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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畢業證書

我聽說主持過商務印書館四十年的王

雲五先生，一生沒有領過一張畢業證書

，而我自己也是一樣，一生當中沒有領

過一張畢業證書。 

幼年時，我在兵荒馬亂的戰爭中度過

，在逃難的生活裡，只勉強上了幾天私

塾，當然也沒有畢業證書。出家後，在

棲霞律學院學習的六、七年，挑水砍柴

、行堂作務，都是從事苦力的工作，雖

有讀書，但也沒有畢業證書。後來到了

焦山佛學院讀書，它比較有規模、有制

度，眼看著就要畢業了，但是由於自己

另有理想抱負，又錯失了即將到手的畢

業證書。 

我一生雖然沒有畢業證書，不過從來

不曾感覺到有什麼不好。像我創辦的小

學、中學，學校經常要我去頒發畢業證

書；我辦理的十六所佛教學院，每年也

要我去頒發畢業證書；我興辦的嘉義南

華大學、宜蘭佛光大學、美國西來大學

等，也都希望能由我來頒發畢業證書。

甚至過去我在文化大學擔任印度文化研

究所所長，也為碩士班、博士班頒發過

最高學位的證書。 

我一生雖然沒有一張文憑，卻能夠頒

發很多的畢業證書給人。所以，今日社

會的青年，不要因為自己在某方面不如

人就洩氣，不必計較外在的缺乏，只要

自己內在富有精神力量，就有能力可以

給人。比方，父母沒有給我多少教育，

但是我能孝順父母；朋友沒有幫忙我什

麼，但是我能幫忙朋友。 

不要計較人家給了我什麼，自己能可

以給人，那才是富有！在這個世間上，

學位文憑是有限的，但內心的充實則是

永遠沒有畢業證書的。

人，有時連自己在想什麼，自己都渾然不覺
；一個無法掌握自己思想的人，如何為自己
的人生掌舵？所以禪宗教我們要照顧自己、
照顧所緣，也就是要「念念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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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傳戒 2千信眾以戒為師

