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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興大覺寺短期出家修道會，得戒和尚

星雲大師與新戒們接心。

圖／人間社記者周云

【人間社記者妙普、知主宜興報導】梅雨

季節，江蘇近日豪大雨不斷，日前為期八天

的佛光祖庭大覺寺第三期短期出家修道會，

仍有五百位善男信女不畏風雨，遠從日、加

、澳、美、港、台及中國大陸各地趕到大覺

寺參加修道會，體驗佛門出家清淨生活。

正授典禮當天，連日豪大雨的氣候轉晴，

戒會禮請說戒和尚心培和尚、羯摩和尚慧龍

法師、教授和尚慧得法師為求受沙彌十戒和

式叉摩那六法戒的殷殷佛子證盟，並授予衣
鉢具。

    
凡事都有因果  播種收成

六日恭請得戒和尚星雲大師與大眾接心，

以佛門「打沙彌，跪比丘，火燒菩薩頭」三

壇大戒的用語，形容其出家受戒的情況，告

訴大家在無理面前能服從，將來在社會上自

然能忍耐！

若用一句話詮釋自己的一生，大師表示，

他「生於憂患，長於困難，喜悅一生」，說

明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凡事都有因果關係，

沒有播種怎麼收成？

信仰是無價的，是每個人的生命、靈魂，

更是人格，威嚇不能動搖，金錢不能收買，

愛情不能迷惑，應把「愛」昇華，愛大眾、

常住、社會、國家，生死無所懼。佛陀在哪

裡？佛陀住在哪裡？佛陀不住在西方或東方

，而是住在信仰裡。大師勉勵大眾，出家要

有出家的性格，不能出了家，卻人在寺廟，

心在紅塵，也強調選擇在哪裡出家很重要。

針對大眾提問：有人流傳參加短期出家不

能到西方極樂世界？想要出家，如果今生不

能，下輩子如何出家？《金剛經》說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請問心要放在哪裡？在家居士

如何護持佛教？軍人保衛國家殺人，罪很重

怎麼辦？如何實踐人間淨土…等問題，得戒

和尚精采的解說，讓眾人心開意解，豁然開

朗。

此外，教授和尚慧得法師在過堂時勉勵大

家：要學習得戒和尚星雲大師的精神，分分

秒秒想著眾生，想著度眾，想著弘法。把身

心安住好，呼吸調好，心念照顧好，跟著大

師的人間佛教理念，開創人間淨土。

    文化弘揚佛法  流傳後世

阿闍黎尼妙蘊法師和妙熙法師介紹「得戒

和尚行誼」，從星雲大師一生的影片開始，

通過以文化弘揚佛法的四個時期、創辦《人

間福報》、新編《佛光大藏經》、各階段文

化事業展開因緣等，講說大師一生弘法度眾

的行事。大師曾說：「人不在，文字般若還

在，通過文字媒介，不止是這個時代、這個

區域的人，甚至幾千、幾萬年後，此星球、

他星球的眾生，也可以從文字般若中體會實

相般若的妙義。」

阿闍黎尼妙凡法師教授「人間佛教戒定慧

」，說明三學的重要性、戒定慧的關係、佛

陀制戒的因緣、佛陀對戒律的看法，佛教的

根本五戒及如何實踐等方面，尤其人間佛教

戒律的「十要」、「十不要」，最後透過五

戒十善、菩薩三聚淨戒的實踐，完成人格，

圓滿菩提，繼而能自利利他、自度度人。

短期出家戒子 星雲大師接心 

⬆戒子跑香，動中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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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和的真義

不畏難、不怕繁，抱定逆境是良師的態度
去做事，即使天大的難事也難不倒人。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六日，國際佛光會

