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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播的特色

為不要先存著自己沒有能力的心理，要抱
定「做一分是一分、行一步是一步」的毅
力，此即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是
也。

現代人的生活，幾乎離不開大眾傳播

。多數人自早到晚透過報紙、雜誌、收

音機、電視、網路等傳播媒介，了解天

下事，吸收新知、掌握社會脈動、財經

訊息及政治動態，隨時與大眾傳播保持

密切關係。大眾傳播對社會大眾的影響

力非凡，甚至會左右人們判斷事務的觀

點，因此，有責任感的大眾傳播應具備

下列六個特色：

第一、有大眾化的平等：大眾傳播媒

介站在提供資訊的角度，應作到平衡報

導，客觀的將事實呈現，讓大眾有更宏

觀的視野，去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並

據以作判斷。而不應因傳媒個人的好惡

而偏頗，以致扭曲社會大眾知的權利。

第二、有道德化的精神：大眾傳播是

公開面對社會，影響力很大，因此，傳播

工作者最重要的是要有道德的精神，不

以揭發他人隱私、毀謗他人、造謠譏諷

為能事，而應以匡正社會風氣為己任。

第三、有善美化的目標：有些大眾傳

播以報導殺盜淫妄等負面訊息為主，其

實，社會雖有黑暗的一面，但也處處洋

溢真善美的事蹟。大眾傳播應儘量發掘

、報導這些善美的事蹟，使人性的光輝

溫暖社會，並起善性循環的作用，使社

會更臻善良美好。

第四、有知識化的內容：許多人以傳

播媒體，作為知識的來源，因此，大眾

傳播傳達的資訊應有知識性、正確性。

若所傳播的內容，充斥揭人隱私，敗壞

社會風氣，貪念慾望，這是不道德的，

大眾應該對大眾媒體有約束的權力，如

拒買、拒看等等。

第五、有文藝化的技巧：文藝美學對

世道人心的教化，常具潛移默化之功。

大眾傳播應善將詩歌小說，文藝美學等

技巧融入其中，一則提高內容的可觀性

，再則亦收教化人心之效。

第六、有利眾化的示教：大眾傳播對

民眾的示範作用不容輕忽，如果大眾傳

播的內容，未能善盡導正視聽之責，反

而充斥顛倒是非，混淆價值觀念的情節

，誤導或作不良示範，這些負面教材對

社會所造成的傷害將難以估算。因此，

大眾傳播應以利益大眾為首要考量。

大眾傳播的發展方興未艾，影響層面

愈趨廣泛、深遠。傳播媒體有提供各種

資訊的自由，閱聽大眾也有自主權選擇

適合的傳播內容。在此提出傳媒的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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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馬媒體訪佛光山 用心採訪
【記者妙熙大樹報導】新馬媒體近來針對

