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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心皓

想念
文／星雲大師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特別的教化

土地能長五穀、冒甘泉，卻任人
踐踏而默默無言。為人屬下者，
也應具有成就主管的心胸，凡事
多承擔，多受委屈。

    聞二百億的修行

佛陀的比丘弟子中有一位名叫聞二百億的

比丘，亦名二十億耳，他本是一個有名的音

樂家，出生在富豪的人家為子，父母愛如珍

寶，他父母對他幼年的撫育，都不肯讓他足

踏在有土的地上，所以聞二百億足下生長很

多的黑毛。一天聽聞佛陀說法，很受感動，

發願披剃出家，過日中一食，樹下一宿的頭

陀生活。他的雙親非常反對，但阻止不了聞

二百億對修行的熱心。

因此，嬌生慣養的聞二百億，在刻苦的修

行之下，身體漸漸的衰弱了，但他仍不開悟

，後來他感到自己也難以支持，就想還俗做

佛陀的護法，以布施來求悟。

佛陀知道聞二百億的心，就走到他修行的

地方來，對聞二百億道：「你出家用音樂來

幫助我宣化，長養你和大家的信心，這樣很

好。但你現在又歡喜獨自勇猛的修行，除坐

禪以外，別的事都引不起你的注意。我想問

你，你彈琴，假若絃子太緊的時候怎樣呢？」

「佛陀！琴絃太緊是會斷的！」聞百億回

答。

「太鬆呢？」

「沒有聲音！」

「修行也是和彈琴一樣。」佛陀慈悲譬喻

說法道：「不要太緊，也不能太鬆，太緊太

鬆都容易出毛病。把心放得平和些，凡事都

有程度。」

聞二百億遵奉佛陀的指示修行，心就安靜

下來，不久就開悟證得阿羅漢果。

佛陀教化眾生的方法，總是應病與藥，觀

機逗教。你是什麼樣的人，佛陀就向你說什

麼法。佛陀像晨鐘一樣，小叩則小鳴，大叩

則大鳴。 

   調馬師改往修來

有一天，有一個訓練馬的調馬師，帶著誠

懇求道的心來請求佛陀指示他的迷津。佛陀

明白他的身分，就向他問道：「你很懂得管

馬，馬的性情，在你都已經知道，我來問你

，你對於那些馬，究竟用幾種方法去調伏呢

？」

調馬師沒有考慮就回答道：「我調馬有三

種方法，一是柔軟，二是剛強，三是柔軟剛

強。」

「假若這三種方法都不能調伏時，你又怎

麼辦呢？」佛陀進一步問。

「那就沒有辦法了，只有把牠殺掉。」調

馬師回答後又再反問佛陀道：「我想拜問佛

陀，您是用什麼方法調御眾生呢？」

佛陀回答道：「我也是這三種方法，一是

柔軟，二是剛強，三是柔軟剛強。」

「假若這三種方法都不能調伏時怎麼辦呢

？」調馬師復用此話來問佛陀。

佛陀肯定地答道：「那還有什麼別的辦法

呢？也只有把他殺掉！」

調馬師了解到佛陀的意思，俯伏低頭，要

求皈依佛陀，受持五戒，從此改往修來，不

再虐待動物，更不殺生。

    鴦崛摩羅懺悔皈依

舍衛城的北方不遠，薩那村莊中有一位婆

羅門的摩尼跋陀羅，他有弟子名叫鴦崛摩羅

，非常尊重老師，凡是老師說的話他都相信

聽從。在弟子中老師特別愛他，因此遭受其

他弟子們的嫉妒，謠傳他和老師的妻子有關

係。摩尼跋陀羅並不聽這些謠傳，但他的妻

子看到鴦崛摩羅聰明伶俐，確實心中常常燃

起愛情之火。

有一天摩尼跋陀羅外出的時候，他的妻子

就走來誘惑鴦崛摩羅，鴦崛摩羅知道這是不

合倫理的事，弟子一定不可以和師母有曖昧

的行為。他就說道：「師母！您的年齡比我

大，我把您看成是我的母親一樣。這還是清

淨的地方，我希望您不要亂說亂來！」

� （待續）

⬆修行和彈琴一樣，琴絃太緊易斷，太鬆則

沒有聲音。

每天我們的念頭總是起起落落，佛經

裡形容人的心念像瀑流一樣，連續不斷

，如《寶雨經》云：「妄心如流水，生

滅不暫滯，如電剎那不停。」不論是妄

想、夢想或是理想，每個人心總有所繫

念，念頭也有好有壞，要如何昇華，轉

化念頭，有四點提供參考：

第一、凡夫的想念是聚集：一般人每

天所想念的是如何擁有更多股票、金錢

