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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不老菩薩 發心服務50年
星雲

 
法語

【記者羅智華高雄報導】日前於高雄佛光

山舉行五十週年紀念活動中，第二場「話說

佛光山」在佛光山如來殿登場，邀集十二位

與談者分別從弘法、建築、文學、慈善等面

向暢談與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的因緣，娓娓

道出不為人熟知的佛光山創建歷程。

    
每段法緣  皆是佛光山重要足跡

 第二場 的「話說佛光山」由佛光山寺常

務副住持慧傳法師與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北

區協會會長李德全擔任主持人，與談貴賓包

括監獄佈教師林清志、三好體育協會會長賴

維正、佛光山宜興大覺寺信徒總代表趙元修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理事賴義明、中央大

學中文系教授李瑞騰、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

、佛光會檀講師周學文、沈雪峰將軍、蕭頂

順居士、吳友信居士、孫輝居士、卓春英女

士等十二位與談人。

十六歲聆聽大師演講而決定跟隨他學佛的

林清志談到，初見大師就留下深刻印象，心

想「怎麼會有這麼具威儀的出家人？」因而

發願以大師為學習典範，聽完演講當晚就跑

到雷音寺上大師的國文課，在大師悉心教導

下，他成為第一代佛光青年，跟隨大師到處

演講。他笑著說，當年十六歲的他，如今已

七十八歲，一路走來收穫良多，他也勉勵大

家要一起為佛光山的傳承而努力。

一輩子都在為佛光山蓋道場的蕭頂順是最

資深建築師，他談到開山之初是靠著「買一

塊地、建一塊地」慢慢創建，早年經費有限

無法用水泥，只能用石頭堆疊，每當西北雨

降臨， 大師與他以及平和尚就要忙著巡山 

，看有沒有哪裡倒塌 ，很多建築更是靠學

生與工人合力完成，展現佛光山長年的「集

體創作」精神。對此，星雲大師亦談到，他

不懂建築，只能用嘴巴說出心中的道場設計

，但蕭居士總能如期完成他想要的樣子。

    從石子堆起  集體創作精神扎根

 要完成佛光山創建，只有硬體建築還不

夠，水源亦亟待解決。為改善用水問題，吳

感謝有您！

友信談到父親吳大海當年因感佩大師「愚公

移山」精神而建水塔、抽水上山，父親認為

只是小小付出，大師卻十分感激，不僅將之

命名為「大海之水」，還在吳大海往生後派

法師協助身後事宜，令吳友信感動不已。

被佛光人稱為「寬爸爸」的賴義明談到讓

全家人跟著大師學佛，沒想到因此成就兒子

慧寬法師的出家及成立員林講堂、將法水弘

揚至中台灣的歡喜因緣。投身股市多年的他

感謝大師提點讓他安然度過金融風暴，從中

體會到投資佛法、投資佛光山才是穩賺不賠

、廣結善緣的最好投資，呼籲大眾一同護持

佛教。

「佛光山是我一生的法身慧命之家。」周

學文表示，感謝父親周羅漢為他種下菩提種

子，成就他擔任檀講師、護持人間佛教的善

因好緣。身為知名企業家的趙元修則談到：

「從企業眼光來看，大師是非常成功的企業

家，不僅良好管理佛光山與僧團，更在世界

弘法有成，令人感佩。」

這些年走訪海內外佛光道場的李瑞騰提到

，他常常想，長年推動教育、文化不遺餘力的

