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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廣之理
文／星雲大師

星雲
 
法語

文／楊明哲

一個屋簷下

習慣成自然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與法相會 佛教藏經走入大眾

【人間社記者李生鳳、蕭惠珠、陳雅容大

樹報導】佛光山首次舉行「穿越時空．法

寶再現」佛教大藏經系列活動，以「佛經寫

本與刻本特展」、「大藏經通俗講座」、「

佛教藏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詮釋佛教的法寶

──大藏經，開幕典禮9日於佛陀紀念館大

覺堂舉行，有佛教學者、文化界、教育界等

千餘人參加。此次開幕式融和信仰與學術，

由佛光山退居和尚心培和尚主法，多位信眾

代表手捧藏經法寶供奉於佛前，心培和尚帶

領大眾恭讀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所作〈為世

界和平祈願文〉。

佛光山開山寮特助暨活動總指導慈惠法師

於致詞時，轉達星雲大師的祝福：「感謝各

位的光臨，給予我們因緣能夠與法相遇。」

慈惠法師表示，此次主題內容為佛教藏經，

是名符其實的「法會」，以法聚會。希望透

過活動，讓所有人，尤其是佛弟子們，了解

經典的形成過程，增加對三寶的信心。

慈惠法師說明活動包括「佛經寫本與刻本

特展」，有首度踏出國家圖書館的大藏經借

展佛館，由警車從台北南下護送至佛光山展

出，得見「百千萬劫難遭遇」的經典，堪稱

何等福報。舉辦有探討深奧佛典義理的「佛

教藏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而「大藏經通俗

講座」則以大眾能懂的語言，讓大家了解大

藏經的由來與內容。

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表示，此次為國圖

的佛教經典典藏文物首度出展，國圖同仁和

佛光山的法師們在籌備過程中，彼此學習到

很多。在展場看到大家以迫不急待的心情，

細細觀賞經典時非常感動，只有與人互動，

才能彰顯經典的時代意義，讓經典活起來。

   透過數位數據  詮釋文獻語境

佛光大學佛教學院院長萬金川說，早前就

希望能夠辦藏經的展覽，佛光大學佛教研究

中心計畫今年舉辦藏經會議，感謝國圖、佛

館的大力支持，終於達成藏經展覽、研討會

、通俗講座的「三位一體」。如以佛教的「

勝義諦」、「世俗諦」來比擬，如果學術研

討會是勝義諦，大藏經通俗講座就是「極高

明而道中庸」的世俗諦，透過通俗講座，學

者對廣大信眾做知識的回饋，是「財施」與

「法施」的交流。

開幕典禮安排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榮譽教

授蘭卡斯特主題演說「佛教文獻探究數位時

代中的傳統研究方法」，說明當數位世代來

臨，佛學研究首要任務就是將足夠的資料輸

入電腦以進行使用，數據的存在只在於能瀏

覽、分析、搜尋、提取、分享的配套工具時

，才顯得重要，但佛教藏經的研究，不能僅

限於數量，還涉及詮釋與語境。他希望此次

的學術研討會能透過對文獻的著重跨域進運

算環境，以及分析數位文本更完整理解藏經

的傳播及演變，來帶動起文本實證研究的復

興，讓我們更容易回顧過去。

    學者歡喜交流  藏經研討圓滿

經過3天熱絡交流，「佛教藏經國際學術

研討會」於11日圓滿落幕。星雲大師特別在

傳燈樓與百餘位學者及觀察員接心、合影，

歡迎他們在佛光山多走走、多看看，眾人也

熱情地祝福大師身體健康。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教授吳疆表示，「這場

學術會議，可視為慶祝大藏經在當代的研究

成果。」會議縱貫古今，橫跨日本、大陸、

台灣的藏經研究成果，讓他獲益匪淺，尤其

是數位化和人工智能的介入，如何重新看待

人和藏經的關係，是研究者無可逃避的新課

題。

北京龍泉寺大藏經辦公室主任賢超法師說

，能和眾多前輩交流，共同推擴大藏經研究

領域，讓佛教研究向前跨一大步，因緣殊勝

。他認為，現代化科技有助於佛教的傳播和

保存，期待有更多集思廣益的交流機會。

閉幕式暨綜合討論，由萬金川主持，佛光

山人間佛教研究院院長妙凡法師、佛光大學

佛教系教授黃繹勳、亞利桑那大學教授吳疆

