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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t Times
Australia密行，並非祕而不宣，故作神祕之舉，而是視修行為本

分事，不以修行作為沽名釣譽的手段，不貪求名聞利養

。所謂「朝朝共佛起，夜夜抱佛眠」，心中有佛，此即

密行的真義。

文／星雲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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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以乞討維生的貧窮女孩，有一

天經過一座寺廟，適逢法會期間，她看

到很多人在打齋、點燈、做種種布施，

心裡很羨慕，就想：我一個靠乞討過日

子的女孩，沒有什麼錢，怎麼布施呢？

她一面想，一面摸摸口袋，咦！不曉得

什麼時候撿到了一個銅錢？隨即，她高

興地拿著這個銅錢，就跟著大家去布施

、結緣了。

乞女布施的消息傳出去之後，住持大

和尚被她的真心感動，便親自來為她誦

經祝福。

過不多久，這個國家的皇后去世，國

王非常悲傷。大臣們見國王成天悶悶不

樂，都鼓勵他出外打獵遊玩散心。當國

王來到了山林，遠遠就看到前方的樹下

大放光明，走近一看，發現光芒竟然是

來自一位乞丐女孩的身上。這位女孩雖

然衣衫襤褸，卻長得眉清目秀，國王一

歡喜，就把她帶回了宮中，讓她沐浴盥

洗，換上新裝。

經過裝扮的女孩，就像仙女般美麗，

漸漸地，國王就喜歡上她，立她做了皇

后。

從乞討的貧女，搖身一變成為皇后之

尊，她想一定是布施的功德，才有這樣

的福德因緣，便準備了十大車的金錢寶

物，載送到寺廟裡打齋供僧。

可是這一天供齋的時候，只有知客師

出來迎接。她很納悶，就問：「以前只

有幾個銅錢的布施，住持和尚就親自為

我誦經、祝福，為什麼現今我成為皇后

了，用幾千萬倍的財物來布施，反而只

是知客師父出來招待呢？」

知客師就告訴她：「當初妳是個貧窮

的乞丐，布施的銅錢雖然微少，卻是妳

傾盡所有，那種虔敬布施的心意是比天

地都還要大的。現在，妳帶著自傲、高

慢的心而來，雖然看上去是十大車的金

錢供養，實際上卻是很微薄的，就不需

要大和尚來為你誦經祝福，只要知客師

接待就夠了。」

從這一件事情我們可以知道，功德的

大小不光是從金錢的多少來計算，主要

還是看你的心意虔不虔誠。所謂「心香

一瓣，普遍十方」，有時候，你能以一

顆恭敬、誠懇的心做好事，甚至比金錢

的布施還要來得重要。

乞女變皇后

                                              參禪參纏                                                  　                                                                                    文與圖／尤俠輪迴加油站