、名位，擁有上等的豪宅、轎車、珠寶

等等，這些都是欲望的聚集。除了繫念

物欲的追尋外，若能更以智慧作瓔珞來

自我莊嚴，自我昇華，如《雜阿含經》

云：「凡夫染習五欲，無有厭足。聖人

智慧成滿，而常知足。」那才是難能可

貴的。

第二、君子的想念是道德：君子的思

念不是想得到金銀財富，他會想到學問

如何進步，道德如何長養，智慧如何提

升，如同《論語》所云：「君子食無求

飽，居無求安。」常常省思「吾有德乎

」。因此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好比

顏回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的精神，令人

讚佩。

第三、仁者的想念是安邦：周公「一

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連洗髮吃飯

都不得安閒，一心一意為國求賢求才；

范仲淹「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

，如蘇洵所云：「賢者不悲其身之死，

而憂其國之衰。」仁者就是這樣無時無

刻不以國家前途為想念。

第四、道人的想念是救世：牧師、修

女與僧侶以「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

」，他們所想念的都是救人救世、覺世

牖民。如玄奘大師西行求法，鑑真大師

東渡傳戒，為世人留下典範。近代的太

虛大師一生主張革除佛教積弊，以弘教

護國，興國救世；德蕾莎修女堅定的信

仰與奉獻的精神，發揚人性至善的光輝

，都是不戀世間榮華，以法為重，以眾

為我，肩負起弘化救世的責任。

哲學家愛默生說：「有怎樣思想，就

有怎樣的生活。」佛教也說：「三界唯

心，萬法唯識。」一個人心念常想的，

便會造就他的人生與事業。如何轉小為

大、轉凡為聖，以下有四點意見提供大

家。

第一、凡夫的想念是聚集，    

第二、君子的想念是道德，

第三、仁者的想念是安邦，    

第四、道人的想念是救世。

蘭音齌

海帶苗炒高麗菜
文與圖╱史蒂芬

食�材
高麗菜絲2杯、胡蘿蔔絲0.5杯、乾海帶

芽1大匙、白芝麻適量。

調味料：香油、鹽適量、酒釀腐乳汁1茶

匙。

作�法

❶將海帶苗泡水後瀝乾備用。乾鍋放入

高麗菜絲、胡蘿蔔絲加熱，倒1/4杯

水，用小火煮軟。

❷起鍋前放入泡好的海帶苗，跟蔬菜拌

勻。試試鹹淡，放進適量的香油、鹽

，酒釀腐乳汁，煮開後即可起鍋。盛

盤後，請撒入炒香的白芝麻若干，便

可供食。

小叮嚀
海帶芽是海帶剛長出來的部分，富含鈣

質跟礦物質。怕腥者煮海帶必放薑絲，但

其實芝麻亦能消除那股味道。

珍惜擁有

一點點惜福觀
文╱朱同慶

旅行回來收拾行囊，發現背包裡的一雙不

銹鋼筷子不知所蹤，使我著急不已。算來，

這雙不銹鋼筷子，差不多使用了快十年。

其實，不光這雙不銹鋼筷子，我的東西向

來都是超級耐用。就像我的保溫瓶，用了四

、五年吧，雖談不上光亮如新，可每天都有

仔細刷洗，杯體乾淨不說，裡面也不會滋生

細菌，更不會隨手亂扔，未曾磕碰過，因此

保溫的效果一如當初。

眼鏡也戴了近六年吧！跟我一同配眼鏡的

朋友，眼鏡不知換了多少副，可我的依舊每

日穩穩地架在鼻梁上。褲兜裡揣上一塊軟布

，專擦鏡片，隔幾日，在鏡片抹上少許洗碗

精，再用清水洗淨，鏡片表面自然就不容易

有劃痕；摘下時放到鏡盒裡，不但易尋，也

可避免壓壞。

而每日回家，便如例行公事般將手表摘下

，放到案頭上一個小鐵盒裡（看裝糖的圓盒

剛好適合擺放手錶，便向朋友要來）。別看

這塊折扣時買的手表戴了多年，由於照顧得

仔細，依然像是剛買不久的。

除此之外，還有耳機盒、手機充電線盒、

筆盒等各種小物件收納盒，因為有了盒子的

保護，自然也就延長了物品的使用壽命。還

有，書買回來先包書皮、翻書前先洗手，早

已成了習慣，因此，書櫃裡面的書看起來都

是嶄新的。

我很少上街買衣服，一件襯衫、一條牛仔

