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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麟祈福」是為新生兒及幼兒舉辦的

祈福祝願活動，「毓」有養育、教育的意

思，「麟」是麒麟兒的簡稱。所謂「天下

父母心」，每一位父母皆希望自己的孩子

聰慧活潑、身心健康。茲此，雪梨達令港

每年浴佛慶典，慶祝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

毓麟祈福 為孩子祝福

文／星雲大師

圖
／
道
璞

                                              參禪參纏                                                  　                                                                                    文與圖／尤俠

的誕辰時，都會舉辦「毓麟祈福」法會，

歡迎幼兒報名參加，祈願祝福每一位幼兒

都能在諸佛菩薩的護

佑下，平安健康的成

長，並擁有幸福美滿

光明的人生。

詳情請上網查詢：
bliabuddhabirthday.

com.au

www.nantien.org.au

禪茶一杯，您請用

文╱星雲大師

我解決困難的方法

貧僧有話要說 二十六說

有一個慈善團體為了籌募善款，用以

救濟傷殘、孤兒寡女，於是發起舉行一

場演藝會，邀請各界人士前來觀賞。 

當五彩的燈光亮起，演藝人員在台上

賣力地演出時，有一個人卻始終緊閉雙

眼，像似老僧入定一般，看也不看一眼

，不肯隨喜隨緣。 

只見節目表演到一半的時候，主辦單

位拿著樂捐箱出來向觀眾收錢，每人都

給上十塊錢，但是來到這個自以為有修

行的人面前時，他卻怎麼也不肯付，還

說：「我一直閉著眼睛，你們的節目我

都沒有看，還要給錢嗎？」 

收費的人見狀，便說：「先生，別人

做好事只要付十塊錢就好，你必須要付

二十塊錢！」 

那人聽了當然很不服氣，就問：「為

什麼？」 

收費的人再說：「因為別人參加慈善

晚會，都是用眼睛看表演，只要付十塊

錢就好，至於你呢？你是閉起眼睛用『

心』看，所以要加倍付費。」 

由此可知，一個人不要以為眼睛不看

、耳朵不聽，就是大修行。其實，內心

的貪欲、瞋恨、愚痴、邪見、嫉妒，那

才是更可怕的。真正有修行的人，要能

隨喜隨緣，當看就看，當聽就聽，並不

是要表現得古裡古怪，刻意標新立異；

自以為有道德、有仁義，而內心卻汙穢

不淨，那可是會給人看不起的啊！ 

因此，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內外一如

」，從內心清淨做起，進而眼清淨、耳

清淨、語言清淨，一切都清淨！

在一生當中，應該有一至二次，將身
邊的物品全部送人，體會空無一物的
境界。

加倍付費

二○○二年，我在日本剛成立的本栖寺裡

，接到台灣打來的電話，說我建立的玉佛樓

高齋堂，起火焚燒。當然在電話裡，我交代

他們趕快請消防隊幫忙滅火。過了不久，從

台灣又打來電話，說消防隊指示不能救火，

恐怕開窗、開門，火勢會更加漫延，讓它關

起來悶燒，就沒事了。

    誣蔑踐踏  視為磨練心志

這也不要緊，那只是放置法寶經書的庫房

燒毀，佛書燒了，我可以再印刷；房屋燒了

，我可以再重建。但現在回憶起來，為什麼

消防隊員你見火不救呢？我也曾經捐助過消

