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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護法朋友的一封信2017

佛光山歷屆宗委。圖／慧延

各位護法、朋友們：大家吉祥！

青山綠水眼前飛，轉眼之間，又迎來了

新的一年。佛光山邁入第五十一年，日前

家師星公上人因身體違和，囑我向各位護

持佛光山的信徒、朋友、大眾報告我們過

去一年做了什麼，以及未來我們人間佛教

的發展方向。

去年，五十歲的佛光山過得溫馨多采、

喜氣洋洋。首先，在眾人期待和矚目中，

我們以「話說佛光山」談話會的形式，來

慶祝「佛光山開山五十週年」。佛光山是

集體創作，由萬千信徒、千家寺院、功德

主、有緣人等同心協力而成。因此飲水思

源，從五月十四日至十七日，由和佛光山

有緣的大家，來分享他們學佛、行佛的心

得感想。

「話說佛光山」前三天有各界人士，如

吳伯雄、陳肇隆、李奇茂、高希均、楊朝

祥、林聰明、趙麗雲、張亞中、李瑞騰等

人，以及五十年前就跟著大師一起開山、

做各項工程建設的蕭頂順；在朝山會館煮

飯四十多年，全心奉獻，目前在佛光精舍

養老的邰寶成。還有，像林清志、鄭石岩

、趙翠慧等等，計有五十多人，都是數十

年來盡心護持，精進不退轉的人間菩薩。

當然，對佛光山有貢獻的人豈只這些，

我們只能列舉數人作為代表，給予表揚並

表達我們誠摯的感恩。感謝大家能把歷史

留在人間，把功德留給社會，也祝福他們

把智慧留給自己，把平安留給全家。

此外，第一屆至第八屆叢林學院畢業的

校友們，也齊聚一堂來話說佛光山。有十

方禪林的方丈首愚法師、美國德州佛教副

會長宏意法師、中華比丘尼協進會理事長

普暉法師、正聞出版社主編性瀅法師等人

，都是完成叢林教育之後，各自弘化一方

的僧才。

這期間，在佛陀紀念館也邀請菲律賓藝

術學院演出《悉達多太子》音樂劇，在永

光法師推動下，今年也圓滿一百場，還有

來自五大洲佛光人共襄盛舉的「萬人歌頌

偉大佛陀音樂會」。曼妙的歌舞，響徹雲

霄的音聲，是對佛陀的禮讚，也是對佛光

山五十週年的慶賀。

為回顧歷史，於本山、佛館、世界各道

場同步舉辦「影像回顧圖像展」，展示

五十年的弘法足跡，也是頗具歷史價值。

另外，由宗委會主辦、佛光緣美術館策畫

，將大師的一筆字書法，從七月一日起，

在全球十九個國家、海內外七十三個展覽

館、美術館、博物館同步展出；讓大師筆

尖下的佛緣，廣傳世界各地，也是弟子們

的慶祝之意。

從一月開始，大師在《人間福報》陸續

發表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的文章，在

五月結集，中英文一起出版，簡體字版也

在八月於大覺寺發表，由大陸人民出版社

、宗教文化出版社聯合出版。在這本書裡

，大師以「佛陀的人間生活、人間佛教的

根本教義、佛教東傳中國後的發展、當代

人間佛教的發展」，來講述佛陀一生為利

益人間的本懷，佛教是人間的佛教，佛陀

是人不是神，人間佛教是以人為本，不假

神權，人人直下承擔「我是佛」，在「自

依止、法依止」的自我開發中，創造幸福

的人生。

說到文化出版，去年也有豐碩的成果。

一月，《人間佛教學報‧藝文》雙月刊創

刊，內容包含論文和各種文學作品，適合

不同族群閱讀。由如常法師主編的《世界

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二十巨冊，於二○

一三年問世，經過三年的翻譯、編輯，英文

版也在有恆法師的帶領下於五月出版了。

另外，《佛光大藏經》的四十冊《唯識

藏》、十九冊《本緣藏》，在滿紀、永本

、妙書法師等人，默默耕耘下，於八月、

九月隆重推出。《佛光大藏經》共分成

十六類別，從一九八三年發行《阿含藏》

後，陸續已有《淨土藏》、《禪藏》、《

法華藏》、《般若藏》等八套藏經；後續

的，還有待佛光弟子繼續努力，為人間點

燃無盡之燈，綻放般若之花。

文字的力量無遠弗屆，所以為了傳揚佛

法，大師一直在精勤寫作。到現在已經寫

了三千多萬字，有三百多本書，由蔡孟樺

擔任文字主編，如常法師為美術主編。

從去年三月，開始進行《星雲大師全集

》的規畫和編輯，預計今年可以陸續出

版。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此全集的出版，應該可以提供作為研究

佛光山、研究人間佛教的參考資料。

教育方面，九月，由「公益信託教育

基金」承辦的第四屆教育獎，有二十名

教師獲獎。如大師所說，教育獎雖然很

小，但是能得獎卻很不容易。他們都是

透過公開推薦、初審、複審等嚴謹過程，