世界總會成立大會時，主題演說的題目

叫做「歡喜與融和」。世界上沒有比「

歡喜」更寶貴的東西了！你有錢，不歡

喜，就無法受用；你擁有龐大的事業，

很多的眷屬，不歡喜，那些事業、眷屬

，都變得沒有意義價值。歡喜也不是僅

僅一個人歡喜，是要大家共同歡喜，才

有真正的歡喜。這個大家共同歡喜，就

是「融和」的意思。融和的真義有下列

四點：

第一、融和是一種容人的雅量：要融

和，就要學習包容別人，包容別人，對

方才肯與我們合作，才能變成彼此的力

量。倘若處處排拒他人，大家對我們敬

而遠之，與我們保持距離，最後只會到

處孤立無援。所以要能彼此尊重，容許

異己的存在。融和異己，彼此間才能匯

聚友善的力量；士農工商，彼此融和，

才能創造安和樂利的社會。

第二、融和是一種平等的對待：融和

，不是我大你小、我多你少、我有你無

、我尊你卑。融和，完全是一種平等對

待。佛教說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

佛。連成佛這麼偉大的事，都人人平等

了，在其他方面，豈可有不平等的對待

？因此要保持平等的心念，才能作到真

正的融和。

第三、融和是一種尊重的言行：尊重

，是人際關係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尊重

別人的見解、尊重別人的思想、尊重別

人的人格，尤其在言行上，更要尊重別

人。當他受到尊重時，他也會尊重別人

。千萬不能存有「順我者生，逆我者死

」的決裂性格，那只會「兩敗俱傷」，

無法雙贏。只要是善意的、正當的見解

言行，我們都要尊重，才稱得上真正的

融和。

第四、融和是一種相處的藝術：人與

人相處，如果懂得融和的藝術，就不會

覺得和人格格不入，自然擁有和諧的生

活，也就不會耗費心力，處理惱人的無

謂紛爭。因此，融和是保持人際關係最

高的藝術。

一個融和的家庭，必會溫馨幸福；一

個融和的社會，必是安和樂利；一個融

和的國家，必有富強國力；一個融和的

世界，必能和平無爭。融和有四點：

第一、融和是一種容人的雅量，　

第二、融和是一種平等的對待，

第三、融和是一種尊重的言行，

第四、融和是一種相處的藝術。

另類財富

生命日記
文／山茱萸

于娟，大陸山東濟寧人，復旦大學優秀青

年教師，一個兩歲孩子的母親，在二○一○

年被確診為乳腺癌末期時，開始寫治療日記

，並開設了一個部落格「活著就是王道」。

她說：「我想我之所以患上癌症，肯定是

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累積的結果，但是健康真

的很重要，在生死臨界點的時候，你會發現

，任何的加班（長期熬夜等於慢性自殺）、

給自己太多的壓力、買房買車的需求，這些

都是浮雲。如有時間，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把買車的錢給父母親買雙鞋子，不要拚命去