【人間社記者陳德啟、李生鳳、蕭惠珠高

雄報導】「佛光山二○一五年三天傳授在家

五戒菩薩戒會」日前於台灣高雄佛光山圓滿

，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加拿大、印尼、

法國、美國、英國、紐西蘭、馬來西亞、菲

律賓、新加坡等十二個國家地區、近兩千名

信眾，以歡喜行佛之心受持戒法。戒會由星

雲大師擔任得戒和尚，心定和尚、心保和尚

、慧昭法師分別擔任羯摩和尚、教授和尚、

開堂和尚。 

講戒課程由心保和尚於檀信樓禮堂講「五

戒」、泰國泰華寺住持心定和尚講「菩薩戒

」、宗委會主席辦公室主任慧思法師講授「

青年五戒」，並禮請佛光山電子大藏經主任

永本法師講授「得戒和尚語錄」，希望眾人

遵守戒律而修心養性，以三好、四給為生活

準則，達到真善美的人生境界。 

    遠離貪嗔痴 定慧雙修習 

永本法師講授「得戒和尚語錄」，藉由《

貧僧有話要說》內容，娓娓道出星雲大師一

生「以無為有、以空為樂」的心念，帶領僧

信二眾建設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積極推動

文化、教育、慈善、共修等各項活動，落實

人間佛教。 

心定和尚講解菩薩戒，強調緣起法的重要

，希望受戒者能不染著世間一切，「應無所

住」；能祈願一切眾生離一切苦，獲得涅槃

寂靜的快樂而「生其心」。並期勉大眾發大

悲心，行善利益他人，以定慧雙修淨化身口

意。 

慧思法師幽默地講授五戒，從生活實例中

，說明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

不飲酒的用意與益處，藉由具體實踐與行持

方法，將其真義化為生命的力量。因貪、瞋

、痴而犯戒，不只對身心產生負面影響，更

會造成許多社會問題。 

    
戒如五寶貝 享用一輩子 

五戒菩薩戒會正授，由心保和尚及慧任法

師、慧應法師擔任三師，主持大典。眾人雲

集大雄寶殿前成佛大道上，依序排班。儀式

超過兩個小時，考驗體力與耐力，但因求戒

法的誠心和決心，所有人動作整齊畫一、莊

嚴攝受。有些老菩薩因身體因素，必須坐在

兩邊長廊座椅上，仍堅持參與全程。 

正授大典後星雲大師對新戒開示，宣說「

人間佛教新戒條」。大師先問，受戒是自我

束縛、是不自由？大師再答，戒如指引方向

的道路、提供保護的圍牆、照亮黑暗的陽光

、清淨心性的活水、傳授真理的老師。 

「世間最大的力量，是忍。」談及忍辱之

道，大師強調，罵人的話如「仰天吐唾，唾

不到天」，不妨口先忍住，只以微笑回應；

既然受了戒，就要效法佛陀割肉餵鷹、捨身

飼虎的智慧，提醒自己「不計較」，讓自己

居於愛與慈悲的高度。大師提醒戒子，經過

三天兩夜的戒會，要把道路、圍牆、光明、

活水、老師等寶貝帶回家。 

    
親人成道友 共修有力量

此次戒會有不少家庭全家大小一起受戒，

如同別開生面的家庭聚會，大家各有不同的

感受，在道上凝聚向心力，共同精進。 

來自桃園中壢的彭茂盛帶領一家四口受持

五戒。妻子劉瑞宜表示，她最近索取《貧僧

有話要說》，才剛閱讀書中提及「五戒」，

先生就幫家人報名五戒了。劉瑞宜說，新婚

時曾來佛光山度蜜月，長期以來也參加山上

的法會，不過戒會是第一次。她笑稱：「朋

友們都以為受五戒就是出家，不了解受戒的

意義。」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為新戒開示，講授「

戒」的重性。

⬆近兩千信眾齊聚成佛大道，接受正授成為

新戒。� 圖／人間社記者陳碧雲

文╱星雲大師

我想到，我沒有被褫奪公權，我們的媒體

和民間的一些人士，你們就這樣殘忍的剝奪

貧僧公民的權利嗎？是你們無知，還是你們

不懂得民主自由的真義呢？

    不依國主  則佛法難立

想到我們的教主──佛陀釋迦牟尼佛，在

成道以後，經常受印度的國王問道。例如：

印度南方摩竭陀國的頻婆娑羅王、北方憍薩

彌羅國的波斯匿王，都經常的向佛陀請問一

些治國之道。佛陀對政治，曾經發表過《仁

王護國經》，也倡導仁王政治，他並沒有說

佛教不可以關心世事。

我在撰寫《釋迦牟尼佛傳》的時候，曾經

寫到，雨舍大臣奉阿闍世王的命令，要去向

佛陀請問他要討伐越祇國，能否打勝仗呢？

雨舍大臣見到佛陀，很難啟口。但佛陀知道

他的來意，就跟阿難尊者說：阿難，我有一

個問題問你，假如一個國家教育昌明，社會

倫理敦厚，父慈子孝，上下和睦，人民重視

道德，守法守紀；你說，如果有另外一個國

家要去侵略他，會能勝利嗎？

阿難尊者回答說：佛陀，侵犯這樣的國家

，是不會勝利的。

雨舍大臣聽了以後立刻起身告辭，他說：

佛陀，我了解您的意思了。

佛陀沒有逃避，他也是「問政不干治」。

佛陀雖然把佛教護法的責任交給王公大臣，

但也是讓政治界保護佛教，佛教擁護人民，

擁護社會國家。

佛教傳來中國，當初五胡十六國的石虎、

石勒濫殺民眾的時候，不是靠佛圖澄大師顯

現神通，感化他們，才減少許多殺業嗎？他

拯救了多少萬千蒼生，後來二石還禮佛圖澄

作老師，時常向他請教國家大事。

我主張「問政不干治」 

貧僧有話要說 十九說

東晉道安大師說：「不依國

主，則佛法難立。」說明佛

教與政治是互惠的，佛教擁

護國家，兩相受利。但是到