幸福微光

生活快門 

以茶待客的快樂
文與圖／洪彩鑾

文╱星雲大師

及至十八歲到了焦山，更受新思潮的影響

，我知道了五四運動，知道了三武一宗的教

難，知道了太虛大師「教產革命」、「教理

革命」、「教制革命」，三革運動，我覺得

要爭取佛教，非此不可。我也知道印光大師

的三濫，所謂「濫收徒眾」，「濫傳戒法」

，「濫掛海單」，我也很同意，但我認為，

這還不是革新佛教最緊要的問題。

革新佛教，需要為佛教辦幾所大學，為佛

教辦幾所醫院，為佛教辦幾家報紙，為佛教

辦幾間電台（那時候還沒有電視），甚至於

為佛教辦許多的農場、許多的工廠，僧徒要

自食其力。當然，更要發心為社會人間服務

，那是發心菩薩道不可少的行為。我就想到

，要到大街小巷貼許多的標語，喚醒民眾對

佛教信仰的注意，我也希望自己雖沒有力量

去出版報紙書刊，至少能張貼壁報在重要的

車站、人船碼頭，讓民眾了解佛法的真義。

太虛大師籌組「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

班」時，他曾說過：「佛教要靠我們青年僧

伽」，這是我那個時候最欣賞的名言了。可

惜，在太虛大師即將被選為中國佛教會會長

的前數月，就在上海圓寂了，當時他才六十

歲。我為此真是如喪考妣，幾乎數日間，精

神恍忽，覺得天地日月無光。這一段時間，

好像是我的生命中感到最低潮的時日。

後來承蒙蔭雲和尚的賞識，他看了《怒濤

》月刊，知道我們這許多青年的志願，就把

南京華藏寺，交給我們主管，作為佛教革新

的基地。我們青年僧中，最初有智勇法師領

頭，從焦山來的能培、敬三、惟春，甚至從

普陀山聞訊而來的煮雲法師，都來參加我們

的行列，一起為革新佛教跨進一步。我們提

倡「僧伽新生活規約」，寺中一些以經懺為

業的僧眾，對我們敢怒不敢言。

    
寧華藏寺  成為革新基地

華藏寺位居南京侯家橋，距離現在南京市

中心新街口不遠，不到一、兩公里。當時裡

面已經有小小一座織布工廠，還有益華文具

店、熱水供應站等設施。據說，當初在左近

的數條街道土地都是寺方所有，後來住持吃

喝玩樂，把它一一的變賣，使得華藏寺蒙受

了法門不興的名譽。   

我們希望把華藏寺的房地產收回來一部分

，尤其是位在清涼山那一塊七公頃的土地。

於是特地花了十石米的價碼，請來南京最有

名的黃龍律師到法院訴訟。因為南京市政府

強徵了我們的土地，預備做南京市第六中學

。我想，要辦教育，我們也可以自己來辦，

政府想辦，就去辦政府的學校，佛教辦佛教

的學校。於是我們設立了華藏學校，為佛教

來做一些改革運動。 

 （待續）

貧僧有話要說 十八說

【記者羅佑純宜興報導】「二○一五國際

佛光會第六屆第一次理事會議開幕典禮」日

前在中國大陸江蘇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大雄

寶殿舉行，創會會長星雲大師歡迎來自八十

多國、逾千名佛光人齊聚一堂，大陸國家宗

教局副局長蔣堅永、國民黨榮譽副主席蔣孝

嚴、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法師等貴賓也到

場，祝賀活動圓滿成功。 

國際佛光會二十五年前在美國洛杉磯成立

，如今已在七十多個國家成立協會、有三百

多萬會員。談及當初成立國際佛光會的原因

，大師指出，傳統佛教是山林的、出家人的

，與社會、家庭脫節。「佛教的寶藏，是我

們的信仰、心、目標，尤其散居世界各地的

華人，多因信仰佛教而安住身心，如果能夠

讓更多人認識佛教，就可以佛光普照三千界

」。 

七十八年前大師在宜興大覺寺出家，他希

望依循太虛大師、趙樸初的人間佛教理念，

建構一個為國家、社會奉獻與服務的團體，

佛光會世界大會 江蘇揭幕

我的新佛教改革初步

有別於傳統只向佛祖祈求的佛教，因此成立

國際佛光會，不僅弘揚佛法，更積極推廣中

華文化，希望洗刷「東亞病夫」的稱號，讓

中華文化在世界放光。 

  
  宗教局挺

    佛光山模式 弘揚佛法 

二十五年來，國際佛光會曾在美國洛杉磯

、日本東京、澳洲雪梨等地舉行世界大會，

但從不曾在中國召開過。此次承蒙大陸國家

宗教局領導同意，全球佛光人首度在宜興大

覺寺共聚，商討如何在中國推動中華文化發

展。 

副局長蔣堅永表示，大師是人間佛教的實

踐者，以他的般若智慧、勇猛精進，二十多

年來帶領國際佛光會在世界各地弘揚佛法，

以文化、教育、慈善、共修，提倡傳統與現

代融合，創造了人間佛教的佛光山模式，所

有會員不分性別、種族、貧富，一起發揚無

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平等心，造福社會、人

群。 

國民黨榮譽副主席蔣孝嚴提到，過去他經

常陪外賓到佛光山拜會大師，根據多年來的

