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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

佛光童軍大會 千人深入佛法僧

⬆星雲大師勉勵童軍行三好、對父母恭敬孝

順。�

�

【人間社記者胡文豐、李生鳳、薛斐文高

雄報導】國際佛光會童軍總團部日前在台灣

高雄佛光山舉辦為期四天三夜的「第六屆世

界佛光童軍大會」，世界各地約一千四百位

童軍齊聚一堂。除了選在佛光山開山五十周

年慶舉辦，開營地點也特別在今年甫建成啟

用的藏經樓社教廣場舉行，主要活動地點涵

蓋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及藏經樓，讓童軍們

能體驗佛光山「佛、法、僧」的精髓，以及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弘法之歷史過程。

幼童軍、童軍代表菩賢團莊凱婷、南台團

黃元佑重溫童軍諾言；行義童軍代表小港團

吳瓔潔宣誓三好運動。全體童軍均起立行三

指禮，及結蓮花手印一起宣誓，不忘初心「

一日童軍，一世童軍」，願終身奉行三好運

動。  

國際佛光會創會會長星雲大師在佛光童軍

「師公我愛您！」的高呼聲中蒞臨現場。星

雲大師說，童子軍有個信條是「日行一善」

，而佛光童軍奉行的信條就是「行三好」，

身要做好事，有一張口當然要說好話，人人

都有顆心要存好心。

    
難行能行 全力以赴

大師並與童軍分享佛教故事〈鸚鵡救火〉

，森林發生大火，有隻鸚鵡用嘴啣著水來回

救火，有人笑鸚鵡是傻瓜，一次只能帶一點

水，真能將火熄滅嗎？鸚鵡回答：「我知道

我的力量有限，但失火了能不加入救火行列

嗎？」

「這就是佛光童軍行三好應當具備的精神

。即使明知困難，也要全力以赴。」星雲大

師叮嚀，出門、回家務必向父母稟報，在家

對父母恭敬孝順，以後對世上所有人也要如

同對父母般敬愛敬重。

甫於日前圓滿的「佛光童軍尋根單車行」

，由佛光童軍總部執行長李耀淳率領佛光童

軍，將兩件布滿各地道場簽名的自行車衣獻

給大師，此行雖遇颱風來襲，但大家仍不畏

風雨完成全程，追隨大師弘法腳步，明知困

難，也要勇往向前。

    
體現三好 體會三心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副祕書長覺多法師在

團長會議中表示，前些日子不畏強風大雨、

酷熱多變的天氣，童軍為追隨大師弘法足跡

而騎單車環島。最後回到宜蘭出發地點，有

些法師陪騎最後一段路，童軍都會主動關心

法師，並放慢騎車的速度，這就是佛光三好

童軍的體現。

開營的當天晚上，特別舉辦歡迎晚會，香

港童軍代表穿著特有的英格蘭童軍服裝亮相

，並吹奏美妙樂聲，成為晚會的亮點，也讓

世界各地的童軍代表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世界佛光童軍大會日前正式結束，四天來

童軍們除了深入「佛法僧」，更理解三好運

動外，他們還參觀了空軍聯隊基地、體驗了

「童軍斥堠探索」、製作「金屬絲雕」等，

帶著新學習到的「三心」—專心、用心、耐

心，歡喜回家。

⬆童軍到空軍聯隊基地參觀，第一次看到實

體戰機，全都樂瘋了。

� 圖／人間社記者莊美昭

善為學生

有些事不能等待，必須馬上著手去做，
只要能將等待的時間改成創造，則腐朽
也可以轉成神奇。

「學生」也不一定指學校裡面的學生

，人生活到老，學到老，一生可以永遠

是一個學生。甚至現在的長青學苑、老

人學校、社區大學等，都是一種「終身

學習」，因此怎麼樣做一個學生呢？有

六點意見，提供作參考：

第一、敢於發問，問出智慧：學問、

學問，「學」就要「問」，上課有疑問

，要隨時請教老師，下課有問題，也可

以和同學切磋琢磨，能不恥下問，才能

進步。如禪宗所說「小疑小悟、大疑大

悟、不疑不悟」，簡單的問題，連問三