防車，也贊助過消防隊，但是到了我需要消

防人員的時候，他們卻置身事外呢？我至今

百思不解。雖然增加我一點經濟上的損失，

但我們一樣的弘法利生、一樣的推動佛教的

發展，熱忱並沒有減少，這場火災，不會燒

掉我們的信心。

後來，佛光山的徒眾粗心大意，在山下馬

路外的一塊農業土地上，臨時搭建的一個鐵

皮屋，裡面堆放了一些桌椅、書籍、雜物，

不知道什麼原因，也忽然起火焚燒。這原本

也是一件小事，是一個閒置的倉庫，很快的

也把火勢撲滅了，沒有影響隔壁的土地，也

沒有影響別人。可是第二天報紙上，斗大的

標題「佛光山失火焚燒」，讓人怵目驚心。

難道，佛光山失火焚燒，你們才快樂嗎？才

歡喜嗎？我們受到社會給予我們不公平的誣

蔑、踐踏。社會對佛教產生錯誤的認知，大

概就是我們最大的困難了。

儘管我們心中雖有不平，但我們不灰心、

不喪志，一樣為社會大眾服務。等於開山早

期，因為沒有經驗，滂沱大雨，不斷把我們

已經填補的砂石沖走，沒有關係，沖走了我

再填；已經快要完成的放生池堤岸，也被大

水沖毀，沒有關係，我可以再加強重建。所

有困難，只要你堅持不懈，只要你鍥而不捨

，什麼困難，也就不是困難了。再說，所謂

菩薩「發菩提心，立堅固願」，上求佛道，

下化眾生，就是困難，也把它視為磨練我們

的機會，是我們的增上因緣。

台灣是一個民風淳樸、民間宗教普及的地

方，佛教在台灣也受民間宗教的肯定，但是

在台灣，佛教的歷史並不很長。最早，鄭成

功的母親在台南建了開元寺，可以說是最早

的寺院；福建一位樹璧禪師，帶了湄洲媽祖

像渡海來台，開創了北港朝天宮；台北艋舺

龍山寺供奉觀世音菩薩、清水祖師等等，可

以說，台灣神道教的起源都與佛教有因緣，

因此，他們也都非常禮遇佛教寺院。而佛教

會，也經常在宗教法上與政府力抗爭取，以

保護神道廟的利益，大家彼此和諧相處。不

過，有幾件在台灣佛教史上具有歷史意義，

也是讓台灣與國際接軌的大事件，應該要讓

大家知道。

    佛館聖地  帶動高雄經濟

例如，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世界佛教傑出

婦女會議連續幾次在佛光山召開；佛教與梵

蒂岡樞機主教的對談，也在佛光山舉辦；甚

至，西安法門寺佛指舍利迎請到台灣，數百

萬人瞻仰禮拜，促進了兩岸宗教文化的交流

來往；印度貢噶多傑仁波切，帶領十二位德

行兼備的仁波切來台，贈送佛牙舍利給佛光

山……可以說，這些都是台灣偉大的榮耀、

偉大的歷史。 （待續）

⬅1989年，西安法門寺佛指舍利迎請蒞臨台

灣盛況。

【記者阮愛惠宜興報導】由星雲文化基金

會、「茶禪四月到宜興」旅遊季活動組委會

主辦的宜興素博文化講壇，日前連續第三年

在中國將江蘇宜興體育館舉行。佛光山開山

星雲大師感念祖庭恩澤，也為了滿足廣大聽

眾的索票，今年特地連講三場，以「禪的生

活文化」為題，為宜興民眾慈悲開示。

貴賓宜興市副市長尹志華感念高齡的大師

不辭辛勞來和宜興民眾相聚講壇，他指出，

文化是旅遊的靈魂，大師在素食之上注入茶

禪文化，相信能帶領更多人了解宜興。

第一場，民眾憑票入座，三千五百座位座

無虛席。宜興電視台主播安佳和無錫廣播電

視台高源擔任主持工作，主持人安佳表示，

她主持過宜興的大小活動，發現來聽大師講

座者特別地專注，顯示他們的求法若渴。

生於揚州的星雲大師，七十八年前在宜興

出家，對宜興有很特殊的情感。他對應李白

詩句中的「煙花三月下揚州」而作「茶禪四

月到宜興」，期許出過很多狀元進士和教授

的宜興市，除了「紫砂壺世界第一」的雅號

