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天寺  Nan Tien Temple (IBAA)
Buddhist Centre 180 Berkeley Road Berkeley NSW 2506

Tel: 61(2)4272 0600   Fax: 61(2)4272 0601
E-mail: nantien@fgs.org.au    www.nantien.org.au 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Merit Times
Australia

文／星雲大師

小沙彌書畫鋪

枯山水之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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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
 
法語

星雲大師講八識 轉識成般若智 
【人間社記者妙普、龔麗江蘇宜興報導】

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所主辦的雲湖書院經典

研修班，第四期日前開課，從四面八方而來

的百位學員齊聚，院長程恭讓說明書院宗旨

，主要是為推動佛教經典、人間佛教的學習

與研究。當日並禮請創辦人星雲大師及佛光

山退居心培和尚為大家教授「八識講話」及

《六祖壇經》。

星雲大師為學員講說「八識講話」，透過

「二鬼爭屍」等譬喻，讓大家很快清楚問題

所在「我是誰？」以深入淺出、生動有趣的

典故，讓學員了解八識的關係和作用。

大師提到中國有八大宗派，包括四個行門

，律、禪、淨、密；四個解門，三論、唯識

、華嚴、天台，唯識是其中之一。大師說明

人世間有十八界，並詳述六根之間的關係：

「眼睛像望遠鏡、耳朵如收音機、鼻子是偵

察機、舌頭是嘗味機、身體是總體、心是主

宰。」

大師並以自己曾做的偈頌說明八識的關係

及作用，總論八識，「五識眼耳鼻舌身，心

識能合又能分，末那傳達作使者，賴耶如山

似海深。賴耶幕後主人翁，指派末那作先鋒

，心居中樞總指揮，五識活動如追風。」分

解八識，「兄弟八人共一村，村中諸事各持

分，五個出外作買賣，心識居家獨自尊。眼

觀耳聞鼻作探，舌味身觸心難安，末那執我

作傳達，賴耶罪福怎能堪。」

大師透過「二鬼爭屍」等譬喻，讓大家清

楚問題所在「我是誰？」如何明心見性？人

生如何解脫、超越、自在？管理自己的六識

？管理自己的心？如何轉識成智？轉前五識

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

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

    
信仰自己   找出真如寶藏

何謂信仰？大師以禪宗的公案來說明。他

提到，有一位唯識家到禪門參學但不相應，

離開時禪門堂主送到門外，看到大石頭，就

問：「石頭在心裡還是心外？」唯識家回答

：「萬法唯識，所以石頭在心裡。」堂主再

問：「石頭在心裡不覺得很重嗎？」因此雖

然理論上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一切

都是唯心所現、唯心所變，但是要能了解，

信仰佛陀如虛空，遍滿虛空、充塞法界，才

能豎窮三際、橫遍十方。

最後大師勉勵學員，來到這裡，希望得到

什麼？想要得道，道在自己心裡，自己要做

自己的主人，決定自己的去處，明心見性，

找出自己的真如寶藏；信仰自己，用唯識檢

視心識，讓自己做自己的貴人。

學員提出疑問，現代人學佛畏難怕苦，請

大師開示如何克服對讀經的困難？如何行解

