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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僧有話要說 十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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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樣走上國際的道路？

話說二十多年前，佛光山在台北松江

路上，有一間在大樓裡的小道場，叫做

「佛光山台北別院」。

有一天，當我正要離開台北別院的時

候，在電梯口碰上了一位身穿工人服裝

的中年男士，他走向我，問道：「你們

這裡有沒有《台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

這本書？」

在我的印象中，這本書是好多年前就

出版了，全書彩色印刷，內容介紹全台

灣的寺院庵堂，頗有價值。我看到他對

佛教寺廟有很高的研究興趣，便回答他

：「這本書應該是絕版了，不過你等我

一下。」我回過頭來就去找尋，剛巧台

北別院有這麼一本書，我就拿給他。他

問我：「這本書多少錢？」我說：「就

這麼一本書，不必講價錢了，算我跟你

結緣吧！」他非常感謝，歡喜地就把這

本書拿回去了。

第二年，我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佛

學講座，他特地跑來找我，說：「每次

講座不是都會有經本子要送人嗎？今年

就讓我來發心印贈。」我一聽，心想，

每天數千人聽講，連續三天下來，也要

有幾萬本，所費不貲，便希望他不要勉

強，隨喜隨力就好。但是，他堅定地告

訴我說：「沒有問題！」就這樣，連著

三年，佛學講座的日期一接近，他就來

捐獻印書。

甚至後來台北別院因為信徒日益增多

，容納不下，擬在民權東路設立普門寺

。他聽聞此事，提了一個紙箱來找我，

說：「大師，我雖不是很有錢的人，只

是開了一家小型的鐵工廠，但是紙箱裡

的三百萬現金，我要捐給普門寺，盡一

點心意。」

我一聽，這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呀！在

二十年前，三百萬元是可以買上幾棟樓

房的。我就說：「林居士，這幾年來，

你為什麼這麼護持我呢？我也沒有特別

去關照你，到底是什麼原因？」林居士

回答說：「當年我要找那本《台灣佛教

寺院庵堂總錄》，問遍很多地方，他們

看我一身工人打扮，大多冷淡或敷衍以

對，只有你熱心幫忙啊！」

後來林希松居士夫婦移民到美國洛杉

磯，不但在我們的西來寺做義工，每天

都到廚房裡揀菜，為大眾服務，甚至仍

不忘要印經、印書，與大眾結緣。

多年前的「一書之緣」，讓他從此對

佛法生起大信心，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

因緣。

所以，做人處世不要輕忽小小的緣分

，一個舉手之勞，一句好話跟人結緣、

一本好書跟人結緣，都能有善的因緣果

報。

人生要重視無限的未來，要不斷的播種，
不斷的培養未來的因緣，才會擁有財富。

一書之緣

開悟的總開關

星雲大師有憾？ 青年還未得度

佛光山「二○一五國際青年生命禪學營」

日前開幕，超過三十個國家、四百所大專院

校、一千五百位青年齊聚，在體驗禪文化之

際，能走出3C生活，與心靈對話，探索生

命答案。

「大師，請問您此生最大遺憾為何？」佛

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說：「沒有遺憾，勉強要

說，就是你們還未得度。」佛光山開山星雲

大師二十四日在佛光山如來殿，為參加二○

一五國際青年生命禪學營的青年接心開示，

席間提問的答覆讓青年嘆服，並抱以最熱烈

的掌聲。

星雲大師與超過三十個國家、四百所大專

院校、一千五百位海內外青年接心，開示時

首先鼓勵青年要習得「化煩惱為菩提的法門

」。大師自信可以克服一切苦難，所以人生

是歡喜的，但青年未來可能有種種遭遇，學

會不苦的法門相當重要，大師希望青年別怕

吃苦，因為「能吃多少苦，就能向上提升多

少，苦難是幸福的泉源。」 「知道佛光山

的名產是什麼嗎？」星雲大師詢問青年。大

師說是鳳梨，鳳梨未熟時入不了口，經過和

風吹拂、陽光日曬就甜蜜無比，因此「甜從

苦裡來」，這個比喻引得青年嘴饞又有所體

會、低頭勤作筆記。   

意猶未盡時，星雲大師話鋒一轉：「不必

探究苦，學佛應了解的是空與無我。」大師

說，人們常誤解佛教，以為「有」和「空」

是兩件事，其實有即是空、空即是有，有與

無取決於認知的世界不同，如智藏禪師認為

，沒有天堂地獄、因果報應和佛法僧三寶，

溈山禪師卻說有，是境界不同的緣故。而宇

宙人生究竟是有、是空？人間佛教說：「四

大皆空示現有，五蘊和合亦非真。」星雲大

師以二句話詮釋。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星雲大師以眼前木桌舉例，探究木桌本源，

自木材、大樹、種子回溯到宇宙緣起，循序

漸進帶青年勘破假象，尋找眼前所見物質的

本來面目。在青年不解時，大師提點，空的

哲學漸漸式微，但記得「空依有立、事待理

成、果由因生」三個道理，即可認識佛教。