日益嚴重的附佛外道，發揮明辨是非的媒體

責任，在報章雜誌上發表相關文章，並特組

媒體團，日前一連四天前來佛光山取經。星

雲大師對此說明：「附佛外道就像細菌，也

如毒品，一般民眾覺得討便宜，就容易上當

，媒體正確報導不讓人上當，真是功德無量

。」

「新馬媒體團」共四十三人，主要成員為

馬來西亞世界華文媒體旗下的五大報─《明

報》、《星洲日報》、《光明日報》、《中

國報》、《南洋商報》，以及新加坡《新明

日報》、佛教雜誌《佛教文摘》、《暢遊行

》等。

團長星洲日報副執行總編輯曾毓林表示，

此行第一感謝佛光山星雲大師及各位法師對

新馬的付出；第二希望新馬與佛光山有緣的

媒體朋友，能持續護持正法。

在與大師座談時，曾毓林提出「現在附佛

外道日益興盛，該如何面對？並建立正信的

宗教觀？」

大師說：「社會科學知識愈發達，人心愈

不容易向真向善。人心如水，上流不易，下

流容易。真善美是心靈的上流，反而不容易

被人相信。」「信佛主要信自己，自依止、

法依止，莫異依止，依此不要迷信，不要裝

神弄鬼，才是信仰的價值。」

媒體朋友們發揮採訪的專業，紛紛提問，

少了採訪時挖掘新聞真相的銳利，反倒多了

挖掘心靈的懇切。

《南洋商報》副新聞編輯兼雪隆新聞主任

鄧麗華問到，「佛教很多都自立門戶，有多

元也有單一，該如何辨別正信佛教？」

大師說回憶四十年前，訪問菲律賓，當時

的總統馬嘉柏皋（Diosdado Macapagal）說，

歡迎佛教來到菲律賓，因為世界是多采多姿

的，包容各種宗教、民族，世界才美好。因

此，世界上無論哪一個宗派，只要合乎八正

道，都應該存在。但邪教則不容許存在，會

危害大眾。

除附佛外道外，《星洲日報》副總編輯戴

秀琴也對大馬的政局感到憂心，請教大師如

何讓馬國走出困境？

「家庭有家庭的共業，國家有國家的共業

，我個人在共業中，與大眾也有關係，但個

人非能轉業。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如

果國家重視教育道德，就可以改變。」

最後大師對新馬媒體有很深的期許，社會

的興衰成敗，媒體要負起很大的責任，大師

曾說過「媒體可以救台灣」，同樣的「媒體

可以救大馬」。

⬆星雲大師為新馬媒體團開示，大眾紛紛提

出疑問，大師也一一釋疑，皆大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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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具有幾種進行式

