

興大覺寺都監妙士法師、佛陀紀念館館長如

常法師與副館長如元法師等到場觀禮，山東

省台辦主任張雪燕、山東博物館館長郭思克

等人也到場祝賀。

「能成立星雲大師一筆字展覽館，是一生

最幸福的事。」展覽館館長柳寧表示，他支

持星雲大師所推動的三好、四給理念，如星

雲大師所言「請看我的心」，以此帶出展場

各區布置主題，如「不忘初心」、「修心為

人」，主展廳則是以「一花一世界，一葉一

菩提」為方向，來宣揚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

理念，期盼來館看展的觀眾，皆能受到心靈

的啟發。

台辦主任張雪燕及山東博物館館長郭思克

表示，五年前在佛館展出山東青州佛像，透

過展覽的因緣接觸佛光山、認識星雲大師及

佛教，回山東後，他們大力宣導大師的三好

理念，也感謝佛光山真正落實兩岸文化的交

流。

    
觀一筆字    如讀金剛經

如常法師表示，因為去年大師一筆字到山

東巡迴展覽的因緣，促成今日星雲大師一筆

字展覽館的成立，並讚歎柳館長的用心與真

心，也以德山禪師的《金剛經》公案勉眾：

「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

可得。」讓來館參觀的人，走一圈等於聆聽

大師講述一部《金剛經》，也同步薰陶佛光

山人間佛教理念。

此次星雲大師一筆字展覽館於山東濟南成

立，也為大陸充斥仿照星雲大師一筆字的現

象，正本清源。

此外，湖南長沙亦將有星雲大師一筆字陳

列館。「每一幅字都能感受大師的修為，對

眾生的期許和教誨。」中國集團公司促進會

副祕書長張靜之分享，她正在積極進行。

展覽館館長柳寧（左一）帶領大家欣賞星

雲大師的一筆字墨寶。

� �圖／佛陀紀念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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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旅行者 365日

 總監修／星雲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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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植物禪

種不死的植物
 文與圖／白石莊主人

朋友送了我幾截火龍果苗，我擔心不會種

，種不起來，朋友說，這種植物隨便丟隨便

活，種死它可不容易！結果，果真隨便一插

就活了，甚至於有一小截遺落在泥地上完全

沒去照顧也活了。

種不死的植物正好適合我這笨手笨腳之人

，在鄉下過著半筆半鋤的生活多年以來發現

，種不死的植物可還真多，火龍果只是其中

一種；此外，樹薯、雞蛋花、朱槿等也幾乎

如此，隨便切一截枝去扦插，成活率幾乎百

分之百。

有的植物不但種不死，連砍都砍不死，例

如危害草皮至巨的錢幣草，砍不死又除不盡

，砍斷的植株直接又再長成新株，真可說是

除不勝除。有一回我在小湖此岸用割草機連

葉帶根猛割一番，大有將之碎屍萬段的決心

，不料幾天之後在小湖對岸發現它們的殘葉

殘枝已隨水漂到岸邊，正準備登岸進行大規

模的繁殖。

神話中的不死之鳥其實普遍存在於植物界

，看到植物的生命力讓人不免驚覺，或許有

一天這個地球終將由植物統治。而植物這樣

強韌的生命力更教我感受到人類的脆弱，小

傷小病都得仰賴醫生，更遑論千千百百種各

式各樣的毛病，日日夜夜擠得大小醫院人滿

為患。

從小小一截枝幹蘊藏的生命密碼，有誰還

敢妄稱人類是萬物之靈？

                                       參禪參纏                                            　　　　　                                                     　                文與圖／尤俠同是連體嬰