換什麼大房子，和相愛的人在一起，蝸居也

溫暖。」這是她過世前的生命感悟，撼動了

上百萬人。

于娟說，熬夜真的等於慢性自殺，她很後

悔曾經這樣：「回想十年來，基本沒有十二

點之前睡過，學習、考GT證書，考研究生

是堂而皇之的理由，與此同時，聊天、跳舞

、K歌、保齡球…填充了每個夜晚；二十三

時至次日三時，是肝臟最佳的排毒時期，肝

臟是人體最大的代謝器官，肝臟受損足以損

害全身。」

于娟希望藉由她用生命寫下的文字，提醒

大家關注自己的健康和生活方式。生活與生

命的本質是有一份好工作？一個好家庭？不

論如何，唯有身體健康才能擁有這些。于娟

提醒我們的，就是好好把握當下。

夫妻相處

一米距離的婚姻
文／占素華

人間植物禪

且將大地當畫廊 
文與圖／白石莊主人

一次好友聚會，閨蜜小悠向我們抱怨對老

公的種種不滿——欠體貼，不溫柔，只喜歡

談論股票和財經，她發表在雜誌上的文章，

老公根本很少讀，更甭提共同探討了。語畢

，一臉的無奈和納悶，似乎隱含著有點遇人

不淑的味道。

我頗感意外，她老公可謂成功人士，在一

家證券公司任職經理，擅長理財，全家人住

別墅，存款數字節節高升，難道這樣的婚姻

，她還不覺得幸福嗎？

正當我納悶之際，身旁的阿芳倒是不動聲

色，等小悠講完後，她才娓娓講了一則書上

獲得的小啟發。妳們知道嗎？我們每天照鏡

子，因為靠得太近，細紋和雀斑在鏡子的映

照下，一覽無遺。如果我們站遠一點，隔著

一米再照鏡子，結果會是如何呢？接著，她

便把我們拉到牆角的鏡子處，比較了一番，

可想而知，所得的效果真是大相徑庭。

這時，阿芳接著說：「既然照鏡子都有學

問，何況婚姻？作為婚姻幸福掌門人的我們

，是不是應該學會貼近距離欣賞對方的優點

，而站在一米之外數落對方的缺點呢？」聽

罷她的一席話，我們終於恍然大悟。

其實，世間男人不外乎分兩種：一種是優

質男，擁有一定的事業和財富，但這種男人

往往沒有時間和精力照顧家庭；一種是實用

型男人，溫柔細微，會做家務，懂得照顧家

人，可這種男人事業和財富卻是一般般。而

她的老公屬於前者，或許他不懂得欣賞她的

文章，甚至無法與她分享屢屢登刊的喜悅，

可正是對方為她提供了寬裕的環境，讓她不

必為生計奔波，所以，才有閒暇可以練就一

手出色的文采。

有的婚姻，可以給你安全感；有的婚姻，

可以讓你擁有心靈的滿足；有的婚姻，可以

為你提供豐富的物質。但從來沒有一段婚姻

，可以給你全部。所以，婚姻這一米的距離

，不僅需要包容和豁達，更是一分體貼和理

解。

十年前我在桃園縣文化基金會擔任執行長

時，常為了藝術殿堂中賞畫人少而氣餒，有

一次突發奇想，將畫一一精心複製，裱上展

架，抬到堪稱桃園人氣指數第一高的石門山

上展覽。小小郊山假日往往湧進上萬人登山

，我們的畫受到許多遊客的歡迎，一個月下

來，留言簿上載滿了遊人的驚喜、讚美和感

謝。

那一場經驗教我記憶深刻，這驗證絕不是

人們不愛藝術品，而是藝術品往往深居莊嚴

肅穆之所，給人高不可攀之感，嚇阻了普羅

大眾。

藝術來自生活，來自最基本的生活萬象，

本來就和常民息息相關，如果拉出了距離，

就悖離了其本質。

 前些天我在朋友家的田埂旁畫鳥，畫在

他給我的三合板上，用的是學生們使用的壓

克力顏料。我隨興的東揮西抹，畫完，把畫

擺在田埂邊，覺得和環境還真是渾然一體。

本來鳥就屬於大地啊！此時田中雜草叢生，

充滿生趣，鳥更自在吧。

人和鳥都是大自然的產物，本該渾然一體

，就像藝術品和人，不應有所隔離。在滿山

林木間賞畫，在鳥鳴啁啾聲中畫鳥，這才是

最快樂之事。

文╱星雲大師

媒體可以救台灣

貧僧有話要說 三十一說

我記得，美國聖地牙哥曾經有一條擱淺的

鯨魚要野放，《中國時報》給予全版特寫，

溫馨、可愛，至今多少年來，始終讓我難忘

；過去台灣的紅葉少棒，震驚天下，《聯合

報》的追蹤報導，也讓我感覺到，做一個台

灣人真是與有榮焉。

假如說像這一類的新聞能再多一點，每天

都有，或者對於小人物的行事，像愛心菜販

陳樹菊、青年公益家沈芯菱、世界盃麵包大

師賽金牌得主吳寶春等等好人好事，能多給

予報導，必然對社會人心的安定，能起到正

面的作用。

    社會和諧 訂定報導公約 

我是國民黨的黨員，這我不否認，但我的

想法是超越黨派的，覺得黨派可以為理念、

為政見去爭取權利，但是不應該傷害人我的

和諧。尤其我們不要讓台灣的媒體，成為政

治人物利用的工具。現在每天打開報紙，一

眼看去，全篇都是政治人物對他人不負責任

的毀謗批評，很少有小民的故事。

實際上，我感覺到，在這一個社會裡，青

菜蘿蔔的價格、牛奶麵包的品質，也都是與

全民的生活有關。假如媒體能把政治新聞減

少到只有一、二成，讓全民的生活所需，在

報紙上有廣大的篇幅報導，政治的衝突減少

了，社會的和諧也就增加了，這不就是台灣

得救的開始嗎？

我自己也知道，「真善美新聞傳播獎」聲

音太小，甚至於連我們國內的記者先生們，

不知道有這一個獎項的，可能也大有人在。

所以，我很願意讓媒體人自己組織一個公平

公正的委員會，由委員會來主持頒發這一個

獎項。我想，媒體自我自力自救、自我訂立

公約、自我自立期許，也是重要的發展，假

如有這樣的活動需要獎勵，貧僧也極願意支

持。

像貧僧數十年來許多沒有說過的話，記者

都說是我說的；不是這一回事的，也都說成

這一回事，如同驢頭不對馬嘴。就舉一個例

子說，最近山西運城關公像來到佛光山，我

連雕像都還沒有看過，就有人說我因為關公

沒有青龍偃月刀，拒絕接受；這個說詞不曉

得從何而來？但是，像我們這樣一介小民，

對於這許多事情，也只有徒嘆奈何了。

    增正能量 發揚人美風景 

所以，貧僧今日的微弱呼號，也不光是要

記者們救讀者、救社會、救台灣。大陸的人

民不是說嗎？「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對

於台灣這個美麗的風景，我們的媒體又為什

麼不藉機來發揚呢？

我曾在書上看過一個文人的小故事，說給

大家自勉。故事這麼說：

有一次，閻羅王進行審判。首先，他說：

「張三！你過去在人間造橋鋪路，行善積德

，讓你再到人間做人！」接著又說：「李四

！你過去殺人放火，判你到十二層地獄受苦

五年！」「王五！你過去在人間詭計多端，

陷人於不義，判你到十四層地獄受苦十年！

」排列在最旁邊的是趙六，閻羅王毫不留情

地出口就說：「趙六！你到無間地獄去吧！」

趙六聽了很不服氣，就說：「閻羅王，什

麼人做了好事，你判他做人倒也罷了，但是

那許多殺人放火、陷害於人的，你判他五年

、十年，而我只是一個文人，寫寫文章，做

做報導，為什麼要把我打入十八層無間地獄

呢？」 （待續）

⬆星雲真善美傳播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希均

(左)，將獎座交給2015第七屆傳播貢獻獎得

主，《聯合報》編輯部總編輯游美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