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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的過程中，有的人以古今聖賢為效

法的典範，有的人以一句話作為自我勵志的

格言。

在佛教經典中，所謂「受持四句偈的功德

，勝過布施恆河沙那麼多的珍寶」，原因就

是，一句一偈可以讓人得度，從迷到悟，從

黑暗到光明。佛教的經典浩瀚無邊，有許多

至理名言，都是佛陀智慧的言教，值得我們

省思、奉行。我列舉四部經裡的偈頌，提供

大家作為待人處世的參考，簡述如下：

一、《華嚴經》的「不忘初心」：《華嚴

經》說的「不忘初心」，就是不忘記自己最

初的心意，是菩薩學道最需具備的精神。

有的人雖然發心立志向聖賢看齊，一遇到

困難卻又畏縮不前，退失信心。如現在經濟

蕭條，商人經商不易，改務農；作家收入不

定，改當公務員。像這樣，人生一直在換跑

道，一直從頭再來，浪費時光，到最後一無

所成。

如果我們能夠不忘最初的發心，自然會有

一股力量鼓勵你向上、向前；如果忘記了最

初的發心，則很容易被境界打倒。若能發願

「不達目的死不休」，誓言「學不成功誓不

回」，如此堅持下去，再遠的路終會走到目

的地。

二、《維摩經》的「不請之友」：一般人

都是需要別人請託才肯幫忙；受人請託，給

予助緣，這很正常。其實，在世間生活，很

多時候我們都要靠父母、親戚、師長、朋友

，乃至社會大眾給予我們幫助，才能度過重

重難關，因此我們也應該學習《維摩詰經》

所說的「眾人不請，友而安之」，做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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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僧有話要說 十二說
南天寺近期活動