提起「無我」意涵，星雲大師舉例，看球

入迷、忘我時能免去衝突，無我則能量更強

，大師並以二鬼故事比喻「身體非我、真心

才是我」的道理，指引青年未來方向。

信仰是心能做主

雖然接心時間有限，星雲大師仍開放青年

提問。青年問，醫生建議吃肉增胖是否正確

？大師笑談：「我沒有吃過肉，也是胖的，

胖瘦與吃肉無關。」青年再問，幫助自己找

到人生方向的信仰是什麼？大師說：「心要

有主。心有佛，我就是佛，佛祖遠離菸酒；

我的生活就不受菸酒毒害，言行舉止是心中

的主指導，不隨波逐流。」至於該有何種信

仰，大師認為，要看各自的緣分。

接心末了，星雲大師盼國際青年對人間佛

教有進一步認識，不只贈出上千本最新著作

《貧僧有話要說》，還為每位學子提筆簽書

，聊表心意，海內外青年受寵若驚，迫不及

待地翻閱。

文／記者李祖翔     圖／記者邱麗玥

▲星雲大師在佛館菩提廣場，為禪學營學

員與全山大眾開示。� 圖／如輝

自己的人生

 爸爸，我去找工作！
文／凡夫

▲四海都有佛光人。
國際化、要在海外建立寺院道場，除了語

言、人才以外，我想是不能一步登天的，它

需要時間逐漸培養因緣。因此，我就為歐美

的弘法訂了一個計畫。

    
先識信徒    盼能撒豆成兵

我告訴徒眾，你們首先要在當地先認識信

徒，獲得信徒的信心，他們才會給予我們贊

助。你們可以先在Motel（汽車旅館）租借

一間房子住下來，然後跟信徒商量，借他們

家裡的客廳，每個禮拜做一次家庭普照。大

部分有信仰的信徒會認為這是很好的事，但

這也只能兩、三個月，久了以後，畢竟人家

的家裡還有其他人，甚至在西方，一個家庭

裡也常有不同信仰，你不能老是占據他的客

廳，妨礙他們的家居生活。

第二步，你們可以向信徒改借他的Garage

（車庫）、準備掛式的佛像，然後在車庫裡

，掛起佛像來，就可以開始講座、念佛共修

了。這樣的情況，每個星期一次，要能維持

兩、三個月，信徒增加到三十人左右，第三

步才能說：「車庫裡沒有洗手間、沒有茶水

，總是不方便，我們是不是去租借一個比較

大一點的地方來集會？」假如這三、四十位

信徒都同意，他們會贊成，甚至自己就會籌

措資金去租借一個地方了。

   
 因緣風霜    全靠願心克服

在臨時租借的道場弘法，要能維持一年，

同時也要擁有信徒七、八十人，甚至百人以

上，才能有力量。因為大眾共同成就，事業

比較容易，假如你本人的條件不夠，單槍匹

馬，不能得到信徒的擁護，那所謂建寺的夢

就不能成功了。只要你的條件夠，能增加百

位信徒，這一百多位信徒自然就會想到要擴

大共修空間，主動發起募集經費買一塊土地

，建一個小寺院。以此，撒豆成兵、遍地開

花，在歐、美、澳、紐，甚至非洲，就真正

的能做到「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

洲」了。

在此中，也發生很多感人的故事，限於篇

幅，也不能一一詳述。例如荷蘭荷華寺的建

立，也是一段奇蹟因緣；在倫敦，是在修女

住過的修道院安居；在巴西，張勝凱捨宅為

寺；在澳洲，是臥龍崗鋼鐵公司總經理親自

到佛光山邀約，並由慈容法師勇於隻身前往

開拓等等。當然，好的因緣外，也有一些風

霜，甚至習慣不同的障礙，都要靠願心一一

去克服，才能把佛法布滿天下啊！

因為貧僧沒有別的才華，只有一步一腳印

，在貧苦中發展辦法。目前靠著佛光山的青

年貧僧，在倫敦、柏林、巴黎、馬德里、荷

蘭，甚至世界上各個名都，都建設了寺廟道

場。當然，其中也獲得當地本土人士以及中

華僑胞給予的支援，才能在短短的五十年中

擁有數百所道場。因此，歷經出家弘法七十

多年的歲月，到了現在，僅以這四句話代表

貧僧的心聲：

心如虛空無邊際，身似法海不繫舟；

問我平生何志願，平安幸福照五洲。

 （待續）

假日整理房間，角落一塊白板，上面寫著

：「爸爸，我去找工作！」

想一想，這句話寫二十幾年了，當時兒子

退伍不久，準備走上職場，我因工作忙碌，

父子見面時間不多，他只好在白板上留言。

兒子從小喜歡美術，國小、國中代表學校

參加繪畫比賽，多次得獎。有一次，參加交

通安全繪畫比賽，還榮獲亞軍，他說：「我

隨便畫一畫。」我問為什麼不好好畫，他說

繪畫不是為了得獎，而是表達理念。

兒子生平無大志，當同學都費盡心思如何

補習讀好學校，他卻一心只想讀美工科。我

看他志向明確，了解自己要走什麼路，也就

不勉強他一定要考什麼學校、讀什麼科系。

退伍後，他找了幾個工作，也遇到貴人，

老闆、長官都對他不錯，他很努力也很肯學

，工作平順，一直從事美工工作至今。

天下父母心，當年看到兒子留言，五味雜

陳，又擔心，又心疼。現在回想，這是人生

必經之路，是成長，也是起跑，只要腳步踩

穩，沒有什麼好罣礙。放手才能成長，就讓

孩子闖蕩自己的人生吧！

尤老師開著車問：「時間花在哪，成就就

在哪。妳覺得我要花時間在說話上嗎？」

我一聽就知道我錯了，不能笑尤老師花三

個小時寫稿，只為茶會三分鐘作者致詞，馬

上提起正念答：「尤老師你是陶藝家，不是

演說家，更不是演員，你的時間是要花在藝

術創作上，像這次在展場看見許多人在拍作

品，就知道你的創作讓人感動。」

我邊說邊觀察尤老師臉上的線條，從緊繃

緩緩柔和下來，我就問：

「時間花在哪裡，成就就在哪裡。這是誰

講的，講得真好啊！」

藝術天地

時間花在哪裡？
 文／邱鈺喬    作品／尤尉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