星雲大師應該去當教育部長、文化部長，而

超群的管理能力更足以擔任經濟部長。他表

示，文字是人際溝通的重要媒介，大師長年

以語言、文字弘法利生，其力量足以穿透銅

牆鐵壁，他相信已在文字、影像奠立良好根

基的佛光山，未來五十年一定會做得更好。

星雲大師開示時特別感謝大家付出，他表

示，佛光山的每一磚、每一瓦都是信徒願力

成就，佛光山開山五十年，最感謝的是各位

信徒，「有你們才有佛光山」，無論是出錢

，還是出力，功德都一樣，都是將歷史留給

人間、將教育留給孩子、將智慧留給自己。

智慧乃靠先天的稟賦及後天的努力而
得。兩者相較，後天的努力遠較先天
稟賦的力量大。

台灣話說小孩子到了青春期，有所謂

「轉大人」，才能更成熟；表演者到了

某個階段，也有所謂「轉型期」，才有

更大的演出舞台。人生要「轉」才能成

長，吾人的心也是要「轉」，才能開闊

。到底如何轉心？以下四點意見：

第一、不貪心而喜捨：貪的習氣會讓

我們對於外在一切人事物、感受、財富

、名位等，無有厭足，奔馳追逐，惹得

身心不得止息清淨。如果能轉貪心為喜

捨心，就能分享給大眾，廣結善緣；能

捨去慳貪之心，就會無所罣礙，獲得自

在。

第二、不抱怨而仁慈：怨是心有不平

而積累的情緒。怨氣引生恨意，怨言招

致誤會，抱怨損人不利己，哀怨自憐不

討喜，不但無法解決事情和問題，可能

演變得更糟，可說是一無是處。如果能

將抱怨轉為仁慈，人慈悲了，心地也柔

軟了，智慧就會生出，所謂「慈悲無障

礙，智慧遍十方」，一定可以化解許多

問題。

第三、不懶惰而勤勞：懶惰是一種病

，有許多過患，如散漫、閒逸、他人嫌

惡、內心無所著落等。反之，勤是精進

不懈，勞是付出努力，如古德所云：「

衣不天降，飯不地湧；一衣一食，皆必

出自勞動。」因此，轉懶惰而勤勞，會

受人肯定，受人尊重。

第四、不執著而明理：經典說，執由

虛妄分別之心，對事物或事理固執不捨

，又稱迷執、執著、計著。它會讓我們

無法認清真相，也不能認識真理，因而

種種煩惱妄想繫縛，難以解脫。假如你

能放下一分執著，就少一分痴迷；少去

一分痴迷，就增長一分明理，人生也就

多一分智慧與圓融。

「轉」很好，稻田轉作之後，可以增

加農民的收益；峰迴路轉之後，會有另

一片新天地。只要我們的心一轉，人生

有無量的可能，未來有無窮的希望，生

活有無限的機會，心靈有無邊的空間。

以上四點「轉心」，提供吾人參考。

第一、不貪心而喜捨，　

第二、不抱怨而仁慈，

第三、不懶惰而勤勞，　

第四、不執著而明理。

轉心的重要

智慧人生

從屋裡吃起
文／石惇奇

從前，有弟兄倆，哥哥長相十分英俊，弟

弟長相平平，他們都靠挑著雜貨擔走村串戶

維持生計。

老大出門無論走到哪，都有人請吃請喝，

從來不會餓肚子；老二呢，無論走到何處儘

管再飢再渴，就是無人過問，往往是餓著肚

子回家。老二對此百思不得其解，他認為，

哥哥走到哪裡都有人請吃請喝，人家一定是

看他臉蛋長得比較漂亮。

母親知道老二的想法後，語重心長地對他

說：「小的啊，吃酒吃飯，得先從屋裡吃起

嘛。」

「啊，原來是這樣！」老二將母親的話記

在了心裡面，他每次出門前都特意酒足飯飽

後才上路，沒想，他走了東村走西寨，肚子

儘管餓得咕咕叫、嗓子渴得直冒煙，照樣還

是無人理睬。老二茫然了：哎！我是按照母

親的話，先從屋裡吃起的呀，怎麼還是……

原來，母親說的「從屋裡吃起」，並非老

二所想的——先在家裡吃好喝好再出門，而

是自己得先請別人吃，然後，你出門才有人

請你吃。