褲、一雙鞋子穿個幾年，對我來說，再平常

不過。別看我的行頭永遠跟不上日新月異的

時尚潮流，可乾淨程度絕不落於人後，且大

多都是手洗；至於一些鬆垮、褪色的衣褲，

便成為我的家居服。

這些，倒不是刻意撙節，亦非摳門小氣，

不過是出於自己一點點惜福的觀念罷了——

深知自己福分薄，焉能不珍惜眼前的福報！

然此意卻常招人誤解。

一日，到一位很有錢的親戚家串門子，告

別時，親戚突然讓我等一下。「這些都是我

兒子沒怎麼穿的衣服，已經洗乾淨了，別嫌

棄哦！」親戚的一番美意，弄得我好不尷尬

。

「找到啦！在我背包裡。」老媽拿著我那

雙不銹鋼筷子嚷道。呀，想起來啦！由於背

包塞得太滿，就順手將筷子放到老媽的背包

裡了。

「瞧我這臭記性！」不禁拍了下腦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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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三好的理念� 高雄長庚醫院名譽院長╱陳肇隆 

20年來，《人間福報》貫徹大師「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的理念，不

但是嚴謹、正派的媒體，更是淨化美好社會的清流。

說老實話，20年前，星雲大師說要辦一
份報紙，我心裡半信半疑。半信是因

為出家人不打誑語。星雲大師說要辦報，必
經深思熟慮，才決心要辦一份報紙；半疑的
是，這份報紙怎麼辦？台灣的媒體環境實在
艱難，20年前雖不像現在這般水深火熱，但
已預見媒體的險境橫亙在前。佛光山是純淨
的宗教組織，竟有此膽識，來蹚這趟渾水？
就在這半信半疑間，20年過去了，《人間

福報》依然屹立不搖。反倒是許多其他媒體
，或因不敵競爭壓力，或因轉型不成功，倒
地不起。「《人間福報》現象」，反而成為
大家好奇，甚至想研究的目標。
同為媒體業者，我覺得《人間福報》有幾

個特色，值得大家注意：
第一，心志專一。《人間福報》在創刊第

一天的社論，明白刊出「十大願」，居首位
的便是「一心辦報」。社論說，《人間福報
》別無所圖，只是一心想要改善社會風氣，
淨化世道人心。這句話說得容易，在閱讀率
、收視率掛帥的年代，要做到何其困難。但
《人間福報》說一不二，從創報迄今，沒有
動搖，沒有搖擺，沒有改變！
許多人辦媒體，或許別有想頭；有的為了

商業利益，有的想在政壇縱橫，有的認為有
媒體，就等於有了槍，可以恣意掃射。但是
《人間福報》沒有這些雜念，星雲大師只想
辦一份淨化人心的報紙，發刊社論中還許願
這份報紙兼容並蓄，不但不區分佛教內的八
個宗派，也不區隔佛教之外的各大正信宗教
。這樣的心志專一，或許反而排除了外在的
諸多干擾因素，經營者可以心無雜念，專心
辦報。
第二，定位精準。辦報的宗旨既然專一，

辦報的內容則必須貫徹。每天打開《人間福
報》，你不會看到充滿口水的政治新聞，也
沒有誨淫誨盗的社會新聞。從行銷學上來看
，《福報》定位非常精準，不偏不倚。觀其
面貌，即可想見其內容平實、清純。不管你

喜不喜歡，這份產品童叟無欺，裡外如一。
這對於每天都在考慮市場變化、讀者口味、
廣告客戶需求的媒體經營者來說，非常不容
易。但是《人間福報》也做到了。正因為《
福報》絕不輕易調整辦報宗旨和底線，反而
創造了非常一致的風格，因此而成就了一個
獨特的品牌，在滾滾紅塵中，獨樹一幟。
第三，用心良苦。《人間福報》雖是佛教

團體創辦經營，但從不唱高調，也不說深奧
的佛理，只是將身邊大小事娓娓道來。這種
潛移默化、滴水石穿的功夫，真可謂用心良
苦。所以閱讀《福報》，不需要有立場，更
不用存成見，就像身心疲憊的旅人，不需要
太多精神負擔，只要一把椅子，一碗涼茶，
坐看雲淡風輕，便是最佳解憂忘煩的良方。
但是就在這種清淡中，自有一些深意，不需
點破，冷暖自知。現今媒體為拉眼球，口味
重鹹，兼且辛辣；《人間福報》逆向前行，
這條路艱難，但更彰顯創辦人奉獻之心。
《人間福報》用心走過20年，對任何一個