家庭經營

育兒媽媽經 

女王，請撒手

不剝奪生氣的權利

文／李睫

文／羅元泓

兒子就讀的幼稚園明天舉行戶外親子聚會

，老婆無限煩惱地說：「我明天要去學校統

一閱卷，實在走不開，我給幼稚園打個電話

，就說果果不參加了！」說著就去拿手機，

兒子哇哇地哭了起來：「不嘛，我要去，為

什麼不讓我參加？別的小朋友都會去，嗚嗚

嗚……」

我看出老婆的為難，作為一個稱職的母親

，同時又是一名優秀的中學數學教師兼導師

，在親子聚會和她繁忙的工作之間，她很難

取捨其中任何一個。我自告奮勇說：「我陪

兒子去！」

「絕對不行！你哪裡會帶孩子？要是出了

簍子怎麼辦？要是有什麼競賽你輸了怎麼辦

？」她看著我，天哪，她那是什麼眼神啊，

簡直無異於我就是她班上一個最不靠譜的男

生，卻妄想參加學霸才有資格參加的數學奧

林匹克競賽！我兩手一攤，對兒子說：「算

了，你還是乖乖待在家裡吧，你媽說得對，

家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哪兒也別去了。」

兒子的哭鬧打滾是治老婆的利器，最後的

結果當然是兒子獲勝，但我卻得接受老婆一

個小時的「諄諄教導」，譬如，要注意安全

啦，要多給兒子喝水啦，不能讓兒子離開我

的視線啦……聽得我哈欠連天，長嘆一聲：

「妳累不累？」

父子頭一回參加親子活動，其中一個競賽

項目是孩子騎在家長的脖子上比賽誰先到達

終點，這個我當然不能輸，沒想到就在快到

終點的時候，因為求勝心切，腳底絆了一下

，我們摔倒在地，我的左臉被樹枝畫了一道

小傷口，兒子腦門上鼓了一個大包。雖然如

此，因為在整個活動中我的超級耐心以及與

生俱來的多才多藝，居然榮獲了最佳父子搭

檔獎，兒子別提有多高興了！

回到家，老婆一看到我倆光榮的造型就大

呼小叫：「我說對了吧，沒我就是不行！兒

子，疼嗎？快讓媽看看……」兒子一反往常

嬌滴滴的樣子，很有男子氣概地說了句：「

我是男子漢，這算什麼？」老婆很吃驚，我

趁機告訴她，在教育孩子方面，不要太嬌慣

了，適當的時候讓他摔幾個跟頭，未嘗不是

好事……

老婆想了想，點頭承認我說得對，看著她

疲倦的面容，我心疼地說：「老婆，妳工作

那麼辛苦，有些事該撒手時就撒手吧。」

後來，在我的努力下，老婆終於改掉大包

大攬的女王作風，當她有了更多時間去逛逛

街、美美容、和女友聊聊天的時候，我用男

人的肩膀扛起了屬於自己的那分家庭責任，

現在老婆的口頭禪再也不是「你行嗎？放著

我來吧！」而是「沒想到，你很行耶！」

同事小雨的兒子有天問她：「媽咪，我生

氣的時候，該怎麼辦？」小雨想了一下，回

答她兒子：「媽咪也不知道你該怎麼辦？你

可以有你的方式去發洩。但是媽咪可以告訴

你，我生氣的時候會不想說話，有時靜一陣

子，心中怒氣就會慢慢消化。或許，你可以

試著畫畫，把心中的不愉快全都畫出來；還

是，你可以試著跑步，跑累了，怒氣自然也

就消失了。」

聽完小雨這段育兒媽媽經的分享後，我跟

小雨說：「妳真是個很棒的媽媽，回答得很

有智慧，讓我聽了非常有感觸。」

小雨笑了笑說：「教孩子如何發洩不滿的

情緒，甚至做情緒的管理，真的是件很不容

易的事。我時常跟孩子們聊說，每個人都有

喜怒哀樂，媽媽當然也會生氣，所以我並不

會剝奪你們生氣的權利，但是如何讓情緒有

發洩的出口，甚至不要有不宜的表現，例如

，亂丟東西和打人等偏差行為出現。這是我

想讓孩子們明瞭知道的。」

聽了小雨的一番話後，心有戚戚焉。孩子

在成長的過程中，一定會遭遇許許多多的挫

折，心中難免會存在一些壓抑，不過現在的

社會資訊太發達，所以有很多孩子選擇用錯

誤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情緒。

為了教導孩子適當表達情緒，家庭教育顯

得格外重要，父母必須適時扮演引導者的角

色，與其叫孩子不要生氣，倒不如教他們如

何適當地表達，以及尋找壓力宣洩的出口，

來得踏實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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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問題的回答

貧僧有話要說 三十五說

25.問：住在海邊的漁民，靠捕魚維生，
他們能學佛嗎？
答：當然可以！佛法不捨棄任何一個人。

雖然他是以捕魚為業，有「殺生」之行，但

是沒有「殺心」。甚至於將來轉換事業，捨

殺業而為護生的善業，不就能改善自己未來

的命運了嗎？

26.問：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漁民可以
捕烏魚維生，為什麼就不能捕伯勞鳥呢？
答：這就是眾生對於惡習的錯誤看法。因

為捕魚捕慣了，就不以為意，捕鳥偶爾為之

，就認為那不對。其實，關於「殺生」，無

論捕魚也好，捕鳥也好，都是殺業。因此，

沒有可不可以、應不應該的問題。總之，愛

惜生命是人的天職，你做到多少，就算多少

吧。

27.問：假如人人都去出家了，男不婚、
女不嫁，那麼人類不是要滅種了嗎？
答：假如人人都做教師，學生從哪裡來呢

？人人都開商店，顧客從哪裡來呢？人人都

去當兵了，誰來種田呢？人人都去做工了，

老闆誰來做呢？沒有「假如」的，你不必掛

念，世間是不會統一的。就以你說的，假如

大家都出家了，人人都能了生脫死，不也是

天下無事了嗎？

28.問：所謂「十方三世一切佛」，這麼
多的佛，哪一尊最大呢？
答：你是佛，你就最大；他是佛，他也最

大。凡是有佛心的人，都是最大！

29.問：人死了燒紙錢有用嗎？
答：燒紙錢有用沒有用，這不一定，但是

心裡的尊重、給予，那是有功效的。就例如

：我讚美你一句，你不是很歡喜嗎？我向你

行個禮，你不是很高興嗎？所以，用獻花、

獻果表示心意感謝外，表示敬意還有許多方

法，不一定燒紙錢。當然燒紙錢紀念，這也

不算違法，不過站在環保的立場，還是少燒

紙錢才好。

30.問：到佛前燒香獻花，有必要嗎？
答：對佛的恭敬，不一定要以香花禮拜，

瞻仰、圍繞、合掌、問訊，都跟奉獻香花同

等意義啊！

31.問：可以在網路上點燈嗎？
答：你覺得在網路上點燈，你的心光有點

亮嗎？所謂「千年暗室，一燈即明」，點燈

的真正意義，是要用心燈供佛，同時藉由佛

力加持，來點亮我們心裡慈悲、智慧、信心

、歡喜的光明。所以，傳統佛教的點燈，都

要在佛前；有「燒佛前香」、「點佛前燈」

的說法。

談到燈，過去都是燃油燈、點蠟燭，現在

則是使用電燈，甚至有人要在虛擬的網路上

點燈。不管你點的是什麼燈，最重要的是，

你有把自己的心交給佛祖嗎？如果你有感覺

到自己真的與佛感應道交了，那才是點燈的

意義。

32.問：我是信仰媽祖的，可以再拜佛嗎？
答：媽祖也是拜佛的，為什麼你不可以拜

佛呢？

33.問：世界上的宗教，哪一位人物最偉
大？
答：你喜歡的、你最信仰的，他就是最偉

大。

34.問：世間上的宗教有幾十種，究竟信
哪一個宗教最好呢？

答：跟你最有緣分的、跟你最有關係的，

能讓你向上、上進的，只要是政府登記的、

國家承認的，是正信的、清淨的宗教，都可

以信仰。 （待續）

⬆點燈的真正意義，是要用心燈供佛。

10 忌

❶  做人之大忌——貶人

❷  子女之大忌——啃老

❸  父母之大忌——溺愛

❹  朋友之大忌——猜疑

❺  事業之大忌——放棄

❻  做事之大忌——輕浮

❼  錯誤之大忌——固執

❽  學習之大忌——粗心

❾  待人之大忌——傲慢

❿  說話之大忌——吹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