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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50週年 傳授三壇大戒
【記者妙熙高雄報導】今年適逢佛光山開

山五十週年，為續佛慧命特舉辦「二○一六

傳授國際萬佛三壇大戒」，恭請星雲大師為

得戒阿闍黎，有來自二十國、百家道場，逾

三百位新戒入堂受戒。戒期日前於台灣高雄

佛光山佛光山寺登壇，進行比丘、比丘尼二

壇正授，十二月二日圓滿，為期二十八天。

佛光山從一九七七年首次傳授「萬緣三壇

大戒」，近四十年來在台灣、美國、澳洲、

印度等地多次舉辦傳戒。今年的國際戒會戒

子來自五大洲，如非洲剛果，南美巴西，北

美加拿大，歐洲法國、義大利，澳洲以及亞

洲台灣、馬來西亞、中國大陸、香港、緬甸

、印尼、越南、新加坡、南韓等。

    
長養善根 盼成人天師範

新戒年齡以二十到四十歲之間占半數以上

，屬中青代僧才。除佛光山本山弟子，更有

許多仰慕星雲大師及佛光山、人間佛教聯合

總會友寺道場、以及曾就讀佛光山體系學校

，如叢林學院、佛光大學、南華大學的友寺

法師前來求受戒法。

友寺如靈鷲山無生道場、妙雲蘭若、南海

寺、加拿大靈巖山寺、淨宗寺、大華嚴寺、

普陀山寺、大其力觀音寺、南海寺、大慈山

萬緣寺、台灣南投靈巖山寺、河北邯鄲月愛

寺、重慶寶輪寺、靈泉禪寺、大樂寺、妙法

禪寺、廣慈院、古嚴寺、噶瑪迦珠佛學會等

皆派弟子前來受戒。

佛光山相當重視此次戒會，不僅恭請到開

山星雲大師為得戒阿闍黎，說戒阿闍黎心定

和尚、羯摩阿闍黎心保和尚、教授阿闍黎心

培和尚皆為佛光山歷任住持亦親自講戒授課

，同時禮請教界長老十方禪林方丈首愚法師

開示授課。

心定和尚在初壇正授時恭喜新戒具足福報

與善根，「得以在本山受持三壇大戒，尤其

最大的福報是能恭請星雲大師為得戒和尚，

期許新戒未來成為人天師範」。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表示，「戒為無上菩

提本，長養一切諸善根。戒讓身心生出定的

功德，由此引發般若智慧，因此戒是方便通

往慧的大道」。

     
放下習氣 訓練出家威儀

此次戒會禮請到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署理

會長、佛光山長老慈容法師擔任得戒阿闍黎

尼，他表示，「佛光山開山五十年，在僧才

培養方面有一些經驗，這次三壇大戒引禮全

由佛光山法師擔任。三壇大戒是訓練一個出

家人具備僧格、威儀、態度、思想和觀念建

立的地方，應從行住坐臥的細節上著力，放

下習氣，學習做一個真正的出家人。」

教界長老尼方面也禮請到香光尼眾佛學院

院長悟因長老、台北金山寺住持修熏長老、

義德寺住持紹安長老、壹同寺住持如琳長老

，及雲林縣佛教會理事長、祥雲寺住持法照

長老開示授課。

佛光山五十週年傳戒別具歷史意義，對於

戒子來說，一生就受這麼一次大戒，佛光山

在教授師、規矩清規、課程安排上都是一時

之選，希望讓戒子深刻體會，永遠懷念。

小檔案   三壇大戒

  中國特有之受戒儀式，分初壇正授、二
壇正授、三壇正授三階段。初壇授沙彌、
沙彌尼戒；二壇授比丘、比丘尼戒；三壇
授出家菩薩戒，出家者必須受足三壇大戒
，才是一位合格的大乘出家人。