行業，任何一種產品而言，都不容易。更何
況20年都堅持初衷，咬住青山不放鬆，讓人
感佩。20年前，《人間福報》選在4月1日創
刊，適逢西洋愚人節，不管有心無意，都反
應出一種入世度化的精神，20年來更創造了
媒體界的奇蹟。聯合報系有幸
成為《人間福報》的夥伴
，與有榮焉！

文／項國寧（聯合報執行董事兼聯合晚報發行人）

一直與讀者素面相對的《人間福報》20
歲了。在家裡、圖書館、便利店報架

上，《福報》不喧嘩、不擦脂抹粉、不搔首
弄姿故作驚世駭俗，始終就是端莊雅緻、意
態從容，以簡樸的姿態走進你我生活。
20年來，世界、台灣都經歷劇烈變化，但

人性、人情，以及對真善美的渴望，這些恆
定的價值根深柢固。《福報》這些年當然也
曾改版，與時俱進，但讀者慧眼可知，《福
報》的基本價值觀始終不變，花草一歲一枯
榮，而參天大樹我自巍然不動。
我們愛惜《福報》，正是因為這份身處滔

滔濁世，卻閒雅自適、潔己自重的獨特氣質。
這種氣質形之於外，為眾目共見的是「淨

」與「靜」。
《福報》的「淨」，首要來自於內容的精

心選材。細心的讀者如果比報，不難發現，
《福報》的頭條新聞幾乎都與一般報紙選擇
不同，譬如，台中烏日的古蹟修復、體操選
手的創新動作、台東偏鄉「幸福輪轉手」提
供交通接受服務。這些頭條新聞，關心土地
、人文乃至環境、生態、文化，在眾聲喧嘩
中開闢一條新路。

讀者隨著《福報》的導引，從第一
落新聞到第二落副刊、家庭、兒少

的軟性題材，所有內容都是乾
乾淨淨，沒有煽情渲染、暴
力色情。《紐約時報》自許
是一份「不會弄髒早餐桌」
的報紙，在台灣，《福報
》當得起這個稱譽。
《福報》的「靜」，則

自內容的「淨」衍伸而來。

在資訊超載的今天，手機不斷跳出推播快訊
、電視跑馬燈日夜狂奔、網媒誇張炒作的標
題黨，讓很多人應接不暇，心浮氣躁。而讀
《福報》，有溫暖的故事、激勵人心的金句
、科學新知的介紹，我們猶如在綠洲中，飲
下清涼甘泉，疲累煩躁的身心得到安頓，以
一顆安靜澄淨的心穩步前進。
「淨」與「靜」，是《福報》的讀者天天

閱報可以看得到、體會得到的。另外一層「
敬」，則是我與《福報》的特殊因緣，而得
到的體驗。
我曾擔任《聯合報》總編輯，現任聯合報

系「願景工程」執行長，這是台灣媒體獨一
無二的組織，專責以深度報導，推動正向改
變，目標是「努力讓台灣更好」。
因為工作關係，常常與《福報》的工作同

仁、師父來往，碰面總是合十問好。有一天
，《福報》同仁向我邀約，為他們上課，講
解如何規畫深度報導。我應允後，去上過幾
次課，那真是難忘的經驗。我常有演講的機
會，卻少見這麼認真的聽講者，他們全程專
注，不時筆記，積極發問。
課後和他們交談，知道他們希望做出更有

內涵的報導，能夠改善社會問題，讓《福報
》讀者享有更優質的內容。這種敬於事，敏
於行的態度讓我很受感動，他們真正是以誠
敬之心，想辦好《人間福報》，並且讓人間
得享福報。
這三個同音字，也可以當成我送給《福報