南天寺將於八月九日（周日）上午九時

至下午四時三十分，舉辦「孝親報恩」一

日抄經修持，以報答父母養育之恩。在這

孝道月來臨之際，為緬懷諸佛菩薩與祖先

，特舉辦精進抄經修持活動，孝親報恩，

淨化心靈。

歡迎凡對佛法修證具堅定信念，身心健

全，無不良嗜好，有志於抄經者歡迎報名

參加。參加者於八月九日上午九時前往南

天寺香雲會館報到。

此次修持課程有：抄經、禪修、太極、

誦經、佛法開示等，報名費用50元，包括 

抄經本、抄經筆及午餐。 

注意事項：

1. 請勿攜帶金銀首飾等貴重物品。

2. 自備黑海青、平底鞋（羅漢鞋）為佳。

3. 已受持五戒、菩薩戒者請攜帶縵衣。

請洽詢：

佛光山南天寺   02-4272 0600

                 Fax：02-4272 0601

南天講堂           02-9893 9390

北雪梨佛光緣   02-9410 0387

南雪梨佛光緣   02-9553 6533

或上網查詢及下載報名表：

www.nantien.org.au        

「孝親報恩」 一日抄經修持

求富

老樹護佑
文／喜壯

過去有兄弟兩人，過著十分困苦的日

子。為了改善生活，有一天他們決定由

哥哥負責向天神祈禱，希望能夠發財富

貴，弟弟則負責耕地種田，以求農作物

豐收。

從那天開始，哥哥日夜精進，不斷地

禮拜毘沙門天神，期望能夠獲得大富大

貴。經過一段時日，一天，毘沙門天神

化身成弟弟的模樣，來到哥哥身邊。哥

哥看到弟弟忽然跑來，就問：「你不去

工作，來這裡做什麼？」弟弟說：「我

想效法哥哥，齋戒沐浴，在這裡日夜殷

勤祈禱，祈求天神保佑，讓我們兄弟兩

人發財。」

哥哥聽了很生氣，說：「你不去耕地

、播種、澆水、鋤草、施肥，又怎能期

待農作物會有收成呢？」

於是化身為弟弟的天神反問：「收成

真的得要先播種嗎？那麼，哥哥你又播

下什麼種子呢？」哥哥無言以對。

這時候，毘沙門天神回復原來的樣子

，對哥哥說：「我就是你日夜祈求禮拜

的毘沙門天神，我雖然可以給你助緣，

但是想要獲得福德富貴，還是必須靠你

自己去耕種。過去，你因為不肯布施，

種下了慳吝的因，今生才會如此貧困，

現在你雖然日夜精進禮拜我，但因果是

無法違背的。就像要在冬天求得菴摩羅

果一樣，縱然是禮拜百千天神，也是不

可能的。所以，從今天起，你要修行布

施，將來才能夠致富。」

布施是發財最好的方法，但一般人總

以為布施是給人，既然給人，自己怎麼

會發財？其實，布施好比在田地裡面播

種，有播種才有收成。

布施也不一定都是用金錢來布施，比

方我們會說好話，說好話就是布施；你

說我不會說好話，出力也是布施；或許

你說我不會說好話，也沒有餘力，那也

沒有關係，有心也能布施，聽到人家說

好話、見到人家做好事，你心裡歡喜，

隨喜也同樣有功德。大家不妨多布施自

己的一念歡喜心吧！

有了財富，還要懂得規畫。佛教徒要如何分配錢財

呢？可分為十等分：六分作為家人生活之用，其餘

四分，一分儲蓄，備不時之需；一分作為醫療或娛

樂之用；一分幫助親屬或社會福利之用；一分作信

仰布施，廣植福田之用。

有「博士搖籃」美名的台灣嘉義縣義竹國

小百年校慶，八十五歲老校友翁福居擁抱校

園百年老榕樹，直說：「感謝老樹護佑。」

義竹國小創立於一九一五年，育才無數。

學校統計，目前為止，出七十二位博士；前

司法院長翁岳生，中研院院長翁啟惠，立委

翁重鈞都畢業於這所學校。

翁福居與同學陳翁蘭英，走到校園後方回

憶童年時光。翁福居指著一棵需要十多人懷

抱的老榕樹說：「我在這裡讀書時，每天上

學都跟它道早安！」

翁福居說，小時候，家就住在側門旁，同

學下課都在樹下乘涼、聊天、遊戲，樹幹當

時約二、三人合抱，轉眼七十多年過去，榕

樹長大長粗，還衍生許多氣根，他抱著大榕

樹感性地說：「我抱不住你了，謝謝你護佑

我們，陪著我長大！」

每個人從小到大，有不少校園憶往，老樹

則是重要角色，帶給許多人美好童年，也灌

輸愛樹護樹的保育觀念。

「謝謝你護佑我們，陪著我長大！」一句

簡單語言，蘊含多少深情。老樹默默，聽者

動容，我們豈能不敬老樹，不愛老樹！

我怎樣走上國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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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真義