俗話說：「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

處處只想占便宜，而生怕吃半點虧的人，誰

敢理睬你！就跟幫助別人克服困難一樣，如

果平時對別人的困難，視而不見，甚至袖手

旁觀、置之不理，當你自己遇到困難的時候

，才想得到別人的幫忙，那恐怕就不大可能

了，有耕耘才有收穫，先苦後甜，種豆得豆

、種瓜得瓜……這些都是同一個道理。

以孩子為師

女兒送的生日禮物
文／劉潔

我和老婆都是很普通的公司職員，生活的

壓力、工作的煩惱總是讓我們活得戰戰兢兢

。每日回家，我和老婆各忙各的，早已沒了

戀愛時的那種甜蜜，這種淡如水的日子久了

，也就習以為常。

女兒現在兩歲三個月，已經有自己的內心

世界，時常讓我和老婆很難理解甚至驚嘆！

今年我的生日，就是女兒讓我重新審視了自

己的生活態度，有時我們太執著於目標，而

忽視了親情帶來的驚喜。

已經不記得有多少年，我沒有正式過生日

了。今年的生日也一樣平淡，沒有派對，沒

有蛋糕，甚至，老婆也忙到忘記說聲：「生

日快樂！」

吃過晚飯，我坐在桌前看書，女兒則拿著

老婆買給她的彩色筆在紙上畫畫。突然，女

兒拿著一張小紙條說：「爸爸，生日快樂！

這個是送給爸爸的禮物！」說完就是一個大

大的笑臉。

我還在想是不是老婆教女兒這樣做？紙條

是女兒隨手從圖畫紙上撕下來的，上面是各

色彩色筆的塗鴉。我實在看不出這是一件什

麼禮物。

「爸爸，這是我送你的皮帶！」還是女兒

告訴了我答案。

我和老婆頓時呆住。皮帶，是我和老婆平

日的玩笑對話。我總是對老婆說：「妳看，

我的皮帶都快要斷掉了，真不知道哪天褲子

會掉下來？」老婆每次都回說：「等褲子掉

下來的那一天，就給你買新皮帶。」

我的眼眶這時溢滿淚水，強忍著不讓它落

下，模糊的視線裡只有女兒的小臉和那條紙

製的「皮帶」。此刻，是喜極而泣的感激，

是滿懷自責的愧疚。彷彿女兒在那一刻長大

了，不再是那個將牆壁和家具塗滿顏料的頑

童，不再是那個隨手撕掉繪本封面的嬌嬌女

，也不再是那個要追著餵飯吃的公主。

我和老婆緊緊將女兒擁入懷中，女兒低聲

說：「生日該有個蛋糕才對！」這句話在我

和老婆聽來，就如「生活中也該有點如蛋糕

的甜蜜才對！」

女兒還是個孩子，只是我們失去了孩子的

那分童心。我們總是在患得患失中生活，在

真正失去之後，才想起要吃後悔藥。擺在我

們面前，最真實也是最感人的親情卻常常視

而不見。

在我將近不惑之時，感謝女兒送我一件解

惑人生的生日禮物，與財富無關、與健康無

關，只關乎對待家人的那分態度。

一條神秘的家規讓山東琅琊王氏家族，跨

越許多劫難，從東漢至明清1700多年間，出

了36個皇后、36個駙馬、35個宰相，成為中

國歷史上的「第一望族」。

王氏家規僅有6個字—「言宜慢，心宜善」

。僅僅「言宜慢」三個字，就讓王氏始祖王

吉在險惡的官場上，渡過各種難關，10年間

從一名知縣成為朝廷重臣、西漢名臣。

六字家規 

家族興旺1700年

文╱星雲大師

我的發心立願

貧僧有話要說 二十八說

我也慢慢發現到，我要實踐真正的「給他

」，不可以貪求要他給我，所以我就立下〈

佛光山工作信條〉：「給人信心，給人歡喜

，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同時，我自己也

感受到，自己待人的誠心仍然不夠，真心仍

然還有不足。所以，我栽花種樹，讓他欣賞

獲得蔭涼；我建築會客堂，讓他喝茶安住；

