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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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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羅佑純、人間社記者薛斐文、吳玉

真、劉妙秋、李錦環綜合報導】為慶祝佛光

山開山五十周年、星雲大師九十大壽，全球

三百多個道場都於五月舉辦「佛光山五十周

年影像圖像回顧展」，展示從開山到現在的

經典照片，前幾天台北道場、北投安國寺、

頭份宏法社、台南講堂、屏東講堂的回顧展

開幕，舉行了隆重的開幕典禮，並邀請各界

人士一同「話說佛光山」。

    
台北道場 感謝護持

佛光緣美術館台北館日前舉行開幕典禮，

台北道場住持覺元法師陪同佛光山長老尼慈

莊法師、遠見．天下發行人高希均、國際佛

光會中華總會副會長趙翠慧等貴賓，一起欣

賞三百幅老照片。

高希均表示，天下文化於民國一○○年出

版《百年仰望—二十位名人心目中的民國人

物》，挑選出二十位近百年來深深影響華人

的重要人物，星雲大師也入選，因為大師是

空前的思想家，也是佛教的改革者，他推廣

的人間佛教理念，讓佛法變得容易懂。

「感謝大家五十年來護持佛光山、台北道

場，也希望大家能繼續本著熱誠，繼續照顧

。」慈莊法師一上台致詞，即感謝護法信徒

，由於台北道場有十六個單位，他也讚歎道

場的歷任住持很辛苦，才能照顧好這麼大的

家庭。

覺元法師指出，星雲大師年輕時認為，佛

教要現代化、藝文化、通俗化，而且有自己

的學校、報紙、電視台，如今大師都做到了

，還在全世界建立三百個道場。法師強調，

因為大師發下了「給」的大誓願，不僅將他

的弘法熱情給出去，並教佛光人要行「四給

」，才成就出如今的法水長流五大洲。

    安國寺 不忘菩薩心

北投安國寺的「影像圖像回顧展」七日開

幕。〈師父頌〉影像，短短幾分鐘回顧五十

年，可以看出佛光山從無到有的過程，星雲

大師心心念念都是大眾，無論多少艱辛多少

毀謗，大師沒有一句累一句苦，才有今日佛

光山。

安國寺監寺道祥法師致詞說明，一九五三

年大師從宜蘭開始弘法，至今已高齡九十歲

仍奔波全球弘法不歇。大師曾說，願來世仍

做和尚弘法，如同安國寺碑牆銘刻「不忘初

心、慈心悲願」。

台北市議會議長吳碧珠由衷感佩大師的精

神，她表示，佛光山創寺惟艱步步不易，唯

有大師深具菩薩心，奉獻智慧付出生命心力

，透過佛法教化世人，讓社會安定祥和。明

倫高中校長曾美蕙深深感謝佛光山，對莘莘

學子成長過程幫助良多。

    
宏法社 結合佛誕節

苗栗頭份宏法社結合佛誕節，舉辦「浴佛

法會暨佛光山開山五十周年影像回顧圖像展

」，禮請慧思法師主法。

慧思法師開示表示，星雲大師和他帶領的

僧團，為宏揚人間佛教，秉持佛陀本懷，將

佛法深入人間，推行三好四給，讓社會更祥

和。在紀念弘法五十周年的時刻，宏法社將

大師和佛光教團的弘法足跡作成影展，祈願

大家能用心參觀指教。

頭份市長徐定禎也表示，宏法社是頭份的

淨土，每年舉辦的許多活動，都能帶給市民

大眾淨化心靈的力量。

   台南講堂 話說悲願

台南講堂五日舉行「影像圖像回顧展」開

幕典禮，住持妙勤法師、榮譽功德主劉珀秀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理事劉宗澧及多位貴