並重？以及基督教說世界是上帝創造，大師

怎麼看呢？大師皆一一給予解答。

⬆星雲大師（中）、佛光山開山寮特助

慈惠法師（右二）、國際佛光會世界

總會署理會長慈容法師（右一）、雲

湖書院院長程恭讓（左二）、大覺寺

都監妙士法師等人與雲湖書院學員合

影。� 圖／人間社記者韓執芸

「向困難挑戰」，其實是向自己挑戰，
能一鼓作氣，通過考驗，我們的人生才
能從突破創新中，獲得無限的意義。

耐煩的好處

耐煩，是修行的第一步，也是做人處

事的首要條件。耐煩，表現在外，是低

頭下視；蘊藏於心，是沉著默照。耐煩

的人，能夠包容一切人事物境的紛攘，

不怕干擾；耐煩的人，能夠觀照內心的

雜念妄想，消融煩惱。因此，無論在什

麼時候，做人要耐煩，才能有人緣；做

事要耐煩，事業才能成功。耐煩的好處

有四點：

第一、耐煩的人，讀書才會深入：沒

有讀書習慣的人，才開始發心要讀書，

拿起書本來，總覺得是一件枯燥乏味之

事。你必須耐煩地，一而再，再而三咀

嚼書中奧義玄理，反覆思維古聖先賢之

道，才能讀出哲理，甘之如飴，優游法

樂之中。所以宋朝朱熹在《訓學齋規》

說：「讀書要眼到、口到、心到。」這

就是耐煩的基本條件。

如果心不在焉，眼睛看不仔細，心眼

既不專一，只是散漫誦讀，又怎能深入

呢？

第二、耐煩的人，做事才能圓融：《

禪苑清規》記載：叢林裡的化主，在前

往檀家時要「預先點檢門狀、關牒、書

信，恐有差誤，及備茶湯人事之物，低

心耐煩，善言化導」，才能稱職。叢林

如此，其他亦是。所以，耐煩的人做事

，不會虎頭蛇尾；耐煩的人做事，不會

後繼無力；耐煩的人做事，深思熟慮，

所以能夠融會貫通，事理圓融，這就是

耐煩的好處。

第三、耐煩的人，事業才會成功：一

個人無論是從事什麼事業，沒有耐煩恆

心，很難把事情做得成功。有「人間瑰

寶」之譽的敦煌石刻，從開鑿，歷經數

代增建，漸成千餘石窟群。如果沒有這

些耐煩的僧人、藝術家，前仆後繼，個

個窮盡一生的智慧與生命來雕琢，那能

完成這驚天地、泣鬼神的奇偉傑作傳於

後世？

第四、耐煩的人，修行才有成就：念

佛的人，經年累月，時時刻刻，分分秒

秒，不曾離開一句阿彌陀佛；苦行的人

，窮一生之力，早晚誦經、禮拜、禪坐

、服務，他不會感到無所事事。因為他

耐煩，一以貫之，非要念出自性彌陀，

見到自己真如佛性不可。因為他能夠這

樣耐煩，所以修行能夠成就。

世間無有不耐煩而能成事者。所以「

耐煩」有四點好處：

第一、耐煩的人，讀書才會深入；

第二、耐煩的人，做事才能圓融；

第三、耐煩的人，事業才會成功；

第四、耐煩的人，修行才有成就。

文╱星雲大師

夫妻相處之道

貧僧有話要說 三十六說

從包粽子的這一個問題，我們看到中國婆

媳之間的問題，都是由於互相不了解，互相

計較，互相比較，產生了多少問題。如果拿

佛教來說，佛教也有一個趣談。

有一個信徒，來拜訪一間寺廟的住持，年

輕的住持在接待跟他談話的時候，身邊站了

一位老和尚。年輕的住持跟老和尚說：「你

去倒茶，請客人吃茶。」這個客人也有信仰

，心想，怎麼這麼年輕的住持態度這麼傲慢

，對年老的師父口氣那麼不好，心裡就有了

成見，但自己是客人也不好說。

正在忍耐的時候，年輕的住持看到老和尚

泡茶來了，他又說：「你去切一盤水果來，

請客人。」老和尚一稱，是，就去切水果。

信徒很想發作，但是也不好意思，談話就草

草的了事了。

這時，年輕的住持對老和尚說：「等一會

兒，你帶客人去吃飯，我先去辦別的事情。

」年輕的住持走了以後，信徒趁這機會就問

老和尚：「剛才那個年輕的住持，是你的什

麼人？」老和尚回答說：「他是我的徒弟啊

。」

信徒一聽，很驚訝說：「既然是你的徒弟

，怎麼對你這麼沒有禮貌？」老和尚就說：

「不會啊，我的徒弟對我很好啊！」「怎麼

好？你看，他叫你去倒茶。」老和尚：「是

啊！倒茶很簡單，他沒有叫我燒茶，燒茶就

