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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教化

【人間社記者李生鳳、蕭惠珠高雄報導】

「佛光山二○二○年禪淨共修獻燈祈福法會

」日前於台灣佛光山大雄寶殿成佛大道舉行

，由佛光山主辦、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承辦

。因應新冠病毒疫情，今年首次由佛光山法

師帶領「禪淨共修」，全球佛光人則透過電視

、網路直播同步修持，創下禪淨共修自一九

九三年首創、連續舉辦二十八年的先例。

同日適逢農曆二月十九日「觀世音菩薩聖

誕」，由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退居和尚心

培和尚等九大師主法。壇場內沒有優婆塞、

優婆夷，由佛光山法師代表國際佛光會中華

總會北區、桃竹苗區、中區和南區協會的佛

光人向諸佛菩薩獻供。全球佛光人以摯誠懇

切之心誦念〈八十八佛大懺悔文〉、〈懺悔

發願文〉，在念佛、拜願中清淨身心。透過

傳播科技，不包括電視收看，總計逾五萬人

於線上同霑法益。

   
 歡喜自在  禪與淨的共同目標

「禪與淨，是修行主要法門。」佛光山住

持心保和尚開示，求得歡喜自在、清淨解脫

，是禪與淨的共同目標，兩者同樣重要。透

過禪定，可以悟道；透過淨土念佛法門，捨

報後得生極樂世界，那是個只有安樂沒有煩

惱、人人獲得安養、學菩薩行的佛國淨土。

除了一心念佛，更要發「三重心」，即歡喜心

、菩提心和回向心，才能和阿彌陀佛相應。

國際佛光會署理會長慈容法師表示，今年

因為疫情，大型活動限制舉辦，然而已行之

有年、大家期待的禪淨獻燈共修該如何呢？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也為此關心，於是改在