⬆今年適逢佛光山開山五十週年，為續佛慧

命特舉辦「二○一六傳授國際萬佛三壇大戒

」。� 圖／周學忠

四心

功名富貴擁有的多寡，與快樂不能成
正比。人生如果只在功名富貴上追求
，而忽略精神世界的昇華，實非健康
的心態。

每一個人，只有一個心，可是一個心

，卻能夠依不同的環境產生很多不同的

「心」，譬如有好心、壞心、善心、惡

心、真心、假心等，當每個人面對個人

、父母、社會、國家、人間及世界時，

我們要以何種心來自處？以下提供四點

參考：

第一、真心獻給國家：國家是孕育人

民的地方，每一個人都有屬於他自己的

國家，沒有國家的人民，猶如失根的蘭

花；宋朝畫家思肖畫蘭，連根帶葉均飄

於空中，比喻「國土淪亡，無所依附」

。所謂：「沒有國，那有家」，所以人人

應以真心捍衛國家，以真心奉獻國家。

第二、孝心奉給父母：父母無私無悔

，含辛茹苦撫養子女，從不求回報。《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說：「父母恩德

，無量無邊，不孝之愆，卒難陳報。」

說明父母之恩，浩瀚崇高。如何孝順父

母，孝經說：「孝者有三，上者尊親，

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所以古代二十四

孝中，老萊子戲綵娛親；朱壽昌棄官尋

母，都是事親至孝的最佳寫照。

第三：慈心傳給社會：老師傳授知識

給學生，技師傳授技藝給學徒，而每個

人應將慈悲心傳給社會，因為慈悲心，

能化干戈為玉帛，消除怨懟於無形；慈

悲心，能將逆境轉為善緣，成就事業普

利眾生。所以慈悲心是家庭幸福美滿的

動力，是社會安和樂利的基石，是國家

繁榮進步的要素，是宇宙生生不息的泉

源。

第四：信心留給自己：信心是進取的

力量，自卑是人生最大的跨欄，是走向

成功的絆腳石。擁有信心才能釋放自己

的力量。所以有自信心的人膽大英勇、

坦誠開朗、樂觀豁達、謙虛熱情；有信

心的人熱愛生活無所畏懼、快樂積極。

美國人約翰富勒出身貧寒，卻有「雖然

我不能成為富人的後代，但我可以成為

富人的祖先」的信心，十二年後成為大

企業家。所以自己要搭乘信心之船，才

能乘風破浪，抵達彼岸。

「心」是我們的主人，心能生出萬法

，我們必須將這四種不同的心，依各種

不同的場合加以應用，發揮它的功能，

帶動大家的參與，如此才是世間之福。

「四心」如下：

第一、真心獻給國家，

第二、孝心奉給父母，

第三、慈心傳給社會，　

第四、信心留給自己。

另類財富

眼見＝事實？
文／星草

人的「外在表現」是否足以讓您評斷一個

人呢？您確認「眼見為憑」就是事實嗎？

「我雖然沒有親眼看見這個男孩偷東西，

但是一千元才放在櫃台上不到一會兒，隨即

就到了他手上！」商店老闆娘篤定地指稱男

孩是偷兒。

旁邊有個小女孩，是男孩的妹妹，安靜地

看著大家。

警官問男孩：「錢是你拿的嗎？」男孩沉

默不語，點點頭。警官注意到櫃台後有一座

很大的電風扇，轉著轉著，讓空氣流通。

警官把錢放在櫃台上，還放了一顆糖，要

小女孩來拿；但女孩實在太小，摸不著櫃

台上的東西。突然間，風扇送來一陣風，把

一千元吹到了地上。小女孩看見，馬上把錢

撿起來，交到哥哥手上，男孩轉手把錢交給

警官。

「哦！原來錢是妹妹拿給你的？」警官問

道。男孩淚水盈眶，說：「她是我妹妹，她

從來都不會偷東西的。」

細心的警官還原了事實：男孩怕妹妹被認

作是小偷，為了保護她，只好承認是自己拿

的。

遇事先別急著下定論，多想一會兒、多看

一眼、多問一句，眼見未必是事實，莫因一

時不察，使人蒙受冤枉；心裡若因此懷著愧

歉遺憾，日子就過得十分辛苦了。

靈魂具有重量嗎？

生活快門

可遇不可求
文與圖／張子筑

去植物園賞荷，蛙唱蟬鳴，很鄉野的感覺