之外，也能再推廣竹文化和茶禪文化，讓全

大陸、全世界的人都嚮往宜興。  

說到「禪」，大師指出，「禪」不是佛教

所有，而是每個人自己的寶藏，參禪，能得

到自我的安定，對提升自我有很大的幫助。

   誠信自我尊重   生活處處有禪機

大師以宜興磬山崇恩寺玉琳國師的故事，

以及自己當年十二歲，千金一諾出家的往事

，向大眾講解「誠信」的重要性。因為守信

，大師展開弘法利生的喜悅人生，成為自己

的貴人。大師說，「禪」不是神奇玄妙的現

象，如果懂得掌握，世間無處不是禪機。

大師又說，宜興還有一個寶地，是丁山的

蘇東坡書院。東坡居士是著名才子，詩書、

字畫無一不精，他喜歡參禪，和出家人比禪

風。但參禪卻不如佛印禪師；六祖惠能則指

出「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大師

以幾個小故事，深入淺出地解說「禪」就是

生活中的自我尊重、守法守信、勤勞智慧、

愛心幽默罷了，禪不深奧難解，但境界來時

卻往往產生迷惑，時時檢視自我的禪心，才

能產生自我肯定、自我慈悲及自我主張。

來自佛光山叢林學院的學生及大覺寺雲湖

書院的學員，分坐於大師兩側，串場演唱六

祖惠能的〈無相頌〉、蘇東坡參禪前後的三

首禪詩、〈雲湖之歌〉及〈雙好〉等詩偈，

為演講的氣氛加溫不少。

   
 參禪三法門  三好四給度眾生  

講壇第二天，大師一開場先讓大眾靜心兩

分鐘，引導大眾體驗參禪的最高境界─聽隻

手之聲，感受沒有聲音的語言。大師以生活

化的小故事，告訴大眾參禪有三個法門─讚

歎、慈悲、忍耐。大師指出，修行首重修口

，好話帶來運氣、壞話帶來麻煩，夫妻、朋

友、上司下屬、親子之間，如果善用讚歎法

門，相處的品質絕對大大提昇。釋迦摩尼佛

也因為修習讚歎法門，比同時期修行的彌勒

佛早三十劫成佛。

至於慈悲法門，大師說：慈悲不難，慈是

給人快樂，悲是拔人痛苦；用慈悲與人結緣

，人人歡喜。大師自述從小家貧，一生什麼

都沒有，而今能在全世界建寺廟和大學，都

是慈悲結緣種下的好因。

大師不愛錢，自喻像老母雞，寫一筆字就

像下「咕咕蛋」，誰喜歡都可以拿走，得來

的錢全數用來作公益。有人比喻大師和王永

慶一樣，但大師自認和他不同，他說：「我

出家作和尚，虛空世界都在我心中。」

最後講到忍耐法門，大師說，一般人以為

忍是吃虧，事實上，忍是拳頭刀槍都比不上

的力量。忍有「生忍、法忍、無生法忍」，

忍是無上智慧；出了家，若能忍受嘲諷打罵

，千生萬死，方能成為上等出家人。忍的工

夫有修練的層次，忍之於口、忍之於面、最

後忍之於心，忍慣了，心裡就不在意。

藉由讚歎、慈悲、忍辱法門，大師歸納出

「三好」─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以及「

四給」─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

給人方便的生活哲學理念，與中華文化的優

秀內容：謙讓、溫和、恭敬、包容、慈愛、

和平等相關連。此場講座值逢周六，有更多

來自外地的聽眾。來自湖北的楊光武和周定

山，前天就坐六小時的火車來。有的人從前

只透過視頻看過大師，也有學生看了大師的

一筆字深受感動而來參加講座。

茶禪宜興 星雲大師說禪文化

⬆連續舉辦三年的星雲大師宜興素博文化講

壇，今年以〈禪的生活文化〉為題，掀起大

陸人士不辭路遙的聞法熱潮。�

� 圖／人間社記者周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