等與會座談。萬金川再次強調「佛、法、僧

」三寶並重，期能透過《大藏經》展示、研

討，讓法寶典藏與數位發展，不再只是學者

、僧人的專利，而能貼近一般大眾的需求。

⬆蘭卡斯特認為，佛教的學者需要更

多的批判性探究。

 圖／人間社記者梁清秩

⬆多位信眾代表手捧藏經法寶供奉於佛前。

 圖／佛陀紀念館提供

⬅「穿越時空‧法寶再現」在佛館舉行揭幕

儀式。

佛教的信仰不是迷信的膜拜，不是盲目的
奉獻，而是從浩瀚的三藏十二部不朽經典
中，覺悟出緣起緣滅等生命的真裡。

我們常形容，宇宙好大，虛空寬廣，

乃至大海壯闊、高山峻拔，這「大、廣

、闊、拔」，都有一個「寬廣之理」，

如何從這宇宙虛空、山河大地學習寬廣

深厚的道理呢？以下四點意見：

第一、河以蜿蜒故能遠：河川因委蛇

蜿蜒，故能淵遠流長。你看，印度恆河

、中國長江、黃河，無不納百川、收石

岸，而曲折綿長，氣勢磅礡。我們為人

處世也是一樣，遇到瓶頸困境時，能如

河水，遇山、遇石，不怕障礙，婉轉以

待，就有迴轉的餘地。真淨禪師云：「

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

，無喜亦無憂。」因此，懂得像河水一

樣蜿蜒，必能扭轉乾坤，寧靜致遠。

第二、山以重疊故能高：所謂：「泰

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山

之所以嶙峋峻拔，是起於微塵，層疊高

起。而「干天之木，非旬日所長」，也

無不說明萬物生長，需要養深積厚，具

備累積之功。因此，吾人更應自我惕勵

，要想「欲窮千里目」，就得要有重重

疊疊的努力，才能「更上一層樓」。

第三、心以涵蘊故能容：古德云：「

唯寬可以容人，唯厚可以載物。」人我

之間，之所以會有許多紛爭、煩惱，都

是出於氣量狹小。反之，若是不斷擴展

自己的心量，涵容一切，蘊藏十方，把

萬物、眾生都包納在自己心中，不錙銖

計較，自能「心包太虛，量周沙界」，

身心寬闊，神怡意遠。

第四、氣以進出故能平：「氣」，有

進有出，一呼一吸，才能平和，沒有說

只能呼，或只能吸，而平順的。因此，

「氣」要有進有出、有來有去才能通暢

。我們的心，也是一樣。你吸進貪瞋痴

種種煩惱不平之氣，不排遣、不化解，

如何平衡？所以氣要能進能出，心要能

寬能廣，盡其虛空，遍滿法界，無所不

包，無所不容，就能開闊，自得平和。

「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

；為學要如群山峙，一峰突出眾峰環。

」成長，從小處慢慢增長，知識，從有

限慢慢增多。要讓自己進步，就要學習

河的蜿蜒、山的重疊、心的涵容、氣的

進出，培養寬廣的胸襟，體會寬廣的道

理，人生才能遠，才能高，心中才能容

，才能平。

第一、河以蜿蜒故能遠，　

第二、山以重疊故能高，

第三、心以涵蘊故能容，　

第四、氣以進出故能平。

親子之間

兒子的期末考
文／黃美綺

家有一寶

家族裡的老大
文／蔡田

記得期末考那天，一回家，兒子就帶點靦

腆地過來跟我說：「媽媽，今天的自然考卷

有一題我連題目都看不懂，我來回看了好幾

次，還是不懂。」

我問他：「所以那是閱讀能力的問題，不

是你真的不會，是嗎？

兒子沒回應這個問題，只是接著說：「結

果自然的分數足足少了國語十分，看到分數

時，我還滴下了一滴眼淚呢！」

「那你一定很難過了，對不對？」

兒子點點頭，接著說：「這個老師出的題

目都超難，之前有一次也是他出題，我才考

了八十一分。」

我靈機一動，睜大了眼睛對他說：「哇！

那你這一次足足進步了五分，很棒了啊！

兒子應該有點驚訝我的回應，漸漸露出笑

容，擁抱了我一下。我想，孩子知道了分數

後，回家的路上一定很忐忑不安吧，直到聽

見我那麼說之後，才終於放下了心裡的那塊

大石頭。

我當然也希望孩子能有好成績，可是我很

清楚，當孩子考差的時候，最難過的是其實

是他自己，要開口告訴我們已經需要很大的

勇氣了，此時，又怎麼忍心責備已經很難過

的孩子呢！

其實，只要下次再努力就好了啊！每次失

敗，都是一次學習的機會，人生要面臨太多

的考驗，只要不放棄努力，就是一種勝利。

媽咪年近九旬，是家族中輩分最高的一位

，家族裡所有重要的決定，都是她說了算，

稱她是家族裡的「老大」，一點都不為過。

眾親友之所以信服而從無異議，一來是敬

重媽咪年紀大輩分高；再者是因為，媽咪評

斷家族事務一向客觀公允；最重要的是，媽

咪從不會依老賣老，總是秉持著「家和萬事

興」的態度，希望大家相互尊重、體諒與包

容，只有經過眾人集思廣益卻依然未能決斷

時，她才會出面表示意見，而「老大」一旦

