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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學雜費

禮拜成佛後的自己

早期我創辦佛教學院，雖然物資艱辛

，還是不願收取分文學雜費，如今在世

界各地分布有十六所佛學院，我也只看

到學子修學的法樂，不去在意佛光山艱

難度日的情況。直至一九九六年嘉義南

華大學開學啟教，我仍然力排眾議，堅

持四年「不收學雜費」的初衷。 

我並不是標新立異，只因為從小到大

，都是別人成就我的，因此激勵我要有

一顆感恩的心，回饋社會，報答大眾；

也只是因為懷抱一份理想，希望青年學

子在讀書求學的時候，和學校之間不是

像買賣交易的關係，期望他們也都能體

會到人間的恩惠情義。 

誠如當年副總統夫人連方瑀女士在啟

教典禮上致詞所說，這是中國歷史上首

次有大學不收學雜費。我本人很樂意這

麼做。當然，不收學雜費的結果，也使

我們的財務吃緊。但是，過去有句話說

：「寒門出孝子。」在社會上，確實有

很多成功立業的青壯年，往往年少時家

境貧寒，靠著自己的努力，終於闖出一

片天地。所以，為了讓更多優秀的清寒

子弟，不再因為大學學費付不起，而望

學興嘆，我也心甘情願，在所不惜了。

總覺得，在佛法之前，人人平等；在法

律之前，人人平等；在大學之前，也應

該是人人都有機會就讀。 

禪門中有位臨濟禪師，有一天拿起鋤

頭往林園走去，弟子問他：「老師，您

做什麼？」他回答：「種樹去！」弟子

哈哈大笑，說：「待這棵樹長成，老師

您已經朽骨一堆，享用不到大樹的涼蔭

了啊！」禪師答：「今日種樹，一為留

給後人乘涼，二為山門增添景致。」 

我也希望今後的社會，對於經濟的價

值，什麼事值得做、什麼事不值得做，

要給予重新思考。在我個人，覺得不收

學雜費並沒有損失什麼，反而在心理上

的成就是獲得更多了。

一個人待人寬宏大量，不計別人的小過失，這是厚
道之人，必得人望，自然不會得罪於人而能遠禍。

人間萬象

人間植物禪

姓名的煩惱

五顏六色

文／古傲狂生

文／白石莊主人

【人間社記者連憶蘭、陳德啟高雄報導】

「二○一五全民閱讀博覽會」南部場，日

前於台灣高雄佛陀紀念館舉行，神祕嘉賓佛

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現身會場，逾一千五百名

愛書人歡呼聲不斷。閉幕典禮也表揚十六個

成立滿十年的讀書會家族，包含來自香港的

十一個讀書會。特別的是，長青讀書會皆為

七十歲以上的成員，秉持活到老、學到老的

精神，用佛教故事啟發閱讀，融入生活，令

人敬佩。 

星雲大師一生沒有上過學，卻學會用聽的

讀書方法，小時候在家鄉聽人講忠孝節義的

故事，從聆聽中增長知識。大師指出，聽比

看好記，看有如隔一座牆，「聽一聽，對讀

書很有用。」 

「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大師強調

，讀書要能諦聽，把意義聽出來，而不是馬

耳東風，並舉例：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署理

會長慈容法師以前任幼稚園老師，讓小朋友

遵循一個口令、一個動作，一個禮拜便教會

二十個表演節目。 

大師敘述兒時生活種種記事，從中學習到

勤勞、傾聽、持戒的重要，尤其有一次在《

岳飛傳》封面，看到岳母在岳飛背上刺「精

忠報國」四個字，深深撼動大師的內心，因

此發願一心復興佛教，且將所有成就歸於大

眾。 

    大師智慧  增值自我

大師無論身在何處，都能善用時間讀書、

創作，目前著作已超過三百本、兩千多萬字

。大師勉勵在座者，要把世界、佛法真理讀

到心裡，進而開悟，成為佛光會檀講師、檀

教師，這是讀書的目的。 

「星雲智慧」主題論壇由人間佛教讀書會

執行長覺培法師主持，邀請佛光山寺常務副

住持慧傳法師、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長趙麗

雲與談。如何培養自己的智慧？慧傳法師說

明，應從甘願、失敗、歷練、經驗中增長人

生經驗。趙麗雲則說，要將星雲大師的尊重

與包容、慈悲與智慧放在心中。 

覺培法師問及「般若與智慧的差別？」慧

傳法師指出，智慧是每日不斷增加知識，而

般若有如千年闇室的明燈，一燈即明，可照

亮內心，棄除貪瞋痴。「如何從星雲大師身

上，學習快樂自在的智慧？」趙麗雲表示，

大師不畏挑戰，一心只為佛教，她從中學到

「壓力」為通往智慧的門，進而做自己的貴

人，提升自我，才能成為別人的貴人。 

    說唱閱讀  分享好書
 

「好書面面觀」由國際佛光會檀講師趙翠

慧主持，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副祕書長覺多

法師介紹《星雲學說與實踐》，檀講師吳欽

杉分享《佛光教科書》，趙翠慧介紹《福報

禪師系列》，與眾人分享好書的精彩內容。 

「閱讀花園」單元，設計說說唱唱、聊《

人間福報》兩部分。檀講師孫娟娟以星雲大

師作詞〈浮生若夢〉，示範說說唱唱導讀法

。人間佛教讀書會講師劉秀勤導讀《人間福

報》，用生動活潑的方式，引領大眾提升閱

讀效能。 

全民閱讀博覽會 千人汲取善知識

⬆「二○一五全民閱讀博覽會」南部場

，來自港、台逾一千五百名愛書人齊

聚佛館，星雲大師（左圖右）跟大眾

分享自學過程，也引用許多生活實例

、寓言故事，說明修行需要六根共用

的重要。                        

 圖／人間社記者莊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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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與「不可」

