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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

永遠院長上課 重溫師生情誼 

【記者羅佑純高雄報導】佛光山叢林學院

日前舉辦「校友回家」活動，由於這是叢林

學院成立五十多年以來，首度廣邀校友回高

雄佛光山，大家心中永遠的院長—星雲大師

，特地與學生們話家常，他拄著拐杖走入會

場，台下學生高喊著「院長好」，大師也開

心的說：「真心歡喜你們回來佛光山」。

佛光山開山五十週年紀念日，許多曾就讀

壽山佛學院、叢林學院的學生也回來慶祝，

叢林學院特別舉辦兩天一夜的「回家」，邀

請近四十名住持一方的學長們「話說佛光山

」，大師也特別為這些學生「上課」，逾百

位年過半百的法師們，一起回味當年在佛學

院念書的日子。

    心量成就事業  佛光山是大家的

「年輕人要多去叢林參學、開闊眼界，如

果沒有參學又不自學，人生就只剩下小圈圈

。」大師以自己為例，出家後沒多久，有因

緣能到寶華禪寺、天寧寺參學，親近太虛大

師、慈航大師等高僧，「悟一法師曾跟我說

『心量有多大，事業就有多大』，我只記得

這句話，卻受用一生。」

大師指出，四處參學是叢林的傳統，有許

多高僧也是在參學中悟道，「大家也不用擔

心學生會不會被拐走，有緣來，無緣走，這

就是緣起法」。大師也說，當初只是因為找

不到想學道的地方，所以創立佛光山，而佛

光山從來就不屬於他一個人的，是屬於佛學

院畢業生、每個學長的，佛光山能擁有現在

的成就，功勞也不在他，而在於所有佛光山

的信徒。

正聞出版社主編性瀅法師是第二屆佛學院

學生，也代替大家問大師：「可不可以成立

佛學院校友會，延續佛光精神？」大師反問

大家「你們認為佛光山是誰的？如果你不認

為佛光山是你的，那就不用了」。

大師也向大家推薦「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

會」，他強調，總會不屬於他的，也不屬於

任何一個人的，而是屬於佛陀的，「主席是

六個人輪流當，你們大學長首愚法師還是監

事長」，大師呼籲，只要是認同人間佛教理

念的人，都來當會員，以後參加總會活動，

還可以順便開同學會。

    
信仰是靈魂  要為教付出

「佛教是我們的生命，信仰是我們的靈魂

，今天我特別走路進來，就是要你們知道，

雖然老院長已經是風中殘燭了，但是你們還

有年華歲月，可以再為佛教付出」。

大師鼓勵大家，人生難得能當佛弟子，就

要為佛教付出，「未來五十年，佛光山要瘦

身，全世界這麼多的道場，有需要道場的人

，可以來找我，我給你們。」

    佛光照耀著你  熱絡歡送校友

拍完大合照，包括慈莊法師、慈惠法師等

老師，心定和尚、慧龍法師等大學長，與正

在念書的學生，唱著〈佛光照耀著你〉，一

起歡送學長們離開，許多法師臨上車前還交

代老師、同學「有空到我那裡坐坐」，五十

年的師生情誼，不因時光荏苒而消失。

「很高興看到他們把在學院受到的教育，

落實在弘法上」，曾任壽山佛學院訓導主任

的慈惠法師，這兩天看到昔日的學生，如今

在世界各地弘法有成，心裡也為他們感到高

興。慈惠法師表示，既然大家有心想組織校

友會，延續彼此情誼，一起團結校友的力量

，為佛教再奉獻，他指示叢林學院院長妙凡

法師，近日整理相關資訊，希望能早日成立

校友會。

⬆佛學院校友話說佛光山，邀請當年開

山草創時期的佛學院學生回校，星雲大

師與當年師生一起合影。�

� 圖／記者邱麗玥

苦的妙用

苦藥難入口，苦水難下肚；人生苦和

樂相摻，但通常我們只喜歡樂，不喜歡