才選拔出能成為學習典範的優秀教師。

十月，佛光山系統大學首度舉辦國際

性「二○一六大學校長論壇」，在長

老慈惠法師指導下，有來自十一國、

二十一所大學的校長、學者參與，分別

在佛光山、嘉義南華大學、宜蘭佛光大

學，展開三天的議程討論。

大學不只是追求知識、傳播真理的殿

堂，也是培養偉人、陶鑄聖賢的道場。

期許這次論壇的經驗交流，能讓大學教

育，在現今急遽變動的時代裡，培養德

學兼優的人才，並為人類、為世界貢獻

所長。

除了關注大學教育，大師更掛念貧困

弱勢而失學的小孩。巴西的如來之子、

南非的天龍隊、印度的沙彌學園、菲律

賓的光明大學，這許多出身貧困的青少

年，都是因為教育而翻轉人生，有了未

來與希望。

另外，由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承辦的首

屆「好苗子計畫」的學生有三十二人，

於九月進了普門中學念書。大師在和他

們談話時，說他自幼家庭貧窮，但他自

覺「我是好苗子」；這棵苗子因為勤奮

、認真、善良、歡喜結緣，而有今天的

成就。並勉勵他們，既是好苗子，就要

做「人中君子、人中之龍、人中聖賢」。

雖然由於家境貧窮，大師沒有進過學

校，但他勤於讀書，學問淵博，可以說

是學富五車。去年五月，國立屏東大學

校長古源光前來頒發名譽教育博士學位

；十月，大陸東北財經大學也跨海來聘

為名譽教授；十二月，香港中文大學頒

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到目前，大

師獲得的榮譽博士學位及名譽教授，總

計有三十七個。

可見學習要靠自己，佛教的「自覺」

，孔門的「自學」，都是教育的最高原

則，因此在大陸我們也申請設立了書院

。目前正式立案核准的有四家：宜興雲

湖書院、揚州文化書院、南京金陵書院

、北京光中書院。這些書院著重福慧雙

修、解行並重的教育；特別是，大師說

「復興中華文化，佛教不可以缺席」，

相信對於淨化人心、道德提升，都會有

所助益。

兩岸的文化交流，依然熱絡不減。二○

一五年，北齊佛首金身合璧之後，在佛光山

供奉半年，於二○一六年二月將佛首捐贈回

歸大陸。在北京首都機場，大師對出席記者

會的中國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副局長劉

曙光、河北省文物局局長張立芳等領導及兩

岸三地近三十家媒體、六十餘位記者說：

「佛首在海外流浪二十年，現在經由台灣

回歸大陸，意義很重大。中國人要記住，我

們的文化、歷史、血緣關係是分不開的，如

同虛空砍不斷，海水難隔離……」

除此，文化交流上最具體的成果，則是於

佛陀紀念館一季一季不斷舉辦的展演活動，

如：京津冀佛光山文化月；吳韻漢風‧精彩

江蘇──江蘇非物質文化遺產精品展；北京

技工院校中青年工藝美術大師──燕京八絕

作品展；由甘肅省歌舞劇院演出的中國經典

舞劇《絲路花雨》……

為了兩岸的和平，為了人間佛教的弘傳，

大師以老邁之軀幾度往返大陸，如：四月

，分別在宜興體育館、揚州講壇，以「禪

的生活文化」為題，各進行三天的講演。七

月，應上海圖書館之邀，講說「書中的寶藏

」。同月，中國佛教協會和南京市政府，在

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公園，舉行金陵刻經處

一百五十年週年系列活動。大師開示讚譽創

辦金陵刻經處的楊仁山是具有「智慧心、慈

悲心、事業心、國際心」的菩薩，可以說是

近代佛教復興的功臣。九月，至東南四大叢

林之首的常州天寧禪寺戒場，為五百餘位比

丘、比丘尼新戒開示「以戒為師」……

九月，由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籌組的兩

岸人間佛教交流訪問團，有全台各寺院道場

僧信四眾一百八十名參加，由本山常務副住

持慧傳法師擔任總領隊，拜訪中國佛教協教

協會會長學誠法師、北京龍泉寺、法源寺等

道場，交流寺院管理與弘法經驗。並參訪佛

教學院，與各佛學院代表展開「海峽兩岸佛

教教育座談會」，也在大陸國家宗教局王作

安局長的安排下舉行交流座談，最後在宜興

大覺寺進行「人間佛教座談交流」，由都監

妙士法師代表歡迎大家。

此次的訪問，不只是讓大陸認識台灣佛教

，也讓台灣佛教界進一步團結互動。負責統

籌各項工作的祕書長覺培法師說，感謝大師

開疆闢土，並且為大家護航。是的，過去數

十年來，為了佛教，大師不斷的、勤勉的播

種結緣，培養人才。未來有待中青代繼續耕

耘、灌溉，才能結出美好的花果。

十月，在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代表大會上