貧僧有話要說 二十說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人，他們的事業順利

，並不是單憑學歷，也不是只靠能力，就是

憑著肯得為人服務、肯得主動幫別人的忙；

反之，到處碰壁，到處沒有人緣。

貧僧自喻是「破船多攬載的人」，凡是人

家和我商量，或者求助於我，只要能力所及

，我都不擅於推辭。

例如：有人跟我說，現在的孤兒很多，要

辦孤兒院，我知道這個可以，那麼我就辦孤

兒院。有人跟我講，現在的老人跟年輕的兒

女有代溝，應該要有個老人安養的地方。我

想這是好事，可以，那麼我就辦老人院。有

人說，現在的青年學子，為了繳學費困難，

讀不起學校，由於過去我也是這樣，那麼現

在我有能力可以辦小學、辦中學，甚至辦大

學。辦一間不夠，可以再辦一間，從這個國

家，再辦到那個國家。我自己雖然條件不夠

，但我可以藉助別人的因緣，沒有什麼不可

啊！

    好事要「可」 壞事要「不可」

因為這一個「破船多攬載」的性格，貧僧

覺得世界上沒有什麼不可，所以後來辦報紙

、辦電台、辦電視、辦佛光會、辦讀書會、

辦都市佛學院、辦叢林學院、成立美術館、

推動雲水書車、雲水醫院等等，都是因為我

覺得沒有什麼不可。

經常有人跟我說佛經看不懂，實在說，不

是文字看不懂，而是道理很深。我不能因為

道理很深就退卻，所以就努力想辦法，讓佛

法的道理能夠淺顯易懂，能夠講了可以讓人

明白。只要我肯發心、有心，又有什麼不可

呢？

後來，我又邀請大陸一百多位教授來協助

佛教經典的白話翻譯工作，請慈惠法師幾次

到北京、上海去聯繫相關的事情；這麼一來

，我的人緣愈來愈廣，我的助力愈來愈多，

事情也成就了。可見得，好事要「可」，壞

事要「不可」。

有的人在一生當中建一間寺院，都難以成

功，像過去的寺廟，都要經過幾代人的建設

才能完成。現在，我在世界五大洲多少個國

家建了多少的寺院，我哪裡有能力？我只是

有一個性格：「可」。

我到了美國，王良信先生對我說，要在美

國建寺院，我說「可」；我到了歐洲，黃老

太太和江基民跟我講，希望在法國建寺院，

我說「可」；我到了荷蘭，中國飯店的羅輔

聞說，要在當地建寺院，我說「可」。全世

界所有的地方，要建寺院，我都講「可」，

很少有什麼地方說「不可」。 

但我說一句「可」，後面的負擔就大了。

對方只是給一個建議，他是一位在家信眾，

哪裡有那麼大的財力擔當？我必須去解決問

題：我要幫忙買土地，我要集合地方人士，

我要徵求大家的意見，我要找尋工程人員，

我要在這裡有所示範，我要肯得服務、我要

犧牲奉獻……。所以，這一個「可」的後面

，跟著要有許多的能量、因緣，在這裡貢獻

、在這裡助成。 （待續）

兒子想試試家中小園適合種什麼作物，於

是各種青菜種上一小畦，結果不得了，每種

都長得非常茂盛健康，即使只是少少幾株，

天天都長出一大堆好東西。他透過臉書告訴

我們，每天為一堆番茄、一堆秋葵、一堆青

椒發愁，簡直吃到要吐了。 

我問他，何不送去市場賣？他說，這樣的

產量送市場即使賣光都還不夠運送油錢。再

問何不送左鄰右舍？只因所住之地地廣人稀

，最近的鄰居也好遠…… 

畢竟加拿大和台灣生活環境大不相同，我

也真是無從幫他。 

這使我想起了地球資源的分配問題，有些

地方土地寬廣而肥沃，偏偏人口不多，有的

地方耕地少水源不足，卻又承載了稠密的居

住者。倘若人間無國界而得以來去自如，想