苦。其實，有時候苦也有苦的妙用，什

麼妙用呢？六點提供參考： 

第一、苦言有益：所謂「治膏肓者，

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

言。」你聽起來不順耳的、不想聽的，

也不願意聽的，必定是苦言。能明白別

人忠心苦勉的話對我們有益，人生上的

冤枉道路、常犯的錯誤，會少很多。

第二、苦味能養：甜味甘美，但容易

膩口；甜頭可嘗，但吃得不安；好比佛

教也以刀口之蜜比喻五欲的過失，你舐

之，就會有割舌之患。反之，苦瓜帶澀

，卻是營養有味；苦茶難飲，而能清涼

退火。可見苦味雖不適口，卻能對身體

有所滋養。因此，人生有一點苦味未嘗

不好，反而能成為生命歷程的養料。

第三、苦心感人：父母教育子女，老

師教導學生，甚至禪師點撥弟子，有時

金剛怒目，有時無情譏評，其所言所作

，無不是苦口婆心。你看，溈山靈佑禪

師悍然拒絕香儼智閑的請求開示，才有

後來智閑的擊竹開悟，焚香遙拜，感謝

老師的「不說破」；百丈禪師懂得馬祖

道一禪師捏痛他鼻子的用心，讓他廓然

大悟，又哭又笑。假如為人子女、弟子

懂得了這一片苦心相待，一定有所進步

成長。

第四、苦工培德：一個社會的經濟成

長，不單只是企業家的經營，也是需要

許多木工、瓦工、搬運工、清潔工等勞

工朋友的體力付出，他們對社會的進步

、成長的貢獻也是很大，尤其靠自己勞

力工作並不卑下，因為苦工可以磨練心

志，造福培德，苦力猶如水泥，凝固砂

石，才能打穩基礎。因此對這許多做苦

工的人，我們應該給予他們禮遇、給予

他們尊重。

第五、苦學進步：常言道：「書山有

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無論讀

書學習、工作創業，其過程沒有捷徑，

只有勤努力是道路，只有苦功夫最踏實

。你日日忍耐、時時修學，漫漫長夜，

苦苦熬練，等到「十載寒窗無人問，一

舉成名天下知」時，進步的甜美果實，

就會呈現。

第六、苦行勵節：在佛教裡，釋迦牟

尼佛雪山六年苦行，終於夜睹明星成就

佛道；弟子大迦葉尊者以苦行自勵，號

為頭陀第一；歷史上許多的祖師大德，

也以苦行自我鍛鍊。當然，佛教的修行

不是以苦為目的，但是苦行確實是成就

道業的一個過程。而一般人無論讀書、

創業，能夠以苦行來勵志，以苦行來練

心，肯定會有所成就。

苦幹會有出頭日，苦盡才有甘來時；

知道苦海無邊，才懂得回頭是岸；能自

知苦惱，就會對周遭的人事物感到有所

虧欠，自然就會知道感恩、待人好。所

以，苦也有苦的妙用。

第一、苦言有益，   

第二、苦味能養，  

第三、苦心感人，

第四、苦工培德，   

第五、苦學進步，    

第六、苦行勵節。 

在該發怒的時候，能夠不發怒；在惡劣
的環境中，仍能保持自己應有的風度、
立場，這才是大學問、大修養。

美國大衛霍金斯醫生醫治過世界上許多的
病人，他發現通常生病的原因是沒有愛。
當生命中只有痛苦、沮喪和抱怨時，會削

弱自己的能量。負能量增加，就容易生病。
當一個人關懷別人，擁有慈悲、行善、寬

容時，正能量增加，會帶動萬事萬物變得美
好祥和。
一個癌症病人，願意去愛身體裡每一個細

胞時，癌細胞會因此而消失。
疾病源自於身體對愛的匱乏和缺少，疾病

也會在無條件的愛中被治癒。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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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發心立願