賓親臨會場觀禮。

妙勤法師表示，星雲大師得瘧疾時，獲得

佛光山開山50周年 圖說弘法路

恩師志開上人的一碗鹹菜，因此感念而發度

眾宏願。更在經歷南京大屠殺及第二次世界

大戰時期，眼見耳聽都是眾生的苦難，亟思

佛教的興衰與如何避免殺戮。來台弘法本著

「人要的、善美的、淨化的」精神傳揚人間

佛教，讓人人透過各種方便法門，受到佛法

的薰習。

妙勤法師並以「花若盛開，蝴蝶自來；人

若精采，天自安排」，提醒大眾要依大師的

教法學習，讓所學佛法實踐在生活中，吸引

他人共同親近學佛的人，讓法水長流。

    屏東講堂 邀母同慶

屏東講堂的「影像圖像回顧展」七日開幕

，當天同時慶祝佛誕節、母親節，邀請道場

八十七歲到九十四歲高齡母親，合切五層大

蛋糕，場面溫馨歡樂，滿堂瑞氣吉祥。

「心懷度眾慈悲願，身似法海不繫舟。問

我平生何功德？佛光普照五大洲。」慧昭法

師說，這正是星雲大師弘法五大洲的心情寫

照，看佛光山弘法度眾看內涵、看大師的慈

心悲願。凡是有海水、有陽光的地方，就有

人間佛教。屏東縣副縣長吳麗雪致詞說，佛

光山帶給台灣、社會祥和與美麗人生，大師

推動的三好四給五和，讓人人身心安頓。

⬆佛光緣美術館台北館「佛光山開山五十周年紀念影像回顧展」開

幕，王力行（左起）、高希均、慈莊法師、覺元法師、羅李阿昭一

同揭幕。 

⬅台北道場覺元法師培同與會貴賓一同欣賞老照片。 

 圖╱記者楊祖宏

「未成佛道，先結人緣」，心存歡喜
、恭敬、祝福，就是結緣；給人好因
好緣，則是最好的供養。

捐贈器官

現在社會上的慈善家、有德人士都在

提倡器官捐贈，我個人也響應，並且早

已立下志願書，做了器官捐贈的準備。

捐贈器官有很深的意義，《大丈夫論

》謂：「菩薩為求一切種智，及悲愍眾

生故捨身，同時亦令慳貪之眾生起布施

心。」都是在說明器官捐贈的偉大情操

。

捐贈器官也可以說是佛教的首創，因

為在兩千五百多年前，佛教教主釋迦牟

尼佛的過去世為國王時，即以「割肉餵

鷹」的胸懷作了器官捐贈的義舉，此舉

並成就他的菩薩道。此外，佛教經典也

記載不少捨身例子。

例如：《金光明經》的薩埵王子捨身

飼虎、《大般涅槃經》的雪山童子為聞佛

法捨身給羅剎等，這些捨身捨命的人，

比死後才捐贈器官的行為更是了不起。

還有古代的高僧大德，在動亂的時代

裡，為了解救眾生的苦難，為了真理的

需要、佛法的流傳，他們犧牲自己的生

命，將生命布施給眾生，奉獻給常住，

都是器官捐贈意義的再延伸。所以捐贈

器官，其價值有四點：

第一、遺愛人間：人體的器官，到了

人生百年後，可說都是沒有用的物質，

如果能把這個身體沒有用的物質再加以

利用，讓它幫助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延

續它的機能價值。例如，將眼角膜捐給

患有眼疾的人，讓他可以重見光明；把

腎臟捐給有腎臟病的人，讓病人可以恢

復健康，延續他的生命。把自己身後的

各種器官，留給需要的人，就是遺愛人

間，這是偉大的布施。

第二、資源回收：天地承載我們，父

母孕育我們，社會大眾也貢獻給我們許

多資源，而我回饋給人間的是什麼呢？

假如說，人生到了最後把自己沒有用的

物質給人家來利用，這就是將天地間的

資源再回收，是很有意義的。

第三、慈悲喜捨：捐贈器官意指捨棄

身命，佛教視為最上乘之布施。據《大

智度論》載：「布施財物為外布施，捨

身則稱為內布施。」所以，若能捐贈皮

膚、眼角膜、腎臟、骨髓等器官就是在

行大慈悲、大喜捨、大布施。

第四、延續生命：布施我們沒有用的

器官，藉它延續生命的存在，這不是很

有價值嗎？

所以，捐贈器官的意義值得提倡：

第一、遺愛人間，第二、資源回收，

第三、慈悲喜捨，第四、延續生命。

另類財富 

能者多勞的省思
文／家瑋

佛陀是愛情專家

每個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可用，若想超

時使用，必然顧此失彼，一事難成。能者多

勞，指人靈巧多才，可分擔憂勞，就字面看

來，這句成語褒多於貶，但若細究，恐怕未

必如此。公安三袁中的袁弘道，一生創作豐

富、成績斐然，集文學、藝術之大成，不到

而立之年，就已聲名遠播。

萬曆二十二年時，袁宏道謁選授吳縣縣令

，認真負責的任官態度，讓縣民為之讚賞。

可惜的是，他上任兩年，便深覺疲累，再

加上不幸身染疾病，苦不堪言，萌生退意，

曾言：「吳令甚苦……苦膝欲穿，腰欲斷，

項欲落。」又說：「作吳令，無復人理，幾

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七尺之軀，疲於奔命

。」不久之後，袁宏道解綬而去，其創作的

