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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財富

 善念得天助
文／子澔

人間植物禪

森林的清道夫

文與圖／白石莊主人 

兩岸三地學者 談人間佛教未來
文／星雲大師

圖／道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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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到歡喜

佛陀說法四十九年，目的是要將他所悟得的真理遍

告世人。佛法的真理在何處？就在世間的食衣住行

上，就在人我的處事經驗上，如果能將佛法付諸於

生活上實行，則一生受用無窮。

近五十年前，我在高雄大樹開創佛光

山的時候，有一位初中畢業的木工蕭頂

順先生，幫助我建設佛光山。只是，他

不會畫圖，而我也不懂建築。不過，每

次從我嘴裡講出建築的房子要多高多大

的時候，他都能夠遵照我的意思去完成

。 

建築以來，我們兩個人不曾有過一張

辦公桌，也沒有用過米達尺，更沒有在

一張紙上畫過圖。就這樣，數十年來，

他一直都在為佛光山建房子。 

當然，我也常常關心他說：「這麼多

年來，你光是為佛光山蓋房子，自己的

房子又在哪裡呢？如果是在社會上發展

，你早就發財，增加不少房地產了。你

怎麼沒想到社會上去賺一點錢，為自己

買土地建房子呢？」可是，蕭頂順先生

卻回答我說：「我才不稀罕去賺錢買土

地、買房子，幾年來，我在佛光山賺到

了歡喜，這不是土地或房子可以相比的

。」 

現代人在社會上服務，大部分都是講

究賺了多少錢財，其實，工作中有很多

東西是比金錢更可貴的。比方，老闆對

我們的尊重、愛護，同事對我們的關心

、友善等等。所以，凡事不必都要向錢

看，金錢以外的財富，才是真正取之不

盡、用之不完的財富。 

希望每個在社會上工作的人，除了賺

錢以外，還能夠懂得賺歡喜、賺平安、

賺友誼、賺慈悲、賺智慧、賺信仰、賺

一個仁義道德、賺一個心甘情願，賺一

個金錢買不到的東西；能有這樣的觀念

，對自己的一生將是非常寶貴的。

【記者陳瑋全高雄報導】第三屆人間佛教

座談會，日前在台灣高雄佛光山舉行，座談

以兩岸三地的研究者為主，學者陣容比前兩

屆更加堅強。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在綜合座

談時，特別與學者教授分享他與人間佛教的

因緣，表示兩岸人間佛教多往來，就有好未

來。 

星雲大師於綜合座談會時與在場諸位教授

分享〈我對人間佛教的因緣〉，大師述說年

少家貧，國共戰爭父親遇難南京，棲霞山寺

收留他，讓他出家、讀書，因為貧窮讓大師

有安貧樂道的性格；因為一無所有、因有服

務的精神而有今日的佛光山。 

    發心立願  承擔興教精神 

大師十八歲時在焦山佛學院親近太虛大師

座下的芝峰法師，法師一句：「不要做焦芽

敗種」讓他發心立願要弘揚佛法，不做自私

自利的人，要有佛教靠我的精神，同時要有

「我在眾中、眾中有我」的精神，必須勤勞

負責，為人所接受。 

大師分享，自我提升、肯定自我、承認「

我是佛」就是人間佛教的精神，不要把自己

付予神權控制，一切由自己承擔，好比《阿

含經》講的「自依止，法依止，莫異依止」

，這就是人間佛教的信仰。

生命永恆、生命不死，這就是真如佛性，

就是神聖性，就是人間佛教。人有志於超越

、擴大，信仰的淨化、昇華就是神聖性，也

就是人間佛教。 

大師強調，人間佛教對佛法有積極意義，

是未來的一道光，佛法的體悟重在當下，兩

岸人間佛教更多往來，就有好的未來。

翻轉學術  理論簡明表達

人間佛教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慈惠法師指出

，佛光山的佛教學術活動從四十年前就已經

開始，一直致力於人間佛教的理論研究與實

際推動，星雲大師強調佛陀出生、修行、說

法、涅槃在人間，佛教本就是人間的佛教，

是最適合現代人的佛教；因此，星雲大師屏

除一切職務，唯有在人間佛教研究院親自擔

任院長，現在更帶領研究院編纂《人間佛教

》學報．藝文，將佛光山原有刊載學術論文

的《普門學報》復刊改版，希望將深奧的佛

學理論，以簡明易懂的方式表達。慈惠法師

笑說：「這是翻轉學術，以適合現代人的方

式表達佛法。」 

慈惠法師表示，明年是佛光山開山五十周

年，這裡原本是寸草不生的貧瘠山溝，來此

不是要建廟，而是要辦學。因為星雲大師認

為，佛教要提升必須培養正信弟子與人才。

所以，佛光山叢林學院創辦的歷史早於佛光

山，迄今已五十五年，山上最古老純樸的建

築就在叢林學院，至今仍舊過著沒有冷氣、

傳統的叢林生活。 

    集體創作  人人有使命感 

佛陀曾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

才的培養最重要，佛光山有一千多個出家眾

，百分之九十五都經過佛學院教育，他們在

全球各個角落，都有共識、有正信，為弘揚

佛法，常為法忘軀。因為教育的力量，讓他

們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 

慈惠法師強調，人間佛教所提倡的行三好

，即是清淨身口意三業；四給其實就是實踐

六波羅蜜中的布施，皆於經典有依據，皆為

佛說，只是將佛教名相以現代語言來表達。

星雲大師常說：「我在眾中」，亦即強調緣

起法，指凡事都是眾緣合和而成，即是佛光

山所說的集體創作，讓人人皆有使命感，不

以自身微小，皆能積極任事。 

賴永海教授於專題演講時也分享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的特質，強調人間佛教「超越人生

