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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

談佛教高等教育 校長論壇登場
【記者羅智華大樹報導】史上第一次！來

自歐、美、亞、澳等四大洲的二十三所大學

校長日前天齊聚佛光山，參與由佛光山系統

大學主辦的「二○一六大學校長論壇」，這

是國際首見以佛教創辦之大學為主體的跨國

性論壇，也是難得一見的教育盛事。

主辦單位表示，此次論壇不只促成設有佛

教科系的各國大學進行交流，更期許建立分

享辦學經驗的互動平台，討論日後跨校合作

與資源共享模式，攜手推動佛教高等教育更

上層樓。重視教育的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也以專題演講形式與各國校長面對面交流。

這次的論壇可謂重量級學術首長雲集，除

了佛光、南華、西來、南天、光明大學等佛

光山系統五所大學，國內的法鼓文理學院校

長惠敏法師、華梵大學校長高柏園、慈濟大

學校長王本榮，以及多所歷史悠久、聲譽卓

著的國際學府，如匈牙利布達佩斯佛教大學

校長耶倫．亞諾什、日本立正大學副校長高

橋堯英、永田高英、韓國威德大學校長洪旭

憲、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總監衍空法師，

歐洲最古老大學之一的德國萊比錫大學東亞

所所長柯若樸、比利時安特衛普大學比較宗

教學院院長克里斯．馮克、澳洲西雪梨大學

助理校長藍易振等，也都來參與盛會。

佛光山特別舉行晚宴歡迎遠道而來的嘉賓

，住持心保和尚致詞時表示，佛光山開山迄

今五十年，下一個五十年，星雲大師明確指

示要以教育人才為重，因為有教育才有美好

的未來。柯若樸表示，他很樂見主辦單位舉

辦這樣一場意義非凡的佛教教育交流盛會，

期待未來能推動各校間密切的學術合作。

  
  不只是學術殿堂  品德需扎根

佛光山系統大學總校長楊朝祥表示，此次

論壇三大討論議題是：如何落實大學品德教

育、如何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如何建構佛

教辦大學暨佛教教育人才培育計畫。每個議

題不只是當前的教育發展課題，更攸關大學

的現在與未來。

楊朝祥以品德教育為例指出，大學不單單

是追求知識的學術殿堂，亦是培養學子好品

德的薰陶環境，對佛教教育來說尤其重要，

期望透過論壇探討如何讓品德教育在校園扎

根、落實，進而發揚光大，成為各校培育人

才的根基。

南華大學校長林聰明表示，為了讓各國校

長有機會能了解台灣佛教發展脈絡與佛光山

系統大學辦學特色，為期三天的論壇依序在

⬆「二○一六大學校長論壇」於佛光山

舉行晚宴，住持心保和尚熱忱歡迎與會

嘉賓。  圖／人間社記者莊美昭 

高雄佛光山、嘉義南華大學、宜蘭佛光大學

等三地舉行，與會嘉賓除了參觀佛光山、佛

陀紀念館、南華與佛大校園，還將進行深度

文化體驗，認識台灣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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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與圖／尤俠小心摔成四腳朝天

