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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四是

愛的差別

藝術天地

陪伴與陪同

羅漢看世界

文／吳勤博

大自反撲人類，別亂說  

一個人的功業並非靠年歲成就，壽命長短
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有功於人間？

正法永續 兩岸人間佛教座談
每年學校都會有固定的學年行事，舉

凡開學、活動、放假、畢業…

…，對於畢業生而言，畢業不是學習

的結束，而是學習的開始，所以有「畢

業四是」的建議：

第一、不是自我完成，而是進取目標：
人生要不斷的學習，才能激發動力；

要積極進取，才能開創美好的前途。所

謂「生也有涯，知也無涯」，在學校裡

所學還是很有限，好比考試成績優良，

未必懂得如何在生活中運用；技能出眾

，未必懂得做人處事的三昧。因此畢業

以後，更要立定目標，進取不懈，比方

設訂目標要把人做好，要把事情做好，

甚至要盡到身而為人的責任。

第二、不是所學皆辦，而是擴大實踐：
有的人以為畢業了，一切就都完成，

所做皆辦了，其實不是，應該記住：在

學習的階段中，還沒釐清的道理，要主

動再去求知；還沒達成的目標，要努力

再去進行。過去的學習是「知」，現在

的學習是「行」，所謂「知行合一」，

才是通盤的學習。

第三、不是平凡受者，而是富有感恩：
過去因為知識的不足，所以我們要接

受教育，仰賴父母的指正、老師的教導

、朋友的提攜。現在我們畢業了，不再

是一個知識上的窮人，要開始學習感恩

。感謝過去來自各方的恩惠，才能成就

我今日知識上的富有之身；不再只是一

個接受幫助的人，所以開始懂得回饋社

會、幫助大眾。

第四、不是個體獨立，而是融入社會：
畢業不是就此脫離社會，成為個體戶

，不是「我喜好什麼、我愛什麼、我要

什麼，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大眾群聚的社會，凡事不能只講究個人

，要知道所有一切的成就，都是有因有

緣、其來有自，要因緣具備才能發揮力

量。所以人要融入到社會裡，跟著大家

共同成長，才能有所成就。

學校的學習只是人生中的一小部分，

學校的學習告一段落，並非人生的學習

就此停止，生命之輪要持續轉動，生命

才能生生不息。因此「畢業四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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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郭書宏宜興報導】為期七天、由中