」的一面，與會學者於座談時分別對人間佛

教的各個面向皆有廣泛與深入的探討。

第三屆人間佛教座談會，星雲大師（

中）、慈惠法師（中左）、與會學者在

傳燈樓外大合影。� 圖／記者楊祖宏

文╱星雲大師

大腿鋼釘 臨安檢響不停
從那時候起，四根鋼釘就留在貧僧的大腿

裡，到今天已經二十多年。每一次出國，進

出海關做安全檢查時，我身上沒有任何金屬

物品，但儀器總是叫個不停。海關人員在我

身上怎麼搜查，就是找不出什麼東西。人來

人往，引起不少人注目，尷尬之餘，我只有

跟他們說明自己身上有四根鋼釘，難道要我

把皮肉剖開來給你們看嗎？他們不容易懂得

我的意思，多次以後，乾脆也不說，任他們

隨意檢查了。就這樣，這四根鋼釘一直與我

和平相處，過了這數十年的歲月。

那一次的跌斷腿，讓貧僧嘗到寸步難行的

苦頭，躺在病床上時卻發現，可以不用會客

，不用開示，就跟閉關一樣，真是悠閒舒服

，成為難得的享受。但同時，貧僧的管理人

也增多了，一下子這個人說：「師父，那個

不能吃。」一下子那個人說：「師父，你的

腳要這麼動。」讓我倍感束縛。但看到徒弟

們為我擔憂、為我忙碌，不忍心拂逆他們的

好意，也只有自己忍耐下來。

所以，一件事情總是有好有壞，有苦有樂

，都在自己一念之間；一念善，就上天堂，

我一生「與病為友」

貧僧有話要說 二十一說

一念惡，就下地獄，全看我們怎麼去體會。

只要看破放下，也就隨喜自在了。

半個月後，有一場在日本東京憲政議事廳

舉行的講演行程必須出席，我如實告知主辦

單位：「我的腿跌斷了，只能坐輪椅，可能

無法前往了。」沒想到，日本《朝日新聞》

的名記者吉田實先生以及好幾位國會議員，

一再誠懇地表示願意做各種服務，我只有如

期赴會。

會場難行  日議員抬僧人

到了講演會場，竟然發現沒有無障礙空間

的設施，最後，由多位日本議員連同輪椅將

我一起抬上講台進行講說。貧僧平常少有榮

耀的感覺，總覺得自己只是一介僧人，沒有

什麼了不起。但在那許多國會議員抬我的時

候，忽然興起一個念頭，過去多少年來，中

國人都是給日本踩在腳下，現在你們肯得以

議員之尊抬一個和尚上台，這也真叫貧僧感

覺「難遭難遇」了。

三個月後，我離開了輪椅，反覆練習走路

，上下自如，連醫師都嘖嘖稱奇。所以，有

病不要緊，只要對症下藥，就能迅速的恢復

健康，如果一味逃避，即使華陀在世，也難

以治好啊。

要說貧僧這一生最嚴重的疾病，大概就是

一九九五年四月時，因為心臟冠狀動脈阻塞

，在台北榮總接受了冠狀動脈繞道手術了。

在那之前，由於一九九二年起，世界各處

佛光會陸續成立，我在全球各地奔波弘法，

當然糖尿病也沒有離開我，隨著時間，疾病

慢慢的腐蝕我的身體，損毀我肉體的結構。

一九九四年八月，貧僧在南非弘法，夜裡心

臟忽然絞痛，當時，我已明顯感覺到參與這

許多活動以及說話，都要花費我許多的氣力

，身體的症狀也已經很嚴重的提醒我：需要

看醫生了。

心臟絞痛  醫囑盡快開刀

我忍著身體的不適回到台灣，台北榮總的

江志桓醫師立刻為我作了心導管檢查，確定

是主要供應心臟的三條大血管阻塞，一定要

我立即準備開刀治療。但是這一年已經排定

了許多的行程，我答應歐美的信徒會員前往

成立佛光會、主持會議，我不能隨意更動，