貧僧有話要說 二十八說

在我走下水塔的時候，西山學院的那一端

，正好響起四點半鐘起床的板聲。我想，青

年同學們！佛教，不是不能做事，佛教，也

有人為你們真誠的服務。那一刻，我內心的

歡喜，比參禪開悟還要得意哦。

    願心昇華 用一甲子悟道 

貧僧在《往事百語》裡，曾經寫了一篇〈

願心的昇華〉，講述自己出家至今七十多年

發心立願的心路過程。十二歲那年，在很自

然的因緣下出家，隨眾早晚課誦、祈願祝禱

。二十歲以前，我也和一般人一樣，在大殿

中合掌祝願：

「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您加持，賜給我聰

明、智慧、勇氣和力量，讓我一切順利！」

在我心裡覺得，這樣祈求應該是很理所當

然的事。三十歲以後，有一天正在禮拜，忽

然想到：我每天向菩薩求這、求那，都是為

著自己，那我豈不太自私了嗎？如果每一個

佛弟子都像我一樣貪得無厭，佛菩薩豈不是

要忙碌不堪了？從此以後，我祈願的內容有

了改變：

「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您加持我的父母師

長、親朋好友、一切護法信徒，讓他們身體

健康、事業順利、闔家平安！」

佛陀垂目含笑，好像嘉許我的進步，我也

自覺心安理得，因為不再是為自我祈求，而

是為別人祝願。

可是四十歲以後，終於又有一天，我自己

覺察到，每天這樣的祝禱，不也是一種自私

的貪求嗎？因為我請求佛菩薩庇佑的對象，

無一不是「我的」父母、「我的」師長、「

我的」親友……這還是離不開我執啊！

之後，我的祈願又有了一番新的改變：

「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您帶給世界和平，

請您給人民帶來安樂，請您給社會帶來和諧

，請您給眾生得度的因緣。」

每次念完這一段祈願文，自己也會感到非

常歡喜，因為自覺修行又進步了，不再只是

為自己，也不是為我的親友信徒，而是實踐

《華嚴經》所說的「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

自己求安樂」。

六十歲過去了，忽然覺得自己實在對不起

諸佛菩薩，為什麼我總是請求他們做這、做

那？讓佛菩薩奔忙辛苦，那我做了一輩子的

佛弟子，自己是幹什麼的呢？我捫心自問，

實在很慚愧，到了年近七十，自己還不能承

擔什麼嗎？於是我開始向諸佛菩薩告白：

「慈悲偉大的佛陀！請讓我來負擔天下眾

生的業障苦難！請讓我來承受世間人情的心

酸冷暖！請讓我來延續實踐佛陀的大慈大悲

！請讓我來代替佛陀實踐示教利喜。」

光是這樣一個發心立願，我也花費了六十

年以上的歲月，才慢慢有了這麼一點悟道。

    掛念眾生 願度汝隨佛行

幾十年來，我到監獄弘法，希望人人改往

修來，獲得自由；我到學校講演，希望學生

學業進步，智慧增長；我到工廠說法，希望

社會經濟發展，人人富樂；我到醫院結緣，

祝願大家遠離病苦，健康平安。我曾在農村

曬穀場上講說佛法，唯願他們年年豐收，笑

逐顏開；我也在神廟廣場上講道佈教，希望

神明們庇佑大家平安無恙。

我認同〈禮運。大同篇〉所述：「老有所

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因此，我辦養

老院、育幼院。如今，看到養老院的老人能

活到一百多歲，仍然健康如昔，我真是滿心

歡喜，為他們祝願。育幼院七、八百對的小

朋友，健康長大，成家立業，他們不也都像

兒孫一樣圍繞身邊嗎？

曾經我看到一位小腳的老太太巍巍顫顫，

走路困難，真想扶她一把，卻又不敢造次，