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組成的「兩岸人間佛教

交流訪問」日前圓滿，並於江蘇宜興佛光祖

庭大覺寺舉行「人間佛教座談交流」，成員

分享此行參訪大陸人間佛教發展與現況的見

聞心得與收穫。

座談會除了此行一百八十位台灣佛教中青

代住持及各界代表外，宜興市委副書記周中

平、宗教局局長王立明等人皆蒞臨指導。

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輪值主席慧傳法師

致詞表示，此次參訪行程圓滿，當感恩幕後

工作團隊付出的心血。而最要感謝莫過於星

雲大師的慈悲智慧，讓眾人所到之處彷彿放

光，每個成員備受禮遇與照顧；期望大家保

持初衷，讓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持續團結

台灣佛教界，進一步與大陸佛教界互動交流

，學習彼此優點、健全組織發展，正如大師

所盼「中華文化復興，佛教不可缺席。」

「一日一會，無限未來。」慧傳法師說，

如《金剛經》所云：「當知是人，不於一佛

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

種諸善根。」今日一會，是星雲大師給的好

因好緣，眾人也已在千萬佛所種諸善根；當

以此好因好緣、善因功德，去創造兩岸無限

美好未來，正如〈佛教青年的歌聲〉歌詞中

「成功的一日，就要來到！」

   
 感恩報恩 團結兩岸佛教

主席明光法師表示，此行感受大師的慈悲

、智慧與遠見，鼓勵教界手牽手、心連心結

合。「此行讓信仰佛教，走上實踐的佛教。

」主席淨耀法師表示，圓滿參訪印證學佛不

可缺少善根福德因緣，尤其僧眾展現團結精

神，「沙門」變成「聯合門」。

淨耀法師指出，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每

位成員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今眾緣合和、彼

此互信，希望大家用心支持正法，進一步規

畫自覺利他的活動，齊為國家社會傳播正能

量。

主席如證法師則以「六個感恩」來總結。

他表示，首要感恩星雲大師，交流團成功最

重要是大師的因緣；其次仍要感恩大師，因

為大師威德，才能吸引如此多成員參加；第

三還是感恩大師，這次行程豐富，大陸國宗

局、國台辦、中佛協、中國佛學院等高規格

接待，都是因為大師光環、功德庇蔭，眾人

無不受禮遇、普獲熱烈歡迎。第四、五個感

恩是祕書長覺培法師帶領的工作團隊，辦此

活動大不易，事前功課到活動進行的細心照

料，無不用心。最後感恩與會的諸山長老及

居士，因大家重視、排除萬難出席，成就此

次活動成功。

「感恩後如何報恩？」如證法師強調最佳

報恩之道，就是達成星雲大師的願望：佛教

界團結、兩岸融合、將人間佛教弘揚到全世

界。

    
以身作則 入世重於出世

「大陸佛教改變很多，但還是不夠，因此

弘揚人間佛教更為重要。」主席慈容法師表

示，弘法度眾首要做一個給人接受、行住坐

臥如法的出家人。舉例來說，這次入住北京

飯店經理特別來訊，指出這次交流團成員們

不抽菸、不喝酒、不大聲喧嘩，且用餐不浪

費一粒糧食，飯店員工因感受良好的身教言

行，而對佛法產生興趣，甚至想請購此行法

師所著書籍閱讀。

慈容法師說，當今大陸僧眾地位提升，主

要原因正是僧眾以身作則，以入世精神弘揚

佛法；星雲大師亦期許中青年僧「入世重於

出世，生活重於生死，利他重於自利」，將

推廣人間佛教為己任，從台灣以身作則出發

，進而推及大陸及世界五大洲。

「凡符合正法、是對的，別人不做的我們

來做。」主席黃書瑋表示，法師在寺院管理

方面更規律，帶領信眾走向正信的佛教；而

居士則要扮演佛門護法角色，讓法師弘法無

後顧之憂，僧俗共揚人間佛教。

負責統籌交流團工作事項的祕書長覺培法

師感謝所有因緣，尤其感謝星雲大師開疆闢

土，退到二線為大家護航。希望能有更多正

信道場一起加入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

⬆為期七天、由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

組成的「兩岸人間佛教交流訪問」日

前圓滿，團員於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

大殿前合影。� �圖／王淑慧

工作室的四周

樹比人多、鳥比車多

四季的臉色我常看

現在荷花盛開了

它提醒著我──我又重生了

