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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深耕校園 種子撒向世界

【記者曹麗蕙高雄報導】「第六屆三好校

園實踐學校共識營」日前在佛陀紀念館舉行

，共有一百四十七所三好校園實踐學校校長

、典範及觀摩學校代表逾四百人出席，其中

四校從海外遠道而來，豐碩成果顯示三好校

園運動，已由點到面，逐步在台灣引領風潮

，也把三好種子撒向全世界。

佛光山寺住持心保和尚分享一則故事：一

個父親帶著女兒散步，聽到女兒嫌經過的垃

圾車太髒太臭。父親應機教導孩子不要心生

厭惡，因為若沒有垃圾車，變髒變臭的就是

自己家了。「這就是教育的力量，能轉變孩

子的觀念和想法，能把一輛垃圾車變成一尊

菩薩」。

佛光大學校長楊朝祥表示，星雲大師六年

前創辦三好校園運動時，即明言這並非宗教

活動，而是社會淨化活動，因而要從校園推

廣起。他以自身為例，老師從小教導他早睡

早起，他至今持之以恆。「教育會影響學生

一輩子，在校園中推廣三好，學生會把建立

的習慣帶到社會中，促進社會祥和。」

   
串起有心有夢想老師與學校

《人間福報》社長、三好校園實踐學校主

任委員金蜀卿表示，今年海外有東莞台商子

弟學校、粵台產業科技學院、澳洲中天學校

、菲律賓光明大學等四校，首次獲選為三好

實踐學校，顯示海外學校對三好的認同愈來

愈強。「我們就像在串珍珠，提供資源與經

費，把有心有夢想的老師、學校串聯在一起

」。

今年最特別的是在共識營上，首度有三好

學生代表分享三好運動帶給自己的正向影響

。普門中學餐飲科三年級的黃竑鈞說，普中

是三好校園典範學校，引導學生在生活中落

實三好四給精神，如用餐前全體師生合掌念

四句偈，讓他用餐時能時懷感恩，也養成在

外用餐後也隨手收拾、整理的好習慣。即使

是微不足道的謝謝和問候，都是學校教會我

們的。

第一次參與共識營的菲律賓光明學校校長

Dr. Helen Correa表示，成立於二○一四年的

光明大學還是很新的學校，但全力培育學生

成為三好大使，全校師生也攜手將三好理念

推廣到校外，如今年暑假光明大學藝術學系

已經和不同學校合作，希望透過藝術來推動

三好。

    
依不同學齡層設計實踐準則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校長王天才則指出，在

生活與品德教育上，依幼兒園到高中各個不

同學齡層，設計不同的三好實踐準則，讓三

好校園運動真正落實在學生日常生活中，而

非淪於口號式宣導。

今年也是首度入選的嘉義興安國小校長陳

文瑜說，學校想讓三好深耕校園，因此統整

了一到六年級課程，引導學生從友善土地，

循序漸進到關懷嘉義、世界。

出席的貴賓還包括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

師、美國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佛光山功德

主會副代表滿益法師、南華大學董事覺禹法

師、南台別院住持妙勤法師、佛光山大慈育

幼院院長依來法師、菲律賓光明大學生命中

心主任妙心法師、澳洲中天學校執行長陳秋

琴、南華大學行政副校長林辰璋、台南市港

明高中家長會榮譽會長范思筠、中華福報生

活推廣協會理事長陳順章賢伉儷、國際佛光

會中華總會南區協會會長楊政達賢伉儷等。

⬆第六屆三好校園共識營全體合影，澳洲中

天學校執行長陳秋琴（右二）、南台別院住

持妙勤法師、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佛

光山大慈育幼院院長依來法師、佛光山寺住

持心保和尚、菲律賓光明大學校長Dr.Helen 

Correa、美國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以及人間

福報社長金蜀卿。圖／記者楊祖宏

快樂的來源

為人處世，對自己的承諾要肯定，不輕
易違背；忠於職守、重承諾者，自然不
會見棄於大眾。

快樂生活，是人人所希求的。有人認

為擁有財富名位，才是快樂；也有人以

追求愛情欲望為樂，沉溺在情愛的世界

，無法解脫。人生是為了快樂才要活下

去的，如果終日煩煩惱惱，那麼活著還

有什麼意義呢？如何在生活中尋找快樂

的泉源，提供下列四點參考：

第一、要培養工作的興趣：興趣是開

發潛能的動力，是工作的調劑。若能從

事合乎自己興趣的工作，固然幸運；如

果不能，也要從工作中培養興趣，樂在

其中，這才是快樂的來源。假如在工作

中，推三阻四、嫌東嫌西、怨恨煩惱，

計較薪水多寡，這些都不會令人快樂。

唯有在工作中發覺愛好，發揮自己的價

值，那麼，即使是一名微不足道的清潔

工，打掃街道，清除水溝，都會變成神

聖快樂的工作。

第二、要知足現實的生活：一個人要

滿足現實的生活，不肯腳踏實地一步一

步地耕耘，整日幻想不切實際的作為，

到頭來只會落得「此山望見彼山高，到

了彼山沒柴燒」。對現實的生活，要有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心態，做

什麼像什麼，盡心去做，這就會獲得成

就與快樂。

第三、要擁有知心的朋友：古人說：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不管

什麼時候，人總離不開朋友。所謂「人

之相知，貴在知心」，朋友有多種類別