後來，各地佛光會成立了青年團，慈容、

慧傳、覺培、如彬等法師每年在世界各地召

開「國際佛教青年會議」，如：歐洲日內瓦

聯合國會議中心、法國巴黎、美國紐約、洛

杉磯、澳洲雪梨、馬來西亞、日本等地，都

是他們參學、會議的地方，希望讓現代青年

們彼此交流，打開視野走向世界。像是在馬

來西亞綠野仙踪舉辦的佛光青年團代表大會

，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團代表八千人集會

，雖然我沒有辦法如佛陀的「靈山勝會，百

萬人天」，但是那時候能有八千位青年集會

，看得出佛教未來前途，我也喜不自勝了。

而慈惠、妙凡、妙光等法師，每年為來自

數十個國家地區、世界四百餘所大學，如哈

佛大學、倫敦大學、北京大學、新加坡大學

等，千餘名以上的大專青年舉辦「國際青年

生命禪學營」，也獲得熱烈回響。口耳相傳

，現在已成為各地青年學子一年一度期待的

盛事。

在三十多年前，慈容法師就在台北普門寺

為媽媽們舉辦「婦女法座會」，為老師們舉

辦「教師研習營」，到後來又有「生命教育

研習營」，以及為愛好藝文者舉辦「文藝營

」等相關活動。近二十多年來，每年分別在

北中南三區舉行「禪淨共修法會」，每場都

有萬人以上參加，點亮萬盞心燈，為國家社

會祝願美好。除此，每年都有千名以上翰林

學人集會，二千多個讀書會學員們更是經常

聚會研讀。再說到各種信徒講習會、義工講

習會、短期出家修道會等，幾十年來更是從

未間斷。像短期出家，曾經報名有萬人以上

，可見佛光山辦活動，吸引群眾的能量可觀

。甚至暑假、寒假的兒童活動，因為人數眾

多，都必須分梯次舉行。

    
佛法淨身心 鄉村環島佈教

曾經任職教育部的李耀淳先生，是佛光山

的護持者，義務發心來佛光會負責「佛光童

軍團」的推動執行工作。無論男童軍、女童

軍，都正式取得世界童子軍協會的登記，經

常在世界各地露營、參與大會師，也算是協

助我們兒童幼苗培養的工作吧！可以說，這

許許多多淨化人心的共修活動，無日無之。

辦這些活動期間，最辛苦的還是大寮（廚

房）裡典座（煮飯）的發心菩薩了。雲居樓

負責典座的徒眾慧專法師告訴我，去年（二

○一四年）光是二個月的暑假，雲居樓的齋

堂就有超過二十萬人次吃飯。貧僧為了感謝

這許多菩薩前來擔任義工，經常以水果、餅

乾表達感謝和鼓勵，也不知道有多少回了。

當然，也有人批評我們只是辦活動沒有修

行，但是從早期宜蘭青年跟著貧僧披星戴月

鄉村環島佈教，到現在全球有數百名的檀講

師、宣講員，如：鄭石岩、鍾茂松、吳欽杉

、李虹慧等人，他們分別在全世界各地，一

次又一次的宣講佛法，讓更多人給佛法震動

，生起了信心，不能不說這些活動對他們沒

有貢獻。菩薩道的修行就是「但願眾生得離

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的積極六度波羅蜜，

而貧僧能以佛法幫助大家淨化身心，也感到

非常欣慰自豪了。

至於說到個人修行，佛光山的住眾比丘、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四眾弟子，每天二

時（早晚課）課誦以外，三餐過堂，一飯一

菜，數十年如一日，在教室裡也至少八個小

時學習。另外，有禪堂參禪、念佛堂念佛，

還要出坡服務，你說，他們有修行沒有修行

呢？

現在，佛光山在世界上設立三百多個道場

，也像基督教星期日禮拜一樣，每個道場周

六舉行共修。全球佛光人同一時間，同步念

佛，平均每一個道場以三百人至五百人計，

就有萬人同時念佛共修，向自己的內心探討

自我的世界，不向外面的世界追求，自己也

增加了對佛教的信心。� （待續）

儒家以世界大同為天下昇平和樂的期望，
孫中山先生也以「天下為公」作為他草創
民國的理想。佛教則以四生九有、法界平
等的「天下一家，人我一如」的理念，建
設人間淨土。