我看見它在秋天枯黃、

冬日蕭瑟、春天重生

如此的生命輪迴 我懂

那麼

此刻的我，應該走在豔夏中

作品／尤尉州  文字／邱鈺喬

有一段時間老公回家比往常都早了些，問

他為什麼？他感性地回答：「要做個好父親

，多陪一陪孩子。」

我悄悄問孩子：「有爸爸作陪，感覺如何

？」孩子們搖頭說：「沒感覺。」「為什麼

？」「因為爸爸不是躺在沙發上看球賽，就

是滑手機，最討厭的是有時候球賽太吵，還

影響我看書。」

再問孩子：「喜歡誰來陪？」「喜歡晚上

媽媽念故事。」「為什麼呢？」「晚上一個

人害怕不敢關燈睡覺，媽媽念故事給我聽，

還會用不同的聲音代表不同的人物，我閉著

眼睛聽故事，就好像有很多人陪在我身邊，

聽著聽著就睡著了，睜開眼已是第二天早上

，所以最喜歡媽媽陪了。」

再問孩子：「還有嗎？」孩子說：「喜歡

一家人去陌生的城市度假，特別是爸爸媽媽

問我該怎麼辦的時候，那時我覺得自己責任

重大，好像是我帶你們去探險，所以要保護

你們的安全。」

原來孩子喜歡的是陪伴而不是陪同。陪同

與陪伴只差一個字，卻有著愛的差別。陪同

的人可以不帶感情色彩，甚至兼有工作賺錢

的意味。但陪伴就不一樣了，陪伴有愛的成

分。

首先要有愉快和諧的雙向溝通，如同全家

度假，父母徵求孩子的意見，是父母刻意放

低姿態，讓孩子在父母平等對待與尊重中變

得獨立有自信。想想看，如果父母以長官的

語氣督促孩子，孩子會快樂嗎？

看來得勸勸老公，畢竟如何和孩子相處是

門難修的功課，只有高質量的陪伴，才能讓

孩子真正感受到父母的愛。

文／星雲大師

我訂定佛教新戒條

貧僧有話要說 三十四說

這次，藉由「貧僧有話要說」，自己心裡

也想，自我修學的戒行，與他人應該要遵守

的法則，甚至對佛光弟子的教育上，列出一

些簡單的生活規條，把它訂為新戒條，在此

略為一說。

戒條有很多，橫說豎說，那都是條文，最

重要的，還是要自我心中有道，行為不要侵

犯別人，那就是我訂為「佛光新戒條」──

十要、十不要的標準了。社會大眾以及佛門

弟子，大家都能遵守，把它用來做為修行做

人的原則，人我之間，會少了糾紛；衣食住

行的生活，會獲得滿足；群我之間，能夠和

平相處。這「十要」和「十不要」，假如大

家都可以做到，雖不能成佛作祖、成聖成賢

，至少不失為一個樸實的修道者。

茲將內容分述如下：

所謂十要：

    一、要正常吃早飯

佛教的戒律規定「過午不食」，但我認為

，過去是因為晚間沒有工作，天黑之後沒有

電燈，很早就睡覺了，因此晚上可以不吃。

但是，現在一些修行用功弘法辦道的人，看

經講課、著書立說、為人服務，經常挑燈晚

修，怎能說晚上不吃呢？這樣對腸胃必定有

所損傷。我覺得，「過午不食」在今日這個

社會裡，已經不是很適合，像有糖尿病的人

，如何過午不食呢？

但修道者有一項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

正常吃早飯」。因為吃了早飯，就是一天工

作的開始。可是我經常看到現代的人，遇早

不食，晚上吃得更多，為什麼早餐不吃呢？

因為他怕早起。早起之後，由於夜晚遲睡，

消化系統還保存了昨日吃的食物，所以他在

早晨不感到會飢餓。經常不吃早飯，一個人

的生活就沒有規律。因此，不但要吃早餐，

還要按時，養成這種好的習慣，必定生活容

易規律。

    二、要有表情回應

發心修道者，都要先能過團體生活，就是

佛陀吧，也經常說「我在眾中」，一個初學

者離開大眾，就不能算在僧團之中。眾者，

以中國字來說，「三人成（眾）」，一個人

才想修行，就想閉關，就想隱居，不能合群

，不能在大眾中學習教養，所謂「獨木不可

成林」，也難以成就。所以，有心入道的初

學者，要在眾中，必然要學習接受磨練，必

定要有禮貌，要有表情，要對人恭敬，別人

才會接受你，你才能安住在眾中。

要知道，現在是一個彩色的世界，是一個

有聲音的社會，強調動靜一如的生活，你既

不是石頭、木頭，怎能沒有表情？就是石頭

、木頭，雕出的佛像、菩薩像，也要講究慈

祥、笑容、自然、姿態的莊嚴，好比敦煌石

窟那許多壁畫都可以佐證；那麼你一個出家

人都沒有表情，怎麼做人呢？要學習適當的

表情回應、合宜的應對禮儀。

    三、要能提拔後學 

世間上的人，不是自己成就了就是偉大，

真正的偉大，是要能培養後學的成功。像釋

迦牟尼佛有多少的大菩薩、大阿羅漢弟子追

隨學習，所謂千二百五十人眾，甚至於他的

十大弟子，佛陀也都讓每一個人各有所能，

讓他們的能量發揮得淋漓盡致。 （待續）

⬆發心修道者，都要先能過團體生活。

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