必飢民減少大半，但事實就往往難如人願，

自古以來聰明的人類，始終沒有智慧來破除

國界。 

人有國界，植物卻無國界，大部分的植物

長得好不好，其實不因疆界，而是因栽種者

是否用心、是否認真所導致。例如同一個時

候種南瓜，我始終種不好，我的鄰家農婦就

種得欣欣向榮，顆顆碩大無比。 

豐收的畫面如此五顏六色，卻充滿了協調

與和諧之美，人與人都是同一個種類，卻總

是問題多多，時時對立，人之共處，不能學

學植物嗎？

最近一則「操姓男子起名鬧離婚」的新聞

，在網上引起熱烈討論。某操姓男子初為人

父，卻遭遇了取名煩惱，妻子以名字難起為

由，要求孩子隨媽媽姓，結果雙方鬧得不可

開交，險些離婚。 

操姓雖然是個小姓，卻也是一個古老的姓

氏。其姓氏源頭有二：一是曹姓改姓，據說

魏晉更替時，有曹魏宗室怕司馬氏殘害，就

以先祖曹操的名為姓；此說聽起來頗有幾分

道理，許多操姓人確實奉曹操為始祖，且操

姓家族確也嚴禁曹、操兩姓通婚。二是以職

業得姓，操姓人的祖先原是古代樂師，主操

琴瑟，後人以「操」為姓。 

其實，不論操姓的源流如何，在古代這都

是一個美好的字眼和姓氏。只是到了現代，

「操」字成了「髒字」，這才導致操姓人取

名的煩惱。 

有類似苦惱的姓氏不在少數，如以動物姓

氏、生活用品為姓或以惡字為姓的，都會有

些麻煩。《西遊記》裡的孫悟空和豬八戒其

實都是動物姓氏，只是悟空得高人師父菩提

老祖提點，以猢猻的猻去掉犬旁得姓孫，八

戒孤家寡人一個，只能以豬為姓，不然改朱

、諸、祝、竺等同音姓，也是個不錯選擇哩

。現代中國還有豬姓，其他如雞、狗、油、

鹽、醬、醋、死、難等姓氏，由於姓氏古怪

，取名很難，能流傳至今，堪稱「奇跡」。 

老外也有類似的煩惱。美國著名盲聾作家

、教育家海倫·凱勒，她的姓凱勒（Keller

）原本是殺手（Killer）之意，後來子孫也覺

得不光采，用e代替i，這才有了「凱勒」姓

氏。

人間植物禪

毅力信念
文／山茱萸

神醫李時珍剛出道行醫時，運氣不濟，雖

然病人不少，但總是跌跌撞撞。有一次，李

時珍治療一個脾胃虛弱的病人，給了他一包

甘草粉，囑咐他回家拌飯服。沒想到患者在

回家途中，買了一碗麵，因為沒有筷子，就

隨手在路邊折了兩根小棍當筷子將麵拌上甘

草粉吃了，結果這個患者就死了。原來患者

折的是甘遂的莖，甘遂反甘草，吃了就會死

人。李時珍因而感慨不已，此後診治疾病也

更加小心。 

後來李時珍遷到另一地行醫，一天，有人

來請他出診。李時珍出門時忽然想起有個病

人要來取藥，就叮囑妻子有人來取藥時，把

灶台上那包藥給他，隨後就出門去了。回來

後，李時珍發現那包藥還在，旁邊的一包砒

霜卻不見了。原來是妻子誤把在灶台焙烤的

砒霜給了來人，嚇得李時珍趕緊往患者的家

跑去，半路上，碰到患者的家屬高高興興地

朝他的方向來了；這些人居然是要來感謝他

的。原來患者是個得了閉經症的婦女，腹部

脹大疼痛難忍，服用砒霜後，立刻排出黑血

一盆。經過這兩件事後，李時珍十分感慨：

「運氣不濟時甘草也要醫死人，時來運轉時

砒霜也能治好人！」 

際遇是可以改變的，無論我們的處境如何

不如意，消極頹喪大可不必。毅力信念力可

以創造各式各樣的事業，只要建立積極的人

生觀，再三的勤奮學習，我們都有能力扭轉

劣勢，邁向成功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