失信於信眾，因為我的一生是信守承諾、永

不退票。

江醫師要我做慎重的考慮，他說：「難道

你的身體都不照顧嗎？要開刀的不是別人，

更何況你的心臟血管三分之二都阻塞了。」

後來，我跟醫師談妥，他們也千叮嚀萬交代

，叮囑我哪裡要小心，哪裡要注意，有什麼

症狀時，一定要趕快回來。醫師們無奈的妥

協，並且護持我完成這一段不輕易更動的行

程。結束之後，我又忙於過年，接著又前往

菲律賓，出席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第六次理

事會。 （待續）

人的念頭很重要，一切行動都源於一念。

一念惡，一時得逞，卻永入苦海；一念善，

可能化干戈為玉帛，而海闊天空。可以說，

一念決定著人生的命運。 

有個不通文墨的農人，心地淳善，好友獲

官上任缺少路費，向他借了二百銀子，農人

也不立借據便借給他。後來鄉里大亂，農人

攜家帶眷逃奔好友處，好友卻翻臉不認人，

更不認欠帳，除非農人拿出借據。 

農人氣不過友人的忘恩背義，決心殺之而

後快。一天夜裡，他帶上利刃前去索命。途

中經過一小廟，站在窗邊的僧人，驚見農人

背後尾隨著一群惡鬼。 

農人到了友人家門，突然生起一念：他雖

是我的仇人，但他家還有老母妻小，如果殺

死了他，那他家人怎麼辦？「寧人負我，毋

我負人也」，幾番掙扎，農人放棄了殺友念

頭，轉身離去。歸途中，又經過那間小廟，

神奇的是，僧人這時看見了另一番景象：農

人背後的惡鬼不見了，反而有許多天神環繞

著他。 

僧人喊住農人，告訴他所見並問其詳，僧

人聽後大嘆：「真是一念動鬼神啊！一念之

惡，凶鬼來到；一念之善，福神降臨。」果

然，農人因為寬容的一念，沒有成為殺人犯

，後來遇見善緣，日子漸漸平穩安順了。 

常言道：「一念之差，悔之晚矣。」想趨

吉避凶，改變命運，常存善念，必得天助。

樹林中不乏菇與蕈，長相千奇百怪，有的

一夜之間密麻麻布滿整片草地，有的則靜悄

悄生長在植物的枝幹上，無聲無息的慢慢長

大。 

草地上有它，或許代表這兒生態環境良好

，有農藥或其他化學毒害物之地長不出菇蕈

。樹幹上有它出現，卻代表這樹病了，或是

快要死了，甚至是已經死了；或許可以說，

它們是樹木的死神。 

應該詛咒它，或是敵視它嗎？據說它們其

實不是造成植物死亡之元兇，而是植物病了

、死了，它們方得以寄生其上，依附殘枝殘

幹之分解而滋生。它們更像是植物的葬儀社

、森林的清道夫。

 菇或蕈長得五顏六色，五彩繽紛，我曾

在一條短短的步道上發現數不清的菇蕈，族

群數量多而且種類多元，各成群落。我也常

在樹林裡發現它們以「個體戶」存在而自在

生長，優雅而緩慢。 

在大自然中無論動植物都巧妙扮演著他們

存活的角色，有的被當做主角，有的被當配

角，有的不起眼小角色或許連跑跑龍套都排

不上，卻各有存在的理由，各有存在的功能

與不可替代的價值。 

我對菇與蕈所知太有限，但我知道它們必

定有驚奇奧妙，為我所不知不識，我從不敢

輕視。如同芸芸眾生，一人便是一本精采之

故事書，豈可因其職位長相貧富而尊崇或輕

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