個「為什麼」，就成為很大的學問。因

此，多思考就有問題，多發問就會有智

慧。

第二、長於聽聞，聞出對錯：經典裡

面「如是我聞」、「諦聽！諦聽！」就

是要我們善於聽聞。你會聽話，要把話

聽懂、聽全、聽了有用，尤其能舉一反

三、觸類旁通，這才是真正的會聽話。

聽話要懂得分析，聽得出哪一句是對的

，哪一句話待研究。能聽得出對錯，就

能聽出學問來。

第三、善於溝通，通出共識：讀書必

須要有慧巧，有勝解力，不讀死書，不

死讀書，活用所學的知識，才有意義。

會做學問的人，會把各家、各派的學

術，善於溝通，所謂融會貫通，自然會

通出一個共同的理論來。如孔子說：「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只要用心學習

，即使在眾多的學說理論中，都能理出

一套自己的學問來。

第四、勇於思考，考出創意：胡適先

生說：「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科學

家因不斷假設、實驗，終於發現聲光電

波，改變了世界。佛教裡也講「以聞思

修，而入三摩地」，把自己融入真理的

法海，進入般若的世界，就是要勤於思

考、勤於修正，才能悟出真理來。讀書

也是如此，勇於思考，就會思考出很多

的創意、很多的問題。

第五、受於鍛鍊，鍊出實力：人要「

用功」以奠定學識的基礎，讀得汗流浹

背，廢寢忘食，才是讀書的基本精神。

做學問要禁得起磨練，必須有「苦其心

志」、「困知勉行」的毅力，晨昏早晚

揣摩，春夏秋冬揣摩，你多時的揣摩、

多時的鍛練，就會把自己的實力鍛鍊出

來，學問才能紮實。

第六、安於進修，修出道德：道德可

以冒充，學識卻不能做假，讀書是一件

辛苦而且不易的事。所謂「十載寒窗無

人問」，做學問的人，要能可以安住於

一處，以養深積厚的精神，勤懇進修，

就能修出道德，就會健全自己。如同深

山的樹木，禁得起歲月霜雪的熬練，才

能更高更大，才可以做棟樑！

一個有「學力」的學生，是能自我教

育、自我充實。所以如何做一個學生，

有六點意見：

第一、敢於發問，問出智慧； 

第二、長於聽聞，聞出對錯；

第三、善於溝通，通出共識；

第四、勇於思考，考出創意；

第五、受於鍛鍊，鍊出實力； 

第六、安於進修，修出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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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才是生活

累，才是工作

變，才是命運

忍，才是歷練

容，才是智慧

靜，才是修養

捨，才會得到

做，才會擁有

南天寺近期活動

一年一度的七月盂蘭盆孝親報恩法會暨僧寶節又將來臨了，本山開山星雲大師
，秉遵佛制，將七月訂為孝道月，以供僧功德，表達孝親之意。大師對供僧的原
則為：不供養一餐，要供養全年；不供養少人，要供養多眾；不供養現在，要供
養未來。

南天寺七月盂蘭盆孝親報恩法會為倡導孝親報恩與供僧，謹訂於 8 月 7 日（周
日），上午十時舉行佛供及供僧道糧法會，並於下午一時在大雄寶殿啟建盂蘭盆
孝親報恩三時繫念總回向法會，並宣讀文疏，功德回向檀那閤家平安，植福之故
，裨我護法檀那仗此殊勝福緣功德，上報四重宏恩，下濟三塗苦。歡迎您閤府蒞
臨共霑法益！

地址：佛光山南天寺 P.O. BOX 1336 Unanderra NSW 2526     電話：02 4272 0600

2016 年佛光山南天寺盂蘭盆孝親報恩供僧道糧功德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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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生死的看法