家事達人

六心修六行

乾燥劑再利用 
文／陳明分

防患未然，也是一種進德修業，防他人
的惡意惡行，更要提防自己的惡心惡念
，才是真正的身心環保。

一個人鍛鍊身體，使自己健康，精力

充沛；鋼鐵要堅固耐用，也要經過澆鑄

鍛鍊。修行是訓練自己意志堅定，調伏

習氣，做一個身心自主的人。平日如何

修行呢？以下六點提供各位參考：

第一、用捨心廣結善緣：捨，才能包

容他人。世界所以動亂不息，就是因為

世人都不能「捨」，拼命向外追求有形

有相的物質，忽略心內的世界更為遼闊

。如果能尊重他人，以捨心結緣，就能

有一個圓融和諧的世界。

第二、用慈心福利人群：心如盜賊，

經常竊取我們的功德法財，使吾人身陷

執迷之中。假如馴服心中的盜賊，從消

極的不攀緣，做到用慈心來造福人群福

利社會，就可以做心的主人，長養無上

功德。

第三、用信心開發潛能：宇宙萬物都

有它的性能，好的性能，持久耐用，不

好者，容易耗損。人人本具的佛性，亙

古今而不變，歷萬劫而彌新，這個本性

潛能是內發，而不是外求。吾人用信心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開發自我的正見、

誠信、良善等潛能，這才是真正的無價

寶。

第四、用淨心遠離貪欲：現代物質日

益豐盛，精神生活卻是江河日下，毒品

、暴力、娼盜、道德淪喪，爾虞我詐的

歪風四處蔓延。想要國家富強、民生樂

利，首要匡正世道人心。除了要有節制

的感情，合理的經濟，正當的關係，德

化的觀念外，更要以慈悲喜捨、慚愧感

恩的心來自他淨化，才能遠離貪念色欲

煩惱。

五、用禪心安頓境界：什麼是禪心呢

？就是無人我，不計較、不執著。禪心

是一種自然，一種包容，一種安住。有

了禪心，不會分別你我得失，對人家的

毀謗、忌妒、障礙無所動心。有謂：「人

情似水分高下，世事如雲任卷舒。」你

在人情世事中就能多一分坦然和風趣。

六、用慧心觀照空性：「慧」指洞悉

真理，明白道理，它不同於世智辯聰，

因此直譯為「般若」。我們的心闇昧不

明，終日在六塵上盤桓，眼愛美色，耳

聽佳音，鼻聞香味，外界六塵千變萬化

，難以把握，心也只有跟著上下起伏，

動盪不安。如果我們能以般若觀照，把

心從根境的虛幻之中超拔出來，自然能

享受自在的人生。

用六心修六行的法門有：

第一、用捨心廣結善緣，

第二、用慈心福利人群，

第三、用信心開發潛能，

第四、用淨心遠離貪欲，

第五、用禪心安頓境界，

第六、用慧心關照空性。

打開餅乾盒、藥罐、海

苔包……等等，發現裡頭

有乾燥劑時，先別扔掉。

有些乾燥劑可以再利用，既環保又省荷包。

乾燥劑又稱脫酸素劑、脫氧劑，其成分有

生石灰粉、二氧化矽、鐵粉、天然礦物質等

。若是生石灰粉或二氧化劑便可再利用。將

整包生石灰乾燥劑倒入水槽的水孔，加入少

量的水，過了片刻，再以大量清水沖洗即可

。因為生石灰粉可以去汙垢、除臭，還可使

排水管通暢又可防蟑螂滋生。

另外，將收集一整年的二氧化矽放入烤箱

烤，烤成透明及藍色顆粒。藍色顆粒是未含

水，粉紅顆粒則是含水的二氧化矽，其餘則

是透明顆粒。將藍色和透明顆粒放入夾鏈袋

中，再用縫線針在袋上戳幾個洞，就成了新

的乾燥劑。

過年前，我就把收集一年的乾燥劑，倒入

水管中，將家中水管好好疏通一番，也做了

好幾個夾鏈袋乾燥劑，既環保又有成就感。

文╱星雲大師

我對問題的回答

貧僧有話要說 三十五說

7.問：世間上有沒有鬼呢？
答：世間是沒有鬼的，鬼有鬼的世界，等

於虎豹回歸於山林，魚蝦生長於海洋，昆蟲

棲息於泥土，飛鳥棲身於樹梢。但你不可以