，尋找共鳴的知己卻不容易。因此人的

一生，一定要交幾個知心的朋友，當有

煩惱時，朋友會安慰我；我退卻了，他

會鼓勵我。想要擁有相互成就的朋友，

也要你平常真誠的付出才行。所以，交

友，不要凡事想佔對方的便宜，如此相

交，友誼才能永固。

第四、要能觀人我的空性：生活如果

都在你、我、他之間比較、計較，那麼

生活會變得患得患失，如何快樂呢？是

非、得失皆是吾人心中煩惱的魔王，要

想將魔王消滅，則需將人、我之間的對

立放空，觀察彼此的因緣生滅，把人、

我、得失、是非都能超越，那快樂就不

遠了！

在工作中有快樂，滿足中有快樂，朋

友中有快樂，放下時有快樂。快樂生活

只在吾人一念心的轉化，生活快樂那裡

找？四點：

第一、要培養工作的興趣，　　

第二、要知足現實的生活，

第三、要擁有知心的朋友，　

第四、要能觀人我的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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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弘講的因緣

貧僧有話要說 三十七說

做一個出家人，弘揚佛法、宣講教義，這

是應有的責任。假如頭腦好的，表示有智慧

，他可以寫作，在文化上去發展。如果是口

才好的，他可以講經說法，從傳教上去發展

。如果頭腦不好，口才也不佳，沒有關係，

只要肯發心，從慈悲中開發，就可以做慈善

事業，可以發心為佛門苦行、修持，還是有

成功的希望。

如果說，這三者都欠缺的話，那就要靠自

己任勞任怨、廣結善緣了。結緣，必定佛祖

和所有的人們都不會辜負我們。普世的人，

哪一個不希望我們能跟他們結緣呢？因果不

會辜負我們的。

結緣，也不一定要用金錢，你可以用佛法

結緣；假如沒有佛法，你可以用勞力跟人結

緣；假如勞力都不夠，可以用好心好意、祝

福、讚歎、見作隨喜，這都是結緣了。

所以，在佛門裡面，應該是沒有一個人不

可以修行、不可以得道。可以說佛法平等，

人人都能成佛。

    六根同修 行三好是修持

除了以上的修行以外，我倡導「六根同修

」。眼睛，你要訓練慈悲的眼睛，瞻仰、看

經、看書、看人，用佛眼看世間。耳朵，你

要傾聽、要會聽、要善聽、要諦聽。佛法的

道理，所謂「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

每一部經典開頭的「如是我聞」，聞法，是

聽聞，是耳根的修行。在《楞嚴經》裡面，

有二十五圓通章，就講「耳根圓通」是重要

的修持。

另外，鼻子，倒也不只是給我們聞香、聞

臭、呼吸空氣，你可以聞到哪裡有法味嗎？

有法味的地方，就如空氣，可以養活你的生

命，法味能長養你的法身。所以，正法在哪

裡？你有嗅覺能偵探出來嗎？其他，像嘴巴

說好話，身體做好事，心裡存好心，這就是

我經常提倡的「三好運動」。

所謂眼耳鼻舌身心，六根同修，貧僧雖然

懂得這個道理，但自幼知道，自己的眼睛也

不利，耳根也不靈，鼻子也不敏，其他的只

有靠身口意修行，像「身做好事」，我確實

做過多少苦行工作；至於「口話好話」，我

也在自我修練，凡事都要留有口德。就例如

《貧僧有話要說》裡，有一篇文章本來要寫

「排難解紛」，只因為牽涉到一些人我是非

，想來不說也罷，就免得麻煩。但是，我的心

理鼓動我的嘴巴要去傳教、要去說法，所以

，我就在這一章裡，訴說我弘講的因緣吧！

    契理契機 故事蘊含佛法

最早，貧僧並不認為自己的六根有什麼特

殊的功用。在十六歲的那一年，棲霞山舉行

學生演講比賽，我師父的一個法兄主持這個

活動，他就把我列為第一名。但我並不因為

獲得第一名就歡喜，反而覺得自己不夠資格

，在我認為不公平，應該另有更優秀的人才

是。所以我就有點怨怪我師父的這位法兄，

大概因為他和我師父的關係，他不該存有私

心。人貴自知，貧僧從青少年起，知道自己

的長短，明白自己應該怎麼樣努力。

在還沒有用道傳教之前，我就先用文字來

傳教。所謂舞文弄墨，我在二十歲左右的時

候，編過《怒濤》雜誌，做過徐州《霞光》

半月刊的主編，在鎮江的《新江蘇報》上，

也發表過許多篇的文章。

到了台灣來，也自知沒有其他的本領，還

是要靠寫文章弘道，不但排遣歲月，也想藉

此為佛教做一些貢獻。那時候，在台灣佛教

講習會做了將近兩年的教員，現在回想起來

，也不知道自己胡說八道些什麼，不過，那

時只是教國文而已，文學的好壞得失，也不

去計較了。 （待續）

⬆星雲大師（右一）在青年時期就已用文字

傳教了。

文╱星雲大師

1
2
3
4
5
6

要有寬容的心

要有放下的心

要有謙卑的心

要有慚愧的心

要有正派的心

要有清淨的心

心
藥
方

所謂「心病還須心藥
醫」，心理有病，要
靠自我治療，只要心
能健全，何懼人生沒
有成就呢？

                            參禪參纏                                                  　                                                                                                       文與圖／尤俠 已學會放下，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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