，遠離喧囂享受靜謐。荷塘裡，花朵綻放，

香遠溢清。荷葉田田，搖曳生姿。我拿著相

機，捕捉稍縱即逝的精采。

忽然，一隻蜻蜓闖進我的鏡頭，正巧停在

一株含苞的花朵上。心中直呼驚喜！機不可

失，立刻定格，留下這難得的邂逅。

人生旅途變化莫測，很多際遇可遇不可求

。充實自我，努力奮進，等待機會來臨。該

是你的，就把握當下，不是你的，就當成磨

練，樂觀以待。

文╱星雲大師

我弘講的因緣

貧僧有話要說 三十七說

後來，就有人建議我到國立藝術館講演。

那是位在台北植物園裡面，由教育部部長張

其昀建的藝術館，應該可以容納千人左右，

我曾經在那裡講過，但講了什麼題目內容，

已記不清了。

不過，有了這個藝術館講演的經驗，就有

人建議我可以到中山堂光復廳做講座，那是

國民大會開會的地方，可以容納千人以上。

我確實又到那裡去做了講說，現在也回憶不

起來講了些什麼。

    創新講座 年年座無虛席

這兩個地方講過之後，也因為回響不斷，

又有人建議貧僧可以到台北國父紀念館去舉

辦講座，說這個場地可以容納三千多人。應

該那時，我也在南部高雄佛光山開山建寺了

。就這樣，貧僧每年在國父紀念館講三天，

從一九七七年到二○○六年，整整講了三十

年，每一年都座無虛席。在那裡服務的人說

，國父紀念館建館以來，從不曾有過這麼多

人。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聽眾呢？主要的我是

想，所謂人間佛教，就是要把佛法推動到社

會、推動到家庭，推動到人的生活裡，讓大

家知道佛教是與人有關係的。意思是，能讓

大家都聽得懂。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我有宜蘭弘法的經驗，把

唱歌、舞蹈融入到講座裡。在講演之前，先

有一些表演，在那個時代，這是很新潮的作

法；而且宜蘭的青年，像後來出家的慈容法

師，對於歌唱、舞蹈特別有天分，在他的帶

動下，真是劃時代的盛況。

三十年的講座，講題三十年也不同。我依

稀記得，從《金剛經》大義講到《維摩經》

大義、《阿含經》選講、《大寶積經》要義

；從佛教的致富之道、福壽之道、人我之道

，講到禪修法門、淨修法門、律修法門等等

。二○○二年，第一次比照傳統講唱文學的

方式，把講說、唱頌、梵唄融和在一起，進

行「佛教唱頌講座」；二○○六年則分別與

嚴長壽、單國璽樞機主教、台北市長馬英九

對話交流等等。

在這個三十年當中，除了有一流的主持人

胡秀卿和勾峰，一流的台語翻譯慈惠法師，

一流的宜蘭青年歌舞表演，還有一流的聽眾

，儘管過道上都擠滿了人，但沒有一個人起

身走動。

貧僧也很有分寸，三十年的講演中，我正

在佛光山開山，但沒有提過開山的事情；也

沒有借用舉行這個講座來招收徒眾，徵求各

界人士上佛光山禮拜，可以很自豪的說，我

從不以弘揚佛法為名義而有另外的企圖目的

。我以佛法講佛法，我不在那裡宣傳佛光山

，或為佛光山造勢，從來沒有過這個念頭。

    佛法受用 廣布社會階層

回顧自己一生，無論做什麼事情，貧僧都

非常務實，橋歸橋、路歸路，文化的歸文化

，教育的歸教育，信仰的歸信仰，青年的歸

青年，出家的歸出家，把因緣果報分得很清

楚，不會錯亂因緣。我想，三十年的聽眾都

可以做一個證明，貧僧在三十年的講座裡，

有向大家提過一次佛光山貧窮，希望大家來

幫助的話嗎？沒有。

應該說這三十年，養成我對於弘法、講經

、佈教，專心關注的學習。因為我知道，佛

教裡有一個情形：

你問他：「你到哪裡去？」「我聽經去！」

「哪一位法師講的？」「哦，某某大法師

！」� （待續）
⬆星雲大師在台北國父紀念館以開大座方式

舉行佛經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