開口，大家就會很有默契地遵照辦理。

猶記得，當年為了阿嬤和阿公的墓地遷移

問題，伯叔兩房意見僵持不下，最後找上媽

咪當評判。在聽過雙方意見後，媽咪娓娓分

析箇中的利弊得失，最後裁決阿嬤撿骨後遷

移入靈骨塔，阿公則在墓園原地重葬。一樁

棘手的家族爭議事件，在媽咪的調處下，最

終圓滿落幕，類似場景，不勝枚舉。

俗話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高齡

的媽咪，不只是我們家的寶貝，更是家族真

正的「老大」。大家都敬重這位長輩，也都

認定只要她說的就算數，因此凡事只要她開

口，就是最終的答案！

玉耶女的悔改

但佛陀卻不以為意，反而安慰長者道：

「你心中不要難過，等一會玉耶自會出來

。」

佛陀說後，身上像是放出萬道金光，照得

所有的牆壁如透明的玻璃，大家這時都看到

玉耶偷偷在佛陀身後的門縫裡偷望著佛陀。

玉耶對佛陀雖有反感，但一見到佛陀的相好

光明，過去的反感都一掃而光。他知道自己

的身體已隱藏不住，只得出來站在佛陀的身

旁，低著頭，不敢仰望佛陀的慈顏。

佛陀心平氣和地說道：「玉耶！女人光是

容貌端正姣美，不名為美人，更不值得驕傲

，而心行端正，有貞靜幽嫻的女德，受人尊

敬，方可名為美人。姿容的秀麗，雖然可以

誘惑迷醉愚人，但不能夠受人尊敬，不能夠

叫人見到歡喜。女人如花似的面孔，柳枝似

的身腰，雖然可以適宜作他人的玩具，但以

此並不能算做很好的人。生為女人之身，注

定他就具有三種缺陷和十種業障。三種缺陷

是：「第一、在童年的時候，受著父母的管

束，不能像男孩子那麼任性自由；第二、出

嫁以後，凡事要聽丈夫的吩咐，處處要依賴

他人，自己沒有自由；第三、到年老白髮龍

鍾時，常給不孝的兒媳呵斥，阻礙一切自由。

除這三種缺陷以外，女人還有十種業障：

第一、出生的時候，因為父母有重男輕女的

觀念，每見生下女孩，心中就厭惡不喜；第

二、在養育期中，父母認為女孩子不是自家

之人，所以不盡心撫育；第三、女子長大時

一定要出嫁他人，為著結婚之事，使父母掛

心；第四、做女子的人，心常畏懼，不敢見

人，每見人時，總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第五、女子長大時，一定要別離父母，委身

他姓，自己不能做主；第六、女子懷妊時，

身體種種不安，大腹便便，苦不堪言；第七

、女子生育孩童，疼痛難忍，難產之事，時

有發生；第八、女子一切要仰仗丈夫，心存

恐懼，時刻掛心失去丈夫之愛；第九、女子

生性愛好虛榮，化妝打扮，浪費時刻，其實

身常不淨，多於男人；第十、女子心多猜疑

嫉妒，好談是非，喜怒哀樂，身心恆常不得

自在。

玉耶！女人有這種種業障缺陷，面容雖是

美貌，但有什麼值得向人驕傲？而且，青春

美貌是暫時不實的東西，聰明的人絕對不願

以此向人炫耀！」

玉耶靜靜地聽著佛陀的法音，句句都擊中

他的心，他畏縮地望望佛陀，問道：

「那麼，女人怎麼做才好呢？」

佛陀知道玉耶驕橫散漫慣了的心，此刻已

收回來，所以又再慈和地說道：

「玉耶！你問我女人怎麼樣做才好，我告

訴你，你現在是人家的妻室，應該奉行五道

：第一、要作母婦：敬愛丈夫，要有如父母

愛護子女之心；第二、要做臣婦：要把丈夫

當做君王看待，自己猶如臣下；第三、要做

妹婦：視丈夫如同胞的兄長，夫婦要相敬如

賓；第四、要做婢婦：侍奉丈夫，有如婢女

侍奉主人，常存恭敬尊重的心；第五、要做

夫婦：和丈夫要永遠孝養父母翁姑，和睦親

族。夫婦要有恩愛之情，要有親愛之實，形

體雖異，誓不二心。接待賓客，勤治家事，

不談他人是非，不道人之長短。 （待續）

女子一切要仰仗丈夫，心存恐懼，時刻掛

心失去丈夫之愛。

髒了，掃一下；溼了，擦一擦；亂了，排

一排。其實，這有何難？

每個人都知道，「家事」就是全家人的事

，本來就應該人人一起動手做。可是，為什

麼很多人家裡一堆大小老爺和公主夫人呢？

沒有人是天生勞碌命，必須包辦一家大大

小小的雜事。所以，我都是讓孩子從收拾玩

具和看完的書開始練習，學會自己負責，下

次找不到就不要怨別人；下廚時也會將孩子

喚至身邊，想吃什麼、想怎麼煮，都能提供

意見，大家一起將餐具擺好，開心用餐之後

，輪流整理，都是習慣成自然。

既然都是家裡的成員，誰不忙呢？做個家

事又能花多少時間？與其閃躲推託，不如身

先士卒，邊做邊呼喚家人一起來幫忙，事情

一下子就完成了。看著窗明几淨、乾淨整潔

的環境，心情也跟著大好，何樂而不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