，大師以「共識與開放」作主題演說，在共

識上，有：對人間佛教要有共識、對於不同

的教派要尊重、佛教界應該共尊男女平等的

主張、對重視青年及培養人才的共識、對信

仰傳承要有共識……在開放上，如：佛教的

門戶要開放、思想見解要開放、在家眾弘法

講說要開放、對於各宗派人事要開放、開放

兩岸佛教交流……

當然，有共識的觀念，開放的胸襟，最後

還要有合作的態度，方能諸事順利，圓滿成

辦。在閉幕典禮上，大師布達了覺培法師擔

任世界總會祕書長、台北道場住持覺元法師

接任中華總會祕書長。

為了慶祝開山五十週年，在長老慈容法師

指導下，佛光山於十一月啟建「二○一六年

傳授國際萬佛三壇大戒」，有來自五大洲、

百家道場逾三百名海內外戒子，經過一個月

戒會的嚴格考驗與養成，成為正式出家人和

發心菩薩。

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舉辦的「世界神明聯

誼會」，去年由中華傳統宗教總會及佛光山

佛陀紀念館向「世界紀錄協會」申請，以同

一時間、同一地點達七百家以上宮廟及教堂

參與，獲初審通過「世界最多宮廟教堂參加

的全球多元宗教聯誼會—二○一六世界神

明聯誼會」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證。此事可

喜可賀，更見證人間佛教的尊重、包容及同

體共生的精神內涵。

還有，三好體育協會在會長賴維正、執行

長慧知法師的帶領下，佛光盃國際大學籃球

賽去年邁入第六年，過去五屆佛大女籃三獲

亞軍、兩拿季軍，始終和冠軍擦身而過。八

月，在高雄小巨蛋，經過激烈的比賽，終於

首度奪得冠軍。透過體育、藝術、音樂的弘

法，接引不同層面的大眾認識佛教，這是佛

光山未來的發展方向之一。

這五十年來，大師帶領著我們僧信二眾建

設了佛光山，那是僧眾住的地方，可稱為「

僧寶」；三十年後，集合了千家寺院、百萬

信徒，建設了佛陀紀念館，是「佛寶」；現

在的十年，我們沒有對外化緣，以所有僧眾

的單銀、弘講供養、法會誦經所得，或者出

版書籍、設立滴水坊，以及大師的一筆字收

入，共同完成了「法寶」藏經樓。

如今在建設上三寶具足了。佛光山在開山

五十年當中，除了建築之外，也完成了基礎

人才的培養，大家發揮集體創作，將佛法傳

播到全球五大洲，將人間佛教帶到世界各地

。

未來的五十年，大師以三寶山為基準，思

考並指導調整原有的佛光山組織系統表。大

體上分有行政單位與特殊單位。行政單位除

了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外，「佛寶山」涵蓋

佛陀紀念館，以及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佛光

文化、香海文化、人間衛視、人間福報、佛

光緣美術館總部等文化傳播事業單位。「法

寶山」涵蓋藏經樓、人間佛教研究院、叢林

學院、海內外各級佛學院和各中小學、幼兒

園等教育單位。「僧寶山」包含本山各單位

及海內外所有道場。特殊單位則包括了佛光

山系統大學、佛光會、各個基金會等在政府

登記立案的單位。

在大師帶領我們的人間佛教藍圖中，未來

僧信二眾在推動人間佛教的重點有：要重視

培養全方位及國際的人才、大家要護持佛

光祖庭大覺寺、要發展三好實踐校園、雲

水書車、護持公益信託及重視媒體獎、文

學獎，重視在家居士參與佛教事業、組織

歸佛隊、道場評鑑考察制度、積極推動人

間福報發展、倡導說唱佈教弘法……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這些計畫，要

靠所有佛光人逐步踏實的執行了。不過，

不論如何發展，重要的，大家務必謹記大

師訂定的行事規範：集體創作，制度領導

；非佛不作，唯法所依。

人事有代謝，時空會消長。在歷史長河

裡，五十歲的佛光山還很年輕，需要更謙

虛、更勤奮的學習。希望我們四眾弟子能

齊心努力，讓人間佛教的佛陀法音，在人

間綿延不絕！

適逢丁酉雞年，唐詩有云：「雄雞一聲

天下曉」，新的一年，僅以大師題寫的春

聯「名聲天曉」祝福大家，人生奮起飛揚

，聲譽遠播；平安吉祥，福慧圓滿！

�

�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主席�

� 心保暨全體宗委�合十

� 二○一七年元旦

一個人必須有自覺的使命感；有了使命
感，才會有責任感，才能克盡職責，才
能勇敢擔當，才能自我健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