大雄寶殿戶外開闊處，全由法師帶領，信眾

在家同步修持。慈容法師說，疫情和人類所

造的業有關，大家在佛前懺悔，使身心清淨

，祈求十方三寶、護法龍天加持，眾生平安

幸福。

    
燈燈相照  從疫情中走出光明

佛光山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代表主辦單位

致詞表示「病毒無情，人間有愛」，日前佛

光山和國際佛光會發起誦持《般若心經》與

星雲大師祈願文，逾二千五百萬部響應，並

於二月二十三日於大雄寶殿總回向。今日舉

辦禪淨共修，是相信佛光人可做得更多，透

過共同祈願，望疫情遠離，人人平安，百業

復甦。法會前一天有大慈育幼院唱誦〈觀音

靈感歌〉、〈般若心經〉，和叢林學院男眾

學部氣勢磅礡的「擊法鼓」。

法會在接近尾聲時，恭讀星雲大師的〈為

獻燈者祈願文〉，此時在法師們手上亮起的

每盞燈，燈燈相照，象徵眾生無盡的心願，

在相互輝映的光亮中，每人的清淨之心也被

點亮，彷彿引領著在疫情肆虐的漆黑中，走

出一片光明。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總會長趙怡偕同家人

在家透過電視直播修持，表示「得道者多助

」，透過科技無遠弗屆，參與人數更勝以往

，廣大海內外佛光人在總本山法師的引導下

同步共修，虔誠祈求佛陀加持，護佑世人免

於疫情肆虐。趙怡說：「衷心期盼浩劫後，

普世之人都能常懷感恩之心，珍惜環境、保

育動物、愛護地球，使後世子孫永享安樂生

活。」

全球佛光人 線上禪淨共修

⬆二○二○年禪淨共修獻燈祈福法會」於台

灣佛光山大雄寶殿成佛大道舉行。

⬅法師莊嚴獻供，誠心感動天地。

� 圖╱人間社記者莊佳穎

一般人認為「地」有好地理、壞地
理之分。事實上，事有事理、情有
情理、人有人理、道有道理、天有
天理、地有地理、心有心理。

這樣的死法非常的悽慘，因此摩訶那摩執

政不忍的對琉璃王說道：「不管怎麼說，名

義上你總是我的孫子，現在最後我對你有一

個要求！」

「什麼要求呢？」琉璃王目光炯炯地問。

摩訶那摩說道：「現在你要殺死這麼多的

人，很不容易，我要求你把他們放去一部分

，讓我潛到水底下去，你就叫他們逃命，等

我從水底下上來，沒有逃得及的，請你再殺

！」

琉璃王大笑著說道：「這很有趣，我答應

，你就下水去吧！」

當摩訶那摩潛入水中的時候，琉璃王當即

下令准許大家逃命，逃命的人互相撞擊，奔

走呼號，有的跌倒，有的從身上而過，那悽

慘的現象真不忍目睹，但琉璃王卻笑著以為

好玩。當三萬人奔逃得所餘不多時，琉璃王

才著急起來，他奇怪摩訶那摩怎麼這樣長久

的時間都不出水。

琉璃王命令一個水手到水中去調查。

潛水的人上來流著淚，感動地說道：「啟

稟大王！摩訶那摩王是永不會出來的，他為

了幫助救濟他人的生命，把頭髮縛在樹根上

，抱著樹根死了！」

殘暴的琉璃王，到這時候才黯然的沒有開

口。摩訶那摩的孫兒，波斯匿王的太子琉璃

王，就這樣占有了迦毗羅衛國。

琉璃王極為專橫，後來殺死他的長兄祇陀

太子，疏遠諫臣，怠於政治，不久，宮城忽

然被火焚燒，琉璃王和他的愛妃都被大火燒

死。這時，已向佛陀懺悔皈依的摩竭陀國的

阿闍世王，受著情勢的需要，就把憍薩彌羅

國和迦毗羅衛國歸入自己的版圖。

偉大的佛陀，施恩惠給眾生，到處普灑甘

露法雨，滋潤著眾生枯乾的心田。佛陀的教

示，又是苦海中的法船，能夠接引眾生從生

死的此岸，到達涅槃的彼岸。

佛陀說法四十九年，講經三百餘會。在

四十九年佛陀弘化的生涯裡，最初直暢本懷

，講說《華嚴經》二十一日，後因觀機逗教

，又再說《阿含經》十二年、《方等經》八

年、《般若經》二十二年、《法華經》和《

涅槃經》共八年，這是大會的宣講，至於對

個人特別的教化，佛陀不知說過無量數次，

感化無量數人，茲節錄一些特別的教化，以

見佛陀的慈悲。
   

 

