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天寺  Nan Tien Temple (IBAA)
Buddhist Centre 180 Berkeley Road Berkeley NSW 2506

Tel: 61(2)4272 0600   Fax: 61(2)4272 0601
E-mail: nantien@fgs.org.au    www.nantien.org.au 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Merit Times
Australia

文／星雲大師

圖／道璞

完成作業的責任

擁有金錢是福氣，會用錢是智慧，所以
我們不一定要做個擁有多少財富的人，
能夠做一個善用財富的人更重要。

銀貨兩訖

直升機父母

文／楊嘉敏

曇一禪師想要修建一座寺院，一位信

徒聽到消息，立刻就捐了五十兩銀子，

並且得意地對禪師說：「禪師，我捐給

你五十兩銀子哦！」禪師聽後，只是輕

輕點頭應諾，收下銀子，便轉身去忙其

他的事。

信徒覺得很奇怪，五十兩銀子不是小

數目，怎麼交給了禪師，他卻連一聲「

謝謝」都沒有呢？不過，信徒又想，大

概是曇一禪師沒有聽清楚我說的話，不

知道這是五十兩銀子。所以，隨後他又

大聲地說：「禪師，那是五十兩的銀子

呀！」

曇一禪師聽了仍是淡淡地說：「哦！

哦！哦！」也沒有表示什麼意思，就往

佛殿的方向走去了。信徒看禪師冷漠的

樣子，心裡很不高興：我們在家人賺錢

很不容易，我捐給你五十兩銀子，你怎

麼連一聲「謝謝」也沒有，就不能表示

一點重視的樣子嗎？

這位信徒繼續跟著禪師走向佛殿，路

上終於忍耐不住，說：「禪師，剛才給

你的五十兩銀子，難道沒有價值嗎？」

這時候，曇一禪師已經走到了佛殿前

，聽到信徒這句話，趕緊停下來，回應

道：「哦！哦！」接著就對著佛殿裡的

佛祖大聲說：「佛祖啊！這一位信徒捐

給寺院五十兩銀子，現在我就代表佛祖

向他說一聲：『謝謝！謝謝！』」說罷

，曇一禪師繼續又說：「這樣總可以『

銀貨兩訖』了吧？」

信徒聽了，感到很慚愧，心想：難道

我奉獻給佛祖，一定得貪求一聲「謝謝

」，立一個功德芳名，留一個紀錄，才

能補償自己這五十兩銀子的奉獻嗎？其

實，這種有相的施捨，反而把布施的價

值及功德減低了，假如是無相的施捨，

冥冥中自有功德福報，何必要計較呢？

所以，希望每個宗教的信徒，對宗教

的擁護、對宗教的支持、對宗教的奉獻

，都能帶著一種無償的心理，不要有「

銀貨兩訖」的心態。所謂「有心栽花花

不開，無意插柳柳成蔭」，無相布施的

功德才大，有相布施的功德反而少啊！

長假開始，又是家長和孩子們頭痛的時刻

到了！琳瑯滿目的作業，到底誰該負「完全

」責任呢？

有位家長因為孩子在寫作業時，遇到不懂

的詞語，於是趕緊打電話來問我。接到電話

後，我跟那位家長說：「怎麼會是您打電話

來？為什麼不是孩子自己打電話來問？那是

他的作業，自己要想辦法解決，而不是把問

題丟給爸媽，請爸媽幫忙解決！」家長聽完

後愣了一下！才回應我說：「也是。」我接

著說：「您不要把孩子的作業攬在自己身上

，久而久之，孩子會覺得完成作業是父母的

責任。」

我常看到許多非常盡責的家長，孩子作業

不會寫，幫忙找資料、找答案，再不行的話

，就自己親自操刀。孩子的作業，變成家長

的工作，孩子好像是家長的老闆，拚命塞作

業給家長，家長解決不了，再回過頭來抱怨

老師們出的作業好多好難，形成作業的惡性

生態鏈。

孩子作業忘了寫，自有老師會處理；孩子

作業不會寫，可以請教老師。懇請家長把作

業當成是訓練孩子責任感的工具，讓他們成

為作業的真正主人吧！

近期活動

南天講堂   甘露灌頂皈依三寶典禮

貧僧自從童年出家後，自覺沒有什麼好的

因緣培養自己的前途，最早的志願，只想在

佛門裡做一名飯頭僧。因為在棲霞、在焦山

時偶爾客串典座（煮飯菜），大家都交口稱

讚，貧僧感到自己對調理飲食有一些天分。

    