不請之友」，不必等人家來請託，只要我有

力量，就隨喜隨緣的奉獻、幫助，給予人間

一些因緣。

佛教常說「未成佛道，先結人緣」，懂得

廣結善緣，才會有人緣，才能得道多助。諸

佛菩薩為讓眾生得度而做不請之友，眾生也

應該效法諸佛菩薩的精神，主動走向社會，

做大眾的義工。

所謂「助人者，人恆助之；敬人者，人恆

敬之」，一個人若平時不願意先主動付出，

樂於做「不請之友」，等到需要幫助時，怎

麼會有因緣呢？

三、《八大人覺經》的「不念舊惡」：朋

友當中，善善惡惡，好好壞壞，都是難免的

。但是一般人的習性，總是記壞不記好、記

仇不記恩。有德之人，如唐雎跟信陵君說：

「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

也，不可不忘也。」吾人受恩德於人，要銘

記在心，並且知恩圖報。反之，別人偶爾有

對不起我的地方，不可記仇。

《八大人覺經》說，對朋友要能「不念舊

惡」，因為我們的親戚好友，都不是聖賢，

為人處事總有不周到之處，我們應該寬厚原

諒。因為自己也會有得罪於人的地方，如果

每見他人之過，即念念難忘，則心底何能清

淨？所以要學習佛教講「比丘沒有隔宿之仇

」，不要把仇恨帶到明天。

四、《大乘起信論》的「不變隨緣」：所

謂「隨緣」，就是要隨順因緣。世間萬法，

都是因緣和合而存在，每個人都離不開因緣

法而存活；同樣的，每個人的思想觀念、言

行舉止，也會成為影響別人的相互因緣。因

此，人與人相處，應該要隨順好因好緣，要

有「結緣總比結怨好」的觀念，能夠隨緣，

四經中的四不

才能成事。但是重要的是，在利害得失之前

，要能如《大乘起信論》說的「不變隨緣」

，凡事能有所為，有所不為。

「隨緣」並不是沒有原則、沒有規矩，不

是要你隨波逐流、隨世浮沉；「不變」也不

是要你墨守成規、泥古不化。過分堅持原則

，不能融通，反而成為執著，喪失人緣，也

會使事業的發展受到阻礙。

其實「不變隨緣」，就是在真理之前，要

有不變的原則；但在人情世故上，也要能有

隨緣的性格。做人做事的方法要圓融，但心

中不能沒有原則；也就是說，大原則應該堅

持，小地方則可以方便權宜行事，這就是「

人圓心方」。

總之，我們立身處事若能奉行「四句偈」

的智慧，便能隨心自在、隨遇而安、隨緣生

活、隨喜而作了。

我們在這一所小教堂裡住下來，開啟了美

國弘法之路。二十幾個國家的出家人聽到了

消息，特地趕來為我們歡喜慶賀。好在我對

典座稍有心得，用平底鍋將就煮了一些飯菜

，饗宴他們。大家也吃得不亦樂乎，志願要

幫助西來寺共同在美國發展。

    
取名白塔    紀念出家祖庭

但是後來發展就不是這麼容易了。因為信

徒增加、地方狹小，沒有吃飯的齋堂，直到

又找到Maywood這個地方的另外一間教堂，

因為有齋堂設備，可以讓人吃飯，就買下來

定名為「白塔寺」，也是紀念我出家的祖庭

「白塔山」的意思。再後來，也因信徒不斷

增加，不得已，再買下另一個養馬的場所做

為基礎，有14Acres的土地，約一萬七千一百

坪，之後就蓋了現在的西來寺。二十多年來

，先後已有慈莊、心定、依空、慈容、慧傳

、心保以及慧東等法師擔任住持。

此後，在加拿大、歐洲各地，也不是到處

都那麼容易發展。例如，花了兩周的時間，

慈莊法師在倫敦、巴黎的大街小巷尋訪，想

要在歐洲有個道場。但是，那時候英法人士

聽說是台灣人要來租借、購買房屋，都婉言

拒絕。看起來，歐洲人對種族之間還是有所

分別的。

好不容易，一九九一年，在法國巴黎一家

百貨公司的樓上，租借到一間十坪左右的小

房間，我們台灣去的十幾個人，就在這間房

子裡聚會談論，蕭碧霞師姑利用盥洗間裡的

一點空間做飯菜給我們吃。儘管簡陋，大家

同心商量著怎樣能在歐美國家立足弘法。

記得有一次在多倫多旅行，看到那麼廣大

的土地、那麼多的公園、那麼多的空地，我

就想，在台灣，要找一塊地建總統府千難萬

難，要是在加拿大，建一百個總統府都不困

難。我覺得在這裡應該要有寺院。

 
   兩千美金    開啟加弘法路

因此，在遊覽巴士上，我指著窗外問大家

：「這麼大好的一片土地，你們有誰願意在

這裡建寺嗎？」同行的依宏法師舉手說：「

我願意。」他是台中弘光護理專科畢業，也

略通英文。我一聽，就說：「很好！」立刻

就叫大巴士停車，「你在這裡下車吧。」我

給了他兩千塊美金之後，他也二話不說的在

路邊就下車了。我就這樣把他丟在多倫多，

讓遊覽車繼續前進。佛光山能在多倫多發展

，起初，就是這樣茫無目標，只是靠著一點

發心，慢慢才成就的。� （待續）

▲美國西來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