》的生日禮物：事事存「敬」，天天為讀者
送上一份既「淨」且「靜」的《福報》。

文／羅國俊（聯合報系願景工程執行長）

人間福報��

20歲

《人間福報》創刊於2000年4月1日，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選在西洋愚人節

這一天？星雲大師說效法「愚公移山」的傻瓜精神。

2020年，《人間福報》創報20年。三個

「20」，多麼美好的湊巧，不可思議的因

緣。《人間福報》的創立，緣於台灣的一

場百年罕見的災難，1999年的「九二一震

災」，由於媒體對於佛光山、佛光會救災

的訊息，刻意的淡化不報導，星雲大師決

定創辦一份立場中立、言論中肯的報紙。

2000年4月1日，短短的4個月，《人間福

報》應時而生，但是大師創報的願想，早

在他24歲撰寫的〈佛教需要什麼？〉的文

章中，便已見端倪，他以50年的蘊釀、堅

持，等待因緣、創造因緣，2000年終於以

他宏大的願力，創生了佛教史上的第一份

綜合性報紙。星雲大師認為佛法應該落實

在人間實踐，生活佛法化，佛法生活化，

一生致力於人間佛教的弘揚。因此創報伊

始，他力排眾議，把報紙命名為《人間福

報》，取意人間有福報，福報滿人間。他

對《人間福報》的屬性，有明確的定位：

    一、《福報》是超越宗教的報紙

《福報》雖然是佛光山創辦的報紙，但

是對於各種宗教、各種佛教門派的新聞，

都給予客觀持平的報導，沒有門戶之見，

沒有宗教的特別揀擇性立場。因此，舉凡

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道教等各宗

教的精采活動，都給予報導。

    二、《福報》是傳播善美真理的報紙

《福報》謹守新聞媒體傳播「真實」的核

心價值，讓讀者享有知道真相的權益，不刊

登「假新聞」，更重要的是《福報》不走煽

情路線，對於社會美善光明的事件多加以宣

揚，找回台灣善良、質樸、真誠的傳統文化

。《福報》立意高遠，旨在把佛教慈悲、智

慧、尊重、包容的精神，透過文字書寫，深

入社會人心，讓台灣這片土地更純淨，人心

更柔軟，社會更和諧。

    三、《福報》是擔當學校教育的報紙

3歲定終身，人格的養成要從幼小年紀做

起，菩提幼苗要向下扎根。《人間福報》推

動校園讀報，免費贈送給538所中小學、近

6000份、15萬師生閱讀。敦請教師引導青少

年閱讀《福報》，把「做好事、說好話、存

好心」的三好修養、固有的倫理道德，潛移

默化，深植孩童的心靈，在黃金成長期陶鑄

他們的性格、行為，輔助公民教育的不足。

    四、《福報》是適合全家閱讀的報紙

一般的電視媒體，劇情如果不夠八卦、聳

動、煽火，引不起觀眾的興趣；報紙報導善

行好事不夠刺激、譁眾取寵，不如一些情色

、仇殺等事件吸睛。幾年前嘉義有一個民間

組成的公益團體，默默地到處修橋鋪路，造

福不少鄉里。後來創始的老人家去世了，只

有一、二家報紙以小小篇幅披露了他的善舉

，而各大報每天以幾個版面，爭相報導某立

委與媒體名嘴、女企業家三人之間的感情糾

紛，不禁讓人慨嘆台灣的社會病了，台灣的

媒體也病了。《福報》的讀者告訴我們：他

們可以坦蕩蕩和兒孫一起閱讀、討論《人間

福報》的文章，因為它是一份傳遞正能量、

充滿溫馨喜樂的報紙。

    五、《福報》是非典型廣告的公益報紙

從辦報開始，大師就交待我，《人間福報

》和人間衛視一樣，不以營利為考量，不刊

登廣告，尤其和佛教慈悲護生相違背的產業

，譬如販賣釣魚器具、葷腥食品等，出再高

的費用，《福報》都委婉拒絕。

後來有些蔬食、佛教圖書、法器、燒香等

，以及佛學講座、藝文活動等，則給予方便

的刊載。

    六、《福報》是充滿趣味性的報紙

《福報》和一般每日發行的日報一樣，舉

凡國際、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民生、

藝文等動態，都會加以報導。

《福報》有別於其他報紙的地方，頭版

不刊登政經新聞，而是搜集世界各地的奇

人妙事，讓讀者透過《福報》可以一窺世

界之寬廣、新奇，充滿驚豔之美，不少讀

者反映，這是《福報》最為吸引他們的特

色，後來應讀者要求，還將奇人妙事的報

導文章，編輯成書。

    七、《福報》是恆常發展的報紙

《人間福報》三千寵愛在一身，雖然傳

播媒體的大環境，面臨驚天動地的變化，

讀者群日益萎縮，但是《人間福報》非常

有「福報」，有許多熱心的義工加入我們

的團隊，襄助採訪、撰寫、攝影、發行、

推廣等報務工作。

書籍出版有所謂排行版的市調，佛教的

書籍從來就不怕退流行，千年的歲月過去

了，《金剛經》、《心經》、《壇經》等

經典，仍然風行於全世界，始終是普羅大

眾不忍釋手的讀物。

集佛教善信的力量推出的《福報》，我

們有信心會永續的傳承下去，歷久彌新，

亙古綿長。《人間福報》20歲，成年了，

更茁壯，更有力量承擔淨化社會人心的責

任。

2000年3月27日，星雲大師與《聯合報》曁《民生報》

發行人王效蘭（中），以及聯合報系總管理處副總經理

王文杉（左），舉行印製合作簽約儀式。

  文／依空法師（佛光山文化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