當飯頭僧   樂與大眾結緣

飯頭僧每天與大眾結緣，也是人生一件樂

事，但後來慢慢知道佛教落後的弊端，是因

為沒有人才、沒有教育、沒有青年。貧僧就

發心，想在文化教育上對佛教有所貢獻。不

過，那也只是一點微弱的心意，不敢說是大

志大願。

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年），政府派貧

僧做領隊，代表中國佛教會到東南亞訪問，

那是華人聚集的地區，雖然受到很多讀者的

擁戴，但對我個人的影響並不是很大；關於

此行的感想、記事，全都記錄在《海天遊蹤

》這本書裡。

  
  發願弘法   勉青年學外語

到了創建佛光山後，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政府又派我代表佛教前往美

國參加慶祝建國兩百周年活動，忽然眼界寬

廣了，想起我應該為佛教轟轟烈烈做一番事

業：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從

此，我就立定志願，不管成功與否，都要弘

揚佛法遍天下，不為個己求安樂。因此，在

佛光山就更加想要把叢林教育辦好，培養國

際弘法人才。

四、五十年前的台灣，在佛教裡很少有年

輕人學習英文，在青年學生當中，如果有人

學習英文，我就每個月給予兩百元獎勵。要

想弘揚佛法，與世界來往，就必須具備國際

語言、國際人才，所以一有機會，我就鼓勵

學生們出遊，到印度朝聖，培養對佛教的信

心，到歐美旅行，開闊自己的眼界。誰知其

前途艱難？想到自己有個心、有個願，成功

與否，也就在所不計了。

    
海外建寺   差點打退堂鼓

會走上國際弘法，是因為美國信徒王良信

從洛杉磯打來電話表示，他捐贈的一塊土地

，要我趕快派人前往建寺。那時候在美國、

加拿大，要贈送寺廟、土地給我的人很多，

我都因為顧慮人才不夠，不敢輕舉妄動。例

如：紐約的應金玉堂，要把大乘寺交給我主

持；加拿大的詹勵吾，要把靠近尼加拉瓜瀑

布不遠處170Acres（英畝）的土地送給我，

做為「世界佛教弘法中心」。經王良信居士

不斷的催促敦請，我就籌措了兩萬美金，請

會日文的慈莊法師，會英文的依航法師，前

往美國開山建寺。信徒們也都非常興奮，甚

至在台北圓山飯店為他們餞行。

他們到美國以後，一調查發現，那塊土地

只能建住宅，不能建寺廟，因為它不在宗教

區域之內。那個時候，美國的一棟House（

房）至少也要十萬美金，我們只有兩萬美金

哪裡能開山建寺呢？兩個人預計打道回台，

打了電話回來報告說建寺困難，還是回台最

好。我立即警告他們：「你們已經在圓山飯

店受了人家那麼熱烈的宴請餞行，如果回來

，以何面目見台灣父老啊！請等幾天，我和

心定法師即刻趕往美國。」

信徒捐的地既不能建寺，買一個房子也要

十幾萬美金，佛光山僅有的能量──兩萬元

，怎麼能成事呢？我們乘著王良信的車子，

一行人就在洛杉磯的大街小巷轉來轉去，在

第三天的黃昏，經過一條街道，慈莊法師指

著旁邊的小教堂說：「這棟教堂正要轉賣，

不過賣價要二十萬美元。」我說：「我們先

進去看一看好了。」他說：「看了也買不成

，又有什麼用呢？」我想，了解一下也好，

至少知道二十萬元價碼的房子，究竟是什麼

樣子的內容。� （待續）

皈依三寶是內心的向道之情，仍需要有

外在的形式來激發堅固的情操。

皈依的儀禮，就是自己以虔誠的信心接

觸佛心，佛陀再以慈悲威德灌注到我們身

心中，而感應道交，所謂皈依一時，信仰

一生，使之能持久永恆。

皈依三寶是在家信徒入道的戒法，所以

應從證明師求受。

叮嚀：穿著端莊整齊。勿著短褲、短裙

、背心及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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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脫死