我供奉諸佛菩薩聖像，讓他恭敬禮拜。我不

覺得他受我多少的方便接待，只覺得自己還

有諸多不周、不到，沒有滿其所願。

我恐怕雨水淋濕，讓人行路不便，就在山

門口放置雨傘；我想到人進入殿堂，諸佛菩

薩也沒有跟他講話，必須要有殿主、香燈師

父，給他歡迎、釋疑；看到道路狹窄，行走不

便，我想到應該給予拓寬；看到父母帶著嬰

幼童前來，我設立哺乳室、提供嬰兒車給予

他們方便。我也想到老人行動不便，我為他

們準備輪椅代步，乃至身障人士行動不便，

我設想如何讓他們擁有無障礙空間的便利。

甚至，想到佛光山的弟子，身體上總有一

些大小毛病，於是我設立醫務室；想到眼睛

看書的重要，我在教室裡，增加電燈的亮度

。雖然我個人提倡簡食，總想他們過堂吃飯

時，能飽餐一頓，獲得禪悅法喜嗎？

我不認為一個信徒前來禮拜，他就是我的

弟子、我的徒眾，我都把他們當成諸佛菩薩

迎接。一直到現在，我雖然二次中風、手腳

不便，但是有人歡喜與我照相，我總是盡量

的站起來，讓他知道我對他的尊重。

   祈願祝禱 人人富樂平安 

我的發心立願，就這樣慢慢的隨著歲月增

長。為了山區民眾看病的艱難辛苦，我卯足

全力送醫療到偏遠地區；為了偏鄉兒童的讀

書，我為他們建圖書館，增加雲水書車。掛

念義工來寺院發心交通不便，我鼓勵山上的

徒眾，要關心義工的交通往來，現在山上的

大巴士、中巴士，就是這樣子設立起來了。

對來山的信徒，怕他們走路辛苦勞累，我準

備許多電動車，希望為老弱身障的朋友，給

予他們一些方便。

我聽到吃飯的板聲，就想：今天的飯菜，

不知道大眾吃得歡喜不歡喜？滿意不滿意？

我聽到鐘聲、鼓聲，就想：大眾聽得到嗎？

他們能獲得啟發嗎？甚至後來，當我看到天

上的烏雲，就想：民眾知道快要下雨了嗎？

一到了夏秋季節，我掛念颱風會不會給民眾

帶來災害呢？我祈願天上的太陽不要太過炎

熱，我也希望夜裡的月光不要那麼微弱，滿

天閃耀的星斗，新鮮流動的空氣，不只是台

灣，甚至全世界地球的人類都需要啊！

我也掛念退失道心、離開佛光山的青年，

他們的生存有困難嗎？我也關心海內外所有

的信徒，他們的衣食都能豐足嗎？所以，我

要佛光山的弟子，人人都要培福修德，才能

安住身心；人人都要知道照顧信徒、關心信

徒，儲財於信徒，讓他們適時適能布施就好

。一般的世俗人，對於青年男女都說「但願

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但我們學佛的人，

應不斷的祈願，使人人都能富樂平安。

所以，現在佛光人見面、招呼，彼此稱念

「吉祥」，就是在這樣的提議下，時間久了

，達成共識，也就彼此尊敬，互道「吉祥」

了。過去，這句話都是在皇宮王朝中呼喊：

「皇上吉祥」、「太后吉祥」，現在，我希

望把「吉祥」推動到普天之下，唯願所有眾

生都能吉祥。

發心立願，是要自我學習、自我精進的。

為了讓人人都能有職業，都能有順利的人生

，我都鼓勵大家要「給人接受」。我也希望

所有的人自立自強，對別人不可以過分要求

，自己要做自己的貴人。在世間上，不要有

太多的貪欲，「享有」比「擁有」更輕鬆自

在。 （待續）

⬆佛光山電動車，給予老弱身障者便利。

⬆佛光山舉辦開山50週年慶系列活動，

於佛陀紀念館成佛大道上施放「光照大

千」煙火秀，全世界五大洲信徒在 「5

、4、3、2、1」倒數聲中，觀賞璀璨奪

目的煙火秀， 慶祝開山五十週年歷史性

的一刻。 圖╱ 莊美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