比較辛苦了。」「可是他又叫你去切水果。

」老和尚回答說：「是啊，他只叫我切水果

，沒有叫我種水果，種水果就很辛苦了。」

這個信徒一聽，覺得奇怪就問：「你們的

寺院究竟是師父大，還是徒弟大？」「出家

人哪裡還有談什麼大小，都一樣共同為常住

服務，他年紀輕，做重要的事情，我年紀老

了，就倒倒茶、掃掃地，做一些輕鬆的事情

。」

    闊達包容 共建佛化家庭

假如，我們中國的婆媳，能像老和尚這樣

的闊達、開通，那還有什麼婆媳相處的問題

呢？夫妻也是一樣，兩個家庭，不同的生活

習慣下長大，總有一些不同的觀念看法，既

然結婚了，就要相互的包容忍耐，相互的體

諒，相互的尊重。夫妻通過了最初的磨合時

期，以後就不會彼此計較，你就是我，我就

是你，還有什麼問題發生呢？

我們本山辦有大慈育幼院，有一部分孩子

是孤兒，但也有一些是夫妻不和成為單親的

家庭，為了讓孩子健康成長，就安排住進育

幼院。我們有時候也告訴這許多兒女，爸爸

來看你時，你就說你很想念媽媽；媽媽來看

你了，你就說很想念爸爸。有時候這許多父

母，還是有情義在，聽到小兒小女的話，心

裡也會有感覺的。

甚至要他們跟爸爸說，上次媽媽來，說爸

爸怎麼好；告訴媽媽，上次爸爸來，也說媽

媽怎麼好。這樣的夫妻又再回心轉意，破鏡

重圓的也很多。希望有情人成為眷屬，不就

是這樣的意思嗎？

在我處理信徒一些家庭的問題中，記憶裡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生命線的創辦人曹仲植

先生。

那應該是在五十年前，半個世紀以前的事

了。有一天，我到北投的一間寺廟找一個朋

友，見到一群信徒站在那裡，互相交談，隨

後進來一位中年男士，西裝革履，風度翩翩

的樣子，一位太太看到我，就大聲的說：「

我先生來了，師父、師父，您叫我的先生拜

佛好嗎？」

我一看，我並不認識這一位曹先生，而且

信仰自由，我怎麼能叫他拜佛呢？但是礙於

太太拜託我，我又不能不回答，我只有說：

「妳先生不一定拜佛嘛，他可以行佛。」曹

先生看到那麼多的群眾，也難以下台，聽到

我這麼一說，馬上回答：「師父說的對，我

行佛、我行佛。」

後來，他不但對我們在外國創立的道場，

如美國西來寺等幫助很多以外，尤其捐獻輪

椅，不只百萬輛以上，幫助了多少行動不便

的人士。他一直都說：「我奉行大師的話，

我要行佛。」因為這樣子，夫妻對同一個宗

教，有共同的理念、信仰，當然感情就非常

的美滿了。� （待續）

⬆曹仲植（左二），一生諸多善行義舉，創

辦生命線、捐贈輪椅助殘障人士、熱心護持

佛教弘化事業，終生實踐「行佛」的人生。

枯山枯水�無山無水

黑石白砂�似山似水

萬法心造�造得山水

非山非水�是名山水

妙問趣答

�物以類聚
文／柳翠

讀國小的兒子原本很有興趣飼養水母這種

腔腸動物，但自從聽到表姐告訴他，水母最

大的特色就是沒有「腦袋」之後，小兒子似

乎受到不小影響因而興趣大減，甚至一連好

幾天不曾眷顧水母一眼，任其自生自滅。

我禁不住好奇問他原因，他竟認真地回答

我：「物以類聚的道理啊！當我知道水母沒

有腦袋以後，害怕會跟牠一樣變成沒有腦袋

，那多可怕啊！什麼都不認識，什麼都不記

得。媽咪，妳會喜歡我這樣一個活著的死人

嗎？」

我聽了一時忍俊不禁，便先用趣味性的話

語安慰他：「『水』裡的『母』（提高音調

）親會保佑你、救助你，放心吧！誰叫我是

『游泳高手』（加重音）呢！」接著再以正

確的答案回覆他，讓他了解。

我想日常生活中，孩子難免會天馬行空地

提出一些想法或問題，身為家長不妨先以輕

鬆的方式回答，再進一步做較深入的解釋；

千萬不要嗤之以鼻或冷漠以對，否則會傷害

孩子的自尊心，大大降低孩子的求知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