了道安大師的弟子廬山慧遠

大師，曾在〈沙門不敬王者

論〉裡說過：「袈裟非朝廷

之服，鉢盂豈廟堂之器？」

這也只是說明：宗教要超越

政治。

    官員一時  和尚是一生

有一些所謂有修行的聖賢，他們對於世間

俗事不願意聞問，所謂「不在三界內，超出

五行中」，但是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文化，

當佛教在衰微危急之秋，如果說不再服務社

會、關心時勢，不是要自取滅亡了嗎？

所以，太虛大師不愧是當代新佛教的領導

人，他倡導佛教要改革，即「教義改革、教

產改革、教制改革」，並且提出「問政不干

治」的指導原則；我想全佛教徒都會奉為圭

臬，大家多關心國際民生、多關心人民的幸

福，而不是去從事治理的工作。我覺得當代

有知識的人士，應該尊重佛教徒已經放棄治

國的權利，但是不能叫他放棄關心人民的福

祉。

貧僧一生中，雖沒有像慧遠大師「沙門不

敬王者」，但是，我和王者、政要來往都毫

無所求。佛光山當初啟建的時候，因為得罪

當時的地方首長，他不給佛光山寺廟登記，

一直等到十年以後，他下台了，我才領到佛

光山的寺廟登記。我也很自豪的說，你做政

府的官員，縱然選舉當選，總有任期，無論

四年、八年，你總不能終生擔任官職吧！可

是我做和尚是一生的，我以一生的歲月，跟

你的政治生命相比，我比較穩操勝算。

 （待續）

這個年代，許多人常把「記者」與「狗

仔」畫上等號。實際上我認識的記者多半

都有情有義，完全與一般人想像的狗仔不

一樣。 

像身為攝影記者的阿鄭，明明對他花大

錢購置的各種相機、鏡頭珍惜如命，卻在

一次採訪原民部落時，因為整個部落沒有

一台好相機，立刻把手上價值數萬元的相

機送給他們，還揮揮手要人家不用道謝。 

另一位原本在百貨公司擔任公關的朋友

，也讓我見識到記者朋友們的愛心。 

好一段時間不見的這位朋友，再聽到消息

時，竟然是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既無法正常

呼吸，也不能像一般人一樣好好進食。 

單身的她，家裡有一位視力很差的母親，

和一個幾乎靠她薪水過活的弟弟。而且離婚

的弟弟身邊還有一個跟著他生活的孩子。 

住院時，她幾乎要靠氧氣罩才能呼吸。又

因嚴重的脊椎側彎與心臟問題，連躺著睡一

個好覺都沒辦法，累了只能彎著腰坐在床邊

，趴在椅子上短暫地睡一下。 

看到她的狀況，和我一起去、早已不在報

社工作的朋友，怕她有需要，立刻下樓去提

款，讓她手頭有些應急的錢。一面忙著幫她

熱敷，希望能讓她手臂上的瘀青可以稍事緩

解。 另一些朋友，雖然還在線上忙著跑新

聞，知道了以後也立刻組一個群組，決定以

輪流排班的方式來分批照顧她。 

跟他們聯絡，發現有人專程買雞精送去她

家，還教她母親怎麼加熱，有人更自己燉湯

熬粥拿去。為了怕醫院洗澡洗頭不方便，大

家甚至還排好班表，輪流去幫忙她做這些事

。再沒想到，才排了不到一個星期的班，她

就走了。 

小倩在電話裡完全無法置信：「我晚上六

點多才餵她吃了整碗稀飯欸，她怎麼會當天

夜裡一點多就走了？」說完她又補充：「前

幾天，大家都說她看起來精神很差，可是那

天她臉色很好，胃口也好，怎麼可能這樣就

走？」 

「是不是迴光返照？」我問。小倩告訴我

有好幾個朋友都這麼說，可是她還是很難接

受，也一再問我：「為什麼不插管？為什麼

不急救？」 

因為明知道即使急救也延長不了太久壽命

啊。我心裡在想，但仍不知要如何安慰她。 

朋友是走了，卻讓我看見許多新聞同業的

真情。誰說記者多半冷漠無情？我的朋友可

不是！

這是八煙聚落的「水中

央」。天光雲影在水中流

連徘徊，幻化出不同的四

季風景，吸引旅人駐足。 

我們的心田是否也保有

一泓清流？讓生命之泉能汩汩而出，時時澆

灌乾涸的心靈，潤澤疲憊的心神。那麼無論

我們遭遇多大的打擊與困厄，都能安然自適

，泰然處之。

另類財富

貧窮但偉大的教育

文／枳實

有位黑人記者獲得了普立茲獎，致感謝詞

時表示，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最重要

的是感謝他的父親給他的「生命教育」。 

小時候，父親為了儲存帶他去參觀梵谷故

居的費用，辛苦地做苦工，想盡方法省吃儉

用。 

當他看見梵谷的房子後，從父親口裡得知

，梵谷雖是偉大的藝術家，畫作值千萬美元

，然而，他生前住的、用的都非常簡樸，如

小木床、裂開的皮鞋，可說過得十分清苦。 

第二年，父親帶他去丹麥參觀安徒生的故

居。讓他明白安徒生名氣雖大，幼時也只能

住在簡陋的閣樓裡；安徒生的父親是個體弱

多病的鞋匠，母親是個洗衣婦。 

從此，他打破了自己既貧又「黑」、不可

能有出息的想法。 

父親帶他認識梵谷與安徒生的童年，不僅

改變了他對生命價值的認知，更使他明白，

不能看輕卑微，每個人都是無價的，貧窮、

困苦足以激發人們向前的動力。 

或許人會因為貧窮、出身比不上別人，而

有自卑感，但「英雄不怕出身低」；人無法

決定自己的出身，未來卻是掌握在自己的手

中。這位普立茲獎得主的父親，願意把錢花

在孩子的心靈建設上，實在是位了不起的教

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