台灣是一個亞熱帶地區，很適合榕樹

的生長，行走在各個地方，經常都可以

看到很多的大榕樹。據說多年前，台南

成功大學校園內也有一棵大榕樹，有一

陣子，大榕樹不知道什麼原因，漸漸地

枯萎，沒有了生氣，多少年來在大榕樹

下運動、乘涼、聊天的居民，都很關心

它的「身體」狀況。

後來有一位國際佛光會的會員發起搶

救大榕樹活動。首先，他跑去找植物專

家來研究這一棵大榕樹，究竟是因為遭

受病蟲害，或者水分、養分不夠，還是

氣候不適導致它面臨死亡的命運。經過

植物專家的研究之後，決定為它設計護

欄、加土，進行保護的工作。然而這項

工作需要相當的經費，附近的居民知道

後，都自發性地紛紛出力集資，最後終

於把這棵大榕樹給救活，又恢復以往人

們在大榕樹下做運動、乘涼、談天的場

景，受到大榕樹的庇蔭。

人與萬物之間的關係密切，互相照顧

、互有恩惠，人類能重視環保，對世間

上的生態付出關愛，大自然也必定會庇

蔭人類。

所以，身為社區的一分子，如果我們

對社區肯付出關懷，社區安全了，人人

也都能獲益。

同樣的，如果我們能對廣大的社會大

眾發揮愛心，大眾得到了幫助，必然也

會回饋這個社會。

這是一個因緣和合的世界，彼此都是

你幫忙我、我幫忙你，光只是討人家便

宜、享受別人的給予，很貧窮。唯有結

緣、幫助人，才能獲得世間上的眾緣成

就；眾緣能給我們圓滿。

老榕樹

�只要有心
文／須彌光

台灣台北有一間「甜裡開始」的餐飲店，

店長是一位視障者，她開店六年，包含她自

己和幾名員工都是視障者。雖然他們眼睛不

方便，但還是靠自己走出了幽暗生命。

店長從泡咖啡、飲料到送餐點、收餐具，

每個動作都憑觸覺作業，剛開始，時常受傷

，現在偶爾也還會出意外。但她為了不成為

家人負擔而休學，堅強獨立的生活著，讓人

感佩！店長自己說，視障者從事餐飲業很困

難，因此才決定創業，「因為看不見，所以

會比別人更用心！」她不但幫助了自己，也

讓其他視障者有機會走出自己的光明路。

店長說，很多客人說她像顆小太陽般，對

人心有療癒效果。她因此才知道，原來一直

努力生活的自己，能帶給他人正面的力量。

她的下階段目標，就是考取國際咖啡師證照

，她希望日後能當一位咖啡講師，幫助更多

視障者飛翔，擁有自己的蔚藍天空。

星雲大師聞名世界的「一筆字」，是因為

大師的眼睛看不見，他一落筆就要完成心中

所想的字，因此，大師常說「不要看他的字

，要看他的心」。大師在《佛光菜根譚》中

說，凡事用心勤肯學習，必定能夠突破囿限

。是的！「只要有心，天下無難事」。

有心的生命，會呈現出光采、動人的力量

，而這分力量同時也會感動、影響周遭更多

的人。

另類財富

我一直生活在「眾」中

文／佛光星雲（1927～）

人生在世，要有大願心，�

願普天之下的人都能享有幸福安樂。�

發願化身一棵樹，給眾生庇蔭；發願造一

座橋，給大家行走；發願常轉法輪，度化眾

生改邪歸正；�

發願使家庭和諧，妻賢子孝，兄友弟恭；�

發願好好教育子女，使其成為國家棟梁、

社會中堅；�

發心每天讀多少經、念多少佛、說多少好

話、多少笑容。這都是一種願力的實踐。�

� ──選自《人間佛教系列》

�

Putting�Vows�into�Practice�
Venerable�Master�Hsing�Yun�

（1927�-�,�Fo�Guang�Shan�）�

English�translation:�Venerable�Zhi�Yue�

During�our�lives,�we�should�make�great�vows�to�

benefit�everyone�in�the�world�so�that�they�may�be�

happy�and�at�peace.�

By�vowing�to�be�like�a�tree�or�a�bridge,�we�offer�

others�a�shelter�as�well�as�a�path�to�walk�on.�When�

we�vow�to�teach�the�Dharma�to�others,�others�can�

benefit�from�our�teachings�and�begin�their�lives�

anew.�

We�can�bring�harmony�to�our� families�by�

vowing�to�be�a�better�spouse,�a�more�loving�child,�

and�a�more�respectful�sibling.�In�addition,�we�should�

vow�to�educate�our�children,�so�that�they�may�

become�the�future�leaders�of�society.�

Reading� sutras,� chanting� the�Buddha’s�

names,�speaking�good�words,�and�smiling�at�others�

everyday�are�all�ways�to�put�our�vows�into�practice.

� �──�from�Renjian�Fojiao�Xilie�

� （Humanistic�Buddhism�Series）

願力的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