貧僧有話要說 三十二說

人之所以畏懼死亡，就是他不知道死亡以

後要到哪裡去；因為沒有目標，所以感到畏

懼。假如你知道人死亡了以後，還會再來人

間，就不怕了。像我，一再認為我還會再來

做和尚，甚至，我也曾經勸天主教單國璽樞

機主教說：「來生，你還是去做主教，我也

再來做和尚。」因為我們有這樣的目標，就

不覺得死亡有什麼可怕。單國璽樞機主教在

癌症末期時，還做了一趟「生命告別之旅」

，真正表現了一種樂觀的態度。

此外，我覺得人之害怕死亡，除了不知道

自己死了要去那裡以外，還有一個關鍵，就

是把這個身體的器官功能的停止當作是一種

死亡，也就是說，有了身體能夠活動叫做生

，身體不能活動、呼吸叫做死。這是一般對

生死的定義。

但是，從佛教的觀點來看，生命是不死的

，他只是以各種不同的形態存在而已。 就

像是水，同樣的水，放到冰箱，可以是冰水

、冰塊，加了粉，可以變成是布丁、粉圓，

蒸發到天空，可以是雲層……，水的本質從

來沒有改變過。也就是說，雖然外在流轉的

形體不同，但是，生命的本質是不生不滅的

，只是因為緣分的關係，到各種空間不同的

示現罷了。

總之，死亡就等於現在的移民一樣，從這

一個縣城搬遷到那一個縣城，從這一個國家

遷移到另外一個國家。當然，你要移民，也

要知道自己的資本如何，假如你的資本很多

，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就可以購買華屋大廈

，一樣地享受榮華富貴；假如你的資本不足

，移民到另外一個區域，窮愁潦倒也就在所

難免。

所以，我們在生死之前，就等於在移民之

前，要先作好準備，了解自己未來的資糧豐

富、不豐富？假如說，你在死亡的時候沒有

目標，或者也沒有資糧，就好像犯了刑法要

充軍，究竟要充到什麼地方、會有什麼樣的

遭遇，你都不知道，那當然是會感到很可怕

的了。

    參悟因緣 透徹宇宙萬有

另外，人對死亡會覺得可怕的原因，就是

對「生」的不捨，因為他在生的時候，一定

有很多的親人、很多熟悉的地方、很多知道

的事物，甚至已經擁有了很多的財富。他覺

得，這樣一死，什麼都不是我的了，所以就

捨不得。其實，人生不會是所謂「一場空」

的，在你本性裡面擁有的功德財富，比留在

世間上的家業財富更重要，都是你可以帶走

的。

也有的人害怕死亡，是擔心死了以後，現

生所有的關係都沒有了，到了一個完全生疏

的地方，這在佛門裡叫做「隔陰之迷」。因

為換了一個身體，就等於換了一個國家、城

市，所有的街道、商店、人事都不同了。但

是這也不足悲哀，因為人生就是這樣，這邊

去了、那邊來了，你可以重新建立新的因緣

、新的關係。

所以，從佛門來看，我們在六道裡輪迴，

假如千千萬萬億億年地追算起來，所有世人

、一切眾生，誰沒有做過我們的父母兄弟姐

妹呢？誰沒有做過我們的妻子兒女呢？如果

這樣一想，其實普天下之人，不管你是哪個

種族，不管你是哪個國家，不管你是哪個區

域，都是有緣人，都是曾經與我有過關係的

。所以，佛教講「因緣」、講「緣起」，大

家都生存在「緣起」裡面，緣聚則生，緣滅

則散，緣起緣滅；這個「緣」的道理，才是

生死的關鍵、生死的中心。

也因此，佛教有一個很淺顯的道理，在人

間，都叫你要「廣結善緣」。緣結得多了，

未來關係就良好；少與人結緣，將來必定到

處不便。所以，你信仰宗教、不信仰宗教不

是重要，不過，你行善、行惡，你結緣、不

結緣，對自己的未來是非常重要的。

 （待續）

⬆普天之下，無分國界、種族，皆是有緣人

，能「廣結善緣」緣結得多了，未來人際關

係就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