觀察發現──佛光人有信仰、有是非的價值

觀，而國際佛光會是為社會、國家付出的團

體，他期許社會、黨派，都能向佛光會、佛

光人學習。 

   
 高希均讚 

    大師 台灣最棒軟實力 

學誠法師指出，星雲大師承繼太虛大師提

出人間佛教的思想，並且生根發揚，佛光會

多年來參與社會活動，不論是四川地震、

八八風災，都可以見到佛光人參與的救災身

影，大師透過恭迎佛指舍利到台灣、共同舉

辦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國際佛樂展演等活

動，積極推動兩岸教界發展與交流，影響深

遠。 

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董事長高希均認為

，中央電視台於二○一三年頒發「中華之光

」獎項給星雲大師，大師獲獎是當之無愧，

因為他從一無所有，到現在成為世界級的宗

教領袖。他覺得，大師的慈悲、智慧、無我

，是台灣最棒的軟實力。 

隨後頒發聘書給各常設會委員、各洲聯誼

會委員、新任督導長、新任督導。接著由世

界總會總會長心保和尚與署理會長慈容法師

頒發證書與會旗，給今年美國休士頓新成立

的四個分會。

喝茶是一種好習慣，而我愛上喝茶，則是

在花崗石醫院服務期間所養成的。

解嚴前，假日經常到金城山外品茗，接觸

各種茶葉和茶具，最終迷上烏龍茶。直到多

年後，大陸茶、越南茶充斥，夾雜著多種農

藥和落葉劑的疑慮，喝烏龍茶的感覺便漸漸

淡了，遠了。 

退休後學日文，經常到日本自助旅行，又

被煎茶的茶湯色澤，和如詩如畫的茶園風景

所吸引，前後到靜岡找茶超過十多次；經常

夫妻兩人泡茶品茗，在八十五度C的溫度下

，享受著喝茶的幸福感。 

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後，靜岡的茶葉被檢驗

出含輻射元素銫，從那次後，便改喝九州八

女茶和京都宇治抹茶，及在地茶農出產的各

種茶。 

喝茶的種類，隨著歲月軌跡和當下的感覺

而轉換，最後，發現大自然的花草茶，更讓

人驚豔。 

今年初，遇見講究無毒栽種的新鄰居們，

開始改喝各式各樣自種的香草茶和洛神花茶

；庭院裡隨手摘下五葉松打汁，加上冰塊、

蜂蜜、檸檬，翠綠的顏色美極了，那口感和

芭樂汁一模一樣；還有橫式肉桂樹，摘葉煮

水冰過，肉桂香氣又甜又濃，充滿童年回憶

，讓我迷戀之餘，馬上種下十棵，一改過去

對茶葉的執著。 

家中庭院種有幾棵七葉蘭，摘葉煮水即有

濃郁的芋頭香氣；田裡種了一大片蝶豆，天

天可賞花兼採花，藍色花朵曬乾煮水，放入

加冰塊的蜂蜜水中，即成深淺不一的藍色飲

料。加些檸檬汁旋即變成紫色，加點水果酒

，又成浪漫調酒，是我待客的招牌飲料。 

歡迎有緣的朋友們，路過山上時，請進來

我家喝杯健康又浪漫的花草茶吧！

慢活的美好
文與圖／一然

滿山遍野的綠意，讓人一解身心壓力與憂

鬱，亦可暫時拋開塵世間的紛擾。 

這隻駐足枝頭上的翠鳥，在溫飽之餘，似

乎也懂得享受片刻的悠閒與清靜，因為寧靜

足於致遠。 

有道是：「休息乃是為走了更長遠的路。

」天空的雲兒飄盪，地上人兒馬蹄忙，何不

學學鳥兒哲學——享受慢活的美好。

一份懷念的味道，總是讓人回味良久。 

一位發心很久的菩薩，從年輕到老，每日

都歡喜地在寺院迎接來山信眾。廚房的工作

很辛苦、很疲累，但也不斷地有來自四面八

方的信眾跟她說：「真懷念這樣的味道呀！

沒有吃到這碗麵，好像沒有圓滿一件事，無

法離開！」這些溫暖的話語總讓她受到極大

的鼓舞，再怎麼疲憊不堪，她也把身體的痠

痛拋諸腦後，繼續發心服務大眾。 

隨著年紀增長，她負責的工作可以較早結

束了，晚上則和大眾在寺院的大齋堂吃飯；

她每每帶著無盡的感恩心用餐，感恩一切備

辦飲食的成就因緣。 

她覺得自己身在寺院裡，能夠和大眾共處

，實在幸福無比！不用買菜、洗菜、切菜…

，只要懷著一顆「感恩心」進入齋堂。吃完

飯，還可以輕鬆的散步後再回家，她覺得自

己簡直像身處在極樂世界中。 

《佛光菜根譚》說，感恩是幸福安樂的泉

源。是的！因為懂得感恩而感受到人間的幸

福，因為知道感恩而獲得人間的安樂。 

每個人都想追求生命中的幸福，只是我們

是否常常檢視自己的心？我們對現在擁有的

一切因緣，有心存知足、感恩嗎？

另類財富

感恩因緣
文／須彌光

「二○一五國際佛光會第六屆第一次理事會議開幕典禮」日前在中國大陸江蘇佛光祖庭宜興

大覺寺舉行，創會會長星雲大師親迎佛光人到來。上圖為逾千人大合照，下圖前排左起為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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