疑心生暗鬼，不可以用鬼計多端的用心去處

世，否則人也就是鬼了。我常說：「冷不怕

，怕風；窮不怕，怕債；病不怕，怕痛；鬼

不怕，怕人。」有時候，人比鬼還可怕呢！

8.問：天堂、地獄究竟在哪裡？
答：有三個層次：一，天堂在天堂的地方

，地獄在地獄的地方。二，天堂、地獄都在

人間，你到市場去看一下，盡是烤的、燒的

、掛的、割的、刮的，那不就是地獄了嗎？

你到高級的大樓別墅去參觀，大家在那裡盡

情地享受空調、福樂，那不就是天堂了嗎？

三，天堂、地獄都在人的心裡，一個人一天

當中，在天堂、地獄裡來往多次。生天堂的

次數和下地獄的次數，你可以去做個比較、

研究，不妨儘量地讓自己生在天堂裡。慈悲

結緣的念頭，就是天堂；殺盜淫妄的念頭，

那就是地獄了。

9.問：佛教徒都說：「學佛是為了求解脫
。」我們沒有犯罪，為什麼要求解脫呢？

答：人造罪業，自己不知，不能說沒有。

如：侵占別人的財務、批評別人的名譽，身

口意侵犯了別人的利益，怎能說沒有犯罪呢

？再說，你的煩惱不需要降伏嗎？妄想不需

要去除嗎？罣礙不需要解脫嗎？

10.問：釋迦牟尼佛現在究竟住在哪裡？
答：一、佛陀的法身遍滿虛空，充塞法界

。二、佛陀住在你的信仰中、禮拜中、善行

中、恭敬中。三，佛陀住在你的心裡，只要

「眾生心垢淨」，則「菩提月現前」。

11.問：地理風水會影響一個人一生的窮
通禍福嗎？
答：世間的道理，天有天理，地有地理，

人有人理，情有情理，心有心理，物有物理

，風水地理不是沒有，但也不是從方位的東

南西北來看的。一間房屋，只要能通風、採

光好、視野好、有通道，空調設備齊全，不

就是風水寶地了嗎？福地福人居，無論什麼

地方，只要你歡喜，也不去侵占別人的地盤

，正正派派的，就不必在外相上作分別了，

風水地理的好壞都在你的心裡。

12.問：佛教對死刑的看法？
答：法律上的判決，是依據你的起心動念

、行為，來決定罪刑的輕重。基本上，一個人

犯了錯，法律會用各種徒刑給予處罰、處分

；唯有殺人害命，死刑應該是免不了的。為

什麼？這是因果定律，殺人者，必有其報，

怎能沒有死刑呢？不過，也有一些人或者是

因為被迫而殺人，或者是過失致人於死，或

者是為國戰鬥，這又有主從輕重的關係了。

13.問：佛教有「世界末日」的說法嗎？
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答：佛教有「正法、像法、末法」之說。

其實，在這一個世界上，你看每一個人的遭

遇，好運的，天天都是在正法時代裡；不幸

的，天天就在末法時代裡。所以，正法、末

法是隨業力在轉換的，倒不一定說什麼時候

才是末法來臨。假如自己的行為不端，惡業

昭彰，末法也就即刻現前了。所謂「正法」

、「末法」，都在當下了！

14.問：有人說，我做一個好人就好了，
為什麼還要受戒呢？
答：好人就能不守法嗎？好人就能不守戒

嗎？好人，要守法守戒，遵守道德的標準，

才是好人啊！

就國家的法律來說，守法的人叫做「好人

」，犯法的人就是「壞人」。同樣的，從佛

教的戒律來說，你受持戒律，就是佛教徒；

你不受持戒律，就是非佛教徒。受戒才自由

，犯戒才失去自由啊！你肯守戒，就不會因

為犯罪而受到法律的制裁。你可以到全世界

的監獄裡調查一下，哪一個人不是因為殺、

盜、淫、妄、酒（毒品），侵犯別人、妨礙

別人自由，才入獄的呢？犯了戒，怎麼能有

不受果報的道理呢？ （待續）

⬆只要眾生心垢淨，則菩提月現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