佛法真義

了生脫死的意義，應該是：生，不為生的

苦所束縛、困擾，而能突破生的困難、挑戰

；死，也不為死亡而傷心難過不已，而能了

知有個不死的佛性。生時不苦不惱，死前不

憂不悲，用平常心看待生死如花開葉落的自

然，如此即為「了生脫死」。�

在佛門裡，常聽人問：「你為什麼來學佛

？」回答總是：「要了生脫死」；問到：「

你為什麼出家？」回答也是：「為了生脫死

。」了生脫死，固然是學佛出家的目標，但

是要怎麼「了生」？怎麼「脫死」？了生脫

死又是什麼樣的境界？了生脫死以後，要到

哪裡去呢？佛教史上，有什麼人了生脫死了

？什麼人在了生脫死後，還有什麼積極利他

的活動，你能舉出一些例子來嗎？�

說到生死，其實我們每天都在生死裡面打

轉，生死應該跟平常的生活息息相關。比方

，早上起來，不就是生了嗎？晚上睡覺，不

就是死了嗎？或者，你感到人生有希望、有

前途、有光明、有喜樂，不就是生嗎？你感

到什麼都是悲傷、苦難、消沈、灰心喪志，

這不就是死嗎？�

世間上，有的人為國犧牲、為眾犧牲、為

正義犧牲，大家都說他們「雖死猶生」，可

見他們沒有死；但是有的人活著，整天飯來

張口，茶來伸手，不但對社會人群沒有貢獻

，甚至還做出非法的事，那不是等於死亡了

嗎？�

生死不是二個，不是人活著的時候才叫生

，死的時候才叫死。根據科學家研究，人體

的細胞時時都在新陳代謝，每七天或七年就

是一個周期，尤其七年一次的新陳代謝，能

使我們完全脫胎換骨，變成另一個人，這不

就是一番生死了嗎？�

佛法說，人的生命有二：一是「分段生死

」；二是「變異生死」。我覺得，如果把「

變異生死」擺在前面，人每天的心情都是在

「變異生死」中；而現在開始修行學道，慢

慢進步、淨化了，倒可以成為一個階段、一

個階段的「分段生死」。�

我對於「了生脫死」這一句話，感慨很深

，所以有一次我寫文章提到「生活第一，生

死第二」，就是鼓勵佛教徒，要先把生活的

問題解決了再來修道，才能減少生死苦惱。

可是佛教界一些保守人士不容許我這樣的看

法，認為我不談了生脫死，是離佛妄說，但

是，你不吃飯、不穿衣，不在人間生活、不

和人相處，怎麼修行、做功德，又怎麼能了

生脫死呢？好比一個沙彌才剛進入佛門修道

，就要他忙著了生脫死，他連穿衣、吃飯、

規矩等等都還不會，就要他忙著去死，真的

是顛倒。�

記得幾十年前，有二十位男眾青年才剛跟

隨我出家，住在台北普門寺，隔天一位功德

主的家人過世了，需要法師到殯儀館誦經，

我就跟他們講：「我們去替那位亡者念個經

，結個緣。」我看大家面有難色，心裡一定

想：「怎麼才剛出家就去做經懺佛事？」�

不過從殯儀館回來以後，看到他們都很歡

喜，我跟大家說：「剛才我們去殯儀館誦經

，為他們『了生脫死』了。你看，亡者的家

屬見到我們心生感動，好像救星來了，為他

們增加力量，像這樣讓生者得到安慰，就是

『了生』；我們祝福亡者上生，讓死者得到

冥福，就是『脫死』；我們剛才正是做了一

場『了生脫死』的佛事。」�

因此，了生脫死不是空無的，不是了生脫

死以後什麼都沒有了。了生脫死的意義，應

該是：生，不為生的苦所束縛、困擾，而能

突破生的困難、挑戰；死，也不為死亡而傷

心難過不已，而能了知有個不死的佛性。生

時不苦不惱，死前不憂不悲，用平常心看待

生死如花開葉落的自然，如此即為「了生脫

死」，擁有一個大自在的解脫境界了。�

文╱星雲大師

我怎樣走上國際的道路？

貧僧有話要說 十二說

▲巴西如來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