   周利槃陀伽的覺悟

那還是佛陀住在祇園精舍的時候，有一天

佛陀走到精舍的門口，見到有一個比丘在大

聲號哭，有很多人都在旁邊笑他的愚痴。這

個比丘的名字叫做周利槃陀伽，是個不聰明

的人。但佛陀知道他的正直，所以很同情他

，重視他。佛陀就問周利槃陀伽道：「你為

什麼要在這裡哭泣？」

「佛陀！我是一個愚鈍的人，我隨同哥哥

一同出家，哥哥前時教我背誦一偈，我記不

得，哥哥說我對於修道沒有希望，他今日命

令我回家，不准我住在這裡，我被他驅趕出

來，所以在這裡哭，懇求佛陀慈悲救我！」

� （待續）

小學時，國語課本有篇文章，提及兩個貧

困的兄弟，大哥娶妻後，擔憂單身的弟弟沒

有足夠存糧，於是利用夜晚搬些米放進弟弟

的米倉；而弟弟想到哥哥成家後食指繁浩，

也偷偷將米運進大哥的倉庫。

多年後，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兩兄弟

不期而遇，看到對方都背著米，才驚覺自己

的米袋其實不曾少過，兄弟倆相擁而泣。

這種同理心，今日也發生在我的診所。

多年來，我都會買些米放在診間，送給低

收入戶或有需要的患者。當初只是看到很多

老農民，年輕的兒女大都出走到都市工作，

且一整年辛苦耕耘，卻常因颱風的摧殘所有

心血皆付諸東流，心想著幾袋米或可救急。

一段時間後，碾米廠的黃老闆得知米的用途

，更主動降價打對折。

以往，一星期通常叫個20餘袋米就足以應

付，卻沒想到，最近庫存不減反增。納悶之

餘問了負責掛號的護士，始知幾位面目慈善

的婦人，每隔一段時間會默默拿些米來混置

其中，然後便悄悄離去。這種一心付出不求

名利的大愛，實在令人感動。

前幾天，好友陳兄提及，其伯父日治時期

在枋寮偏鄉行醫，仁心仁術，病人絡繹不絕

。有一天，一位連續幾個月都沒有依約回診

、罹患慢性病的患者，突然出現在診間。問

其原因，患者面有難色，幾經催問後才吞吞

吐吐地說：「老實說，您開的藥我吃了幾次

，病情沒有多大的改善，所以我換到別間診

所去看病，效果不錯。」

「沒有關係，那你就去那間診所看啊。」

醫生溫柔的語氣，反而讓那位病患更加難為

情。

「雖然有效，但那位醫生收費很貴，長期

下來，我實在負擔不起。」患者的頭垂了下

來。

「原來如此。那位醫生的醫術顯然比我高

明，你應該繼續讓他看，至於藥費你不用煩

惱，我替你出，不要讓病情惡化才最重要。」

從此，每當那位病人有需要，陳醫師總是

二話不說，隨即伸出援手。也難怪當他往生

時，全鄉村民個個如喪考妣。

這也讓我聯想到最近因疫情引起的口罩之

亂，站在醫師的立場，假如大家能多一點同

理心，健康的讓給慢性病或免疫力下降的病

人、室外的讓給必須待在密閉空間的人，大

家同舟共濟，相信台灣這座美麗的寶島，必

定能變得更美好！

「大」與「小」看似有分別，其實大

不一定好，小也不一定不好。小故事裡

有大啟示，小王子會做大國王；七歲項

橐為孔子師，七歲妙慧童女能說大乘佛

法，故雖小也大矣！關於大與小，有以

下四點：

第一、勿以惡小而可為：不要以為一

句壞話說了不要緊，一個壞念頭升起不

必怕，一件壞的事情做了不擔心，《涅

槃經》云：「莫輕小惡，以為無殃；水

滴雖微，漸盈大器。」別輕忽小小的罪

惡，如同水滴不斷，必定力可透石。古

人說：「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

物，小蟲毒身。」一個人的墮落，往往

也是從細微處開始，所以《書經》說：

「慎終于始。」警惕吾人第一步不可踏

錯，以免「船到江心補漏遲」。

第二、勿以善小而不為：《佛光菜根

譚》云：「小善甚微，累成大德。」「

善小」也含有「大義」。善有大小，只

要發大心也是大善；反之，縱然是大善

，若不肯隨喜，也只是小善。蘇東坡任

密州太守遇到荒年，他「灑淚循城拾棄

兒」，拿出小錢，救活四十位即將餓死

的孩子；佛光大學百萬人興學活動，也

是集眾人之小善，成就一所大學校；所

謂「積善成德」都是從大處著眼，小處

著手而成。

第三、勿以權大而可畏：哲學家休謨

：「一切權力，最後終必以眾意為依歸

。」袁世凱送厚禮贈梁啟超，梁不但拒

絕，還發表文章揭露他的惡行，而且還

遭到袁的威脅。梁卻說「寧可逃亡生活

，也不願苟且偷生。」他不畏權貴、不

受威脅的膽識，令人欽佩。唐朝道信禪

師道聞遐邇，唐太宗三詔不赴，以疾辭

旨，他不貪名聞利養、不畏強權的風骨

，贏得御賜紫衣。所以掌大權，做大官

的人雖可畏、可敬，但吾人若心存浩然

正氣，其心天地可鑑，又何懼強權。

第四、勿以膽大而不畏：《論語》：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

人之言。」現代人最大的悲哀是目中無

人，心存我慢，泯滅良知，無所不為。

當一個人不知天高地厚，一切無所畏懼

時，即是敗德之兆；反之，一個人有所

敬畏，時時提防自己的心念行為，不違

背因果道理，就可奠定成德之基。所以

「人必先有所畏，而後才能無所畏！」

所謂「為善不見其益，如草裡冬瓜，

自應暗長；為惡不見其損，如庭前春雪

，當必潛消」，意指善業暗長，惡業潛

報，「故聖人見微知著，睹始知終。」

所以小不可輕大，大亦不可輕小。「大

」與「小」提供四點意見：

第一、勿以惡小而可為， 

第二、勿以善小而不為，

第三、勿以權大而可畏， 

第四、勿以膽大而不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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