只有引導她走另一條道路。她看出我對她的

友善好意，後來對我布施幫忙，對佛光山的

開山建設有很大的助力，那就是馬來西亞吉

隆坡人稱「黎姑」的老菩薩。

當我看到從玉山上，因為胃出血奄奄一息

，而被原住民山胞背下山的張培耕，我給他

鼓勵、給他治療；後來他做了我的主任秘書

，給了我們一、二十年的弘法助緣。

我想，人生要發心立願，並且實際去做，

不會減少什麼，只會增加人間的光和熱。何

必像小說裡所述，只有那許多神怪可以呼

風喚雨？由我們自己來散發光熱，不也是

一樣的有光有熱嗎？

如今我已是年近九十的殘障老人，常常

有人問貧僧：「大師，你還有什麼願望沒

有了呢？」我本來就沒有什麼願望，所謂

願望者，都是因為感到需要而有。我出家

了，我要怎麼做，需要什麼，我就發心立願

；別人需要什麼，要我怎麼做，我也發心立

願。你問我還有什麼願望未了？在我來說，

我還沒有斷盡煩惱、證悟菩提，當然還沒有

圓滿我的願望。對你而言，就是你還沒有隨

我得度，稍有一些掛念。如此而已。

� （待續）

人間有愛

愛與堅持
文／顏福南   圖／彩虹樺樺

最近有兩則新聞很激勵人心，一則是台

灣四歲女童「小燈泡」被陌生男子砍殺的

事件，引起大家的震驚。當媒體把焦點投

向這位年輕媽媽，她卻提醒大家：「請抱

抱你們身邊最親愛的家人，就是對我們最

大的安慰與關心。」我們不得不佩服這位

媽媽的理性與勇敢，她用細絹的字跡寫下

：「如果人們說恨的力量大，那我們就更

努力去證明愛的力量，用信心取代害怕，

用愛取代冷漠。」這股正向的力量值得我

們深思，用愛擁抱、溫暖周圍的人，不也

是台灣最感動的地方嗎？

另一則是王建民重返大聯盟的消息，王

建民經歷兩年十九勝的風光後，一路跌破

眾人的眼鏡，記得在國民隊時，他穿上

四十號背心，多次在觀眾噓聲下離開投手

丘，受盡挫折，還被下放到小聯盟，當大

家以為他的棒球夢已經走完時，他卻以無

比的毅力持續練球，不曾放棄夢想，終於

重返大聯盟，堅持自己的路，翻轉人生。

王建民說：「做自己，依自己的想法，去

完成自己的夢想，不要說因為別人說了什

麼，就要放棄這些東西，要堅持下去。」

真正的成功不只是攀上高峰，而在於能在

挫折中站起來，王建民給我們上了最寶貴

的一課。

第一則新聞說明愛的力量。「捨得愛是

一種福氣，珍惜愛是一種智慧」，小燈泡

的媽媽冷靜而理性，她懂得只有愛才能消

弭仇恨，捨棄小我的愛，成就更大更寬容

的愛，讓社會充滿溫馨。新聞曾刊載街頭

發生車禍，有人被撞倒在馬路上動不得，

路過的民眾熱心協助，有人幫忙撐傘，有

人趕來吹哨子指揮交通，還有的開車載傷

患就醫，大家互相幫忙，散播愛的力量，

使人間充滿美妙的樂章。我們的社會不乏

溫馨愛的故，只是大家習於道聽隱私，偏

愛煽情，不辨善惡，其實每個人心中都有

愛的種子，我們要將善良的人心發揚光大

，多去傳播愛的故，隱惡揚善，去汙起新

，點燃人性純真良善的愛。

第二則新聞說明堅持的重要。愛迪生當

初若沒有堅持嘗試各種燈絲，我們今日又

怎會有光亮的夜晚；西漢司馬遷忍受宮刑

，面對奇恥大辱，沒有哀傷、嘆息，堅持

自己的理想，發憤寫著《史記》，成就震

古鑠今的偉大史書……沒有堅持就沒有成

功，努力的人註定會贏得掌聲，嫉妒的人

註定孤單無友，抱怨的人註定失敗憂愁，

老天總是給每個人一樣的挫折和挑戰，堅

持才有光采的生命。杏林子曾說：「把眼

淚收起來，把笑臉擺出來，把傷口遮起來

，把胸膛挺起來！」繼續往前走，直到明

亮的陽光朗朗的升起。我們要以堅持經營

自己，以愛付出關懷，讓小我發光發亮，

讓社會因為愛而顯得璀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