質與量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人生在世，各有存在的價值，也有自己要

完成的任務。有些人反應靈敏，聰明巧慧，

必定容易受到矚目；但相對來說，被期待、

賦予的任務可能也過於沉重。一個人的時間

、體力有限，總是交付給同一人，即使是「

能者」也無法承擔；有些看似笨拙、駑鈍的

人，相信也有其擅長的能力，只是缺少機會

與關注，無法一展長才。

適性揚才，不僅是目前教育潮流，也應該

是大家要有的基本認知，將對的人放在對的

位置，相信人人皆可是「能者」。

藝術天地

窯神將它給了我
作品／尤尉州   文字／邱鈺喬

我沒看過柴窯出窯的過程，特地前去感受

一番……

當日有豔麗的太陽，我在深山中，感受清

涼微風吹拂。

滿眼的綠意，真是享受，這是窯外人的感

受。

柴窯現場有八位陶藝老師在期待出窯，現

場可說是瀰漫著「開獎」氣氛。

因為這個柴窯是重新整理過的，誰都不知

道窯神會給什麼。

我呢？拾起一件陶，它一出窯就被判定是

石頭，所以被扔在冷宮。

我拿著它問邱吉老師「可以給我嗎？」

也喜愛插花的邱吉老師對我笑了笑，就給

了我。

我剪了一支桃花與含笑，為它插上，青碟

裝盛著它。

就這樣子，魚的眼睛就亮了起來。

謝謝窯神將它給了我。

龍陶藝術工作坊 https://www.facebook.com/

m87411/

星雲
 
法語

文╱星雲大師

我對金錢取捨的態度

貧僧有話要說 二十七說

我也常說，佛教界的領導人，在領導信徒

的時候，要懂得體諒信徒的生活，體貼信徒

的辛苦，體會信徒的一切來之不易。所以，

當信徒再給常住時，我們也要思考：我們自

己又給了信徒什麼？

施者受者 功德等無差別 

我常說，捨得、捨得，要捨才能得，我們

自己也要奉行。我一直鼓勵信徒在佛光山吃

飯不必給錢，你在這裡吃飯就是功德。你布

施，有功德，你接受人家的布施，一樣有功

德。等於我們到寺廟裡捐獻、添油箱是功德

；在寺廟裡面喝口茶，吃碗飯也是有功德。

跟佛門結緣，並不是說一定都要給才是布施

，才是功德。接受，也是緣分，也是功德。

佛經裡說，施者受者，等無差別。

過去，大醒法師曾經告訴我，凡是信徒供

養他的錢，若信徒說：「師父，這個給你喫

茶。」他就在紅包上面寫著：「這是喫茶的

錢。」若信徒說：「師父，這供養給你吃水

果、買水果。」他就在上面寫著：「這是吃

水果、買水果的錢。」他說，不能把信徒給

的淨財弄混了，這會錯亂了因果。因此，他

總是喫茶的喫茶，吃水果的吃水果，功德分

門別類寫好用途。

但我認為這樣做也太過迂腐。在我認為，

錢財是相通互用的，只要是善於利用，給你

、給他用都是一樣的。何況錢財是社會大眾

共有的，所以我不在這個細節上去分別。因

此，當佛陀紀念館建設好了以後，我召開了

幾次佛教寺廟的會議，歡迎他們來辦活動；

或有什麼事情，都可以來使用這裡的場地，

佛陀紀念館這本來就是大家的。

俗諺云：「大廈千間，夜眠不過八尺；良

田萬頃，日食又能幾何？」所以，我們要比

較的、要爭奪的又是什麼呢？一個人在世間

上，你能睡多少、用多少，都有一定的，如

果你超過了，那就會變成一個負債的人。

勉勵徒眾  要憂道不憂貧

對於一些出家不久的徒眾，我也經常告訴

他們，你可以儲蓄十萬元、二十萬元，因為

萬一家人或有疾病了，或是你要旅行，或是

你要買書，擁有一點私款可以使用，這是人

之常情。你們可以存在福田庫裡，常住是不

可以干涉你的所有。這就是我人間佛教的性

格吧！

所有佛光山的大職事，像慈惠、慈容法師

、心定、心培和尚等，他們在佛光山都是長

老級以上資深的職事，他們跟隨我都幾十年

了，到現在，你問他們有多少存款，他們可

能都沒有。但是，他們在常住所有的用度開

支，常住都有制度給予照顧。他們在佛光山

所擁有禪悅法喜，就夠他們受用了。

佛光山常住為山上的徒眾建立了醫療、疾

病照護、退休養老等制度，徒眾的食衣住行

，常住寺廟也會全部為他們負擔。我也主張

徒眾要孝養父母，所以現在不少徒眾的父母

，都依靠他的兒女，住在我們的佛光精舍裡

頤養天年。試想佛光山都能救濟天下的人了

，為什麼不能幫助徒眾的父母，解除他們的

苦難呢？當然，徒眾也要爭氣，有所作為，

父母才能沾你的光。

人常說，這世界上共產制度進步，它是要

讓社會貧富均衡、平等、不私有，其實佛教

六和敬的僧團，本來就講「利和同均」，你

看我佛光山比共產主義更共產、更落實。

 現在，佛光山開山五十年，宗務委員會也

經常開會，總想，一個道場要朝百年、千年

發展，委員們要為未來著想。我都告訴宗委

會的大家，不可以只想在錢財上儲財，大家

要儲道，要憂道不憂貧，要鼓勵修道，有道

就不怕沒有錢財。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