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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社記者陳德啟、唐福良、李生鳳高

雄報導】國際佛光會2020年世界會員代表線

上會議日前舉行，雖然疫情讓彼此間有了距

離，但網路科技的無遠弗屆，與會盛況更勝

往昔，共有近50個國家地區、101個協會、1

萬1000人上線參與，共同交流工作報告、提

案討論，安排主題論壇，國際佛光會創會會

長星雲大師也在開幕典禮上，歡迎所有參與

大眾。

「佛教現在風行全世界，感謝大家共同與

會。」星雲大師隔著螢幕，期許眾人一起關

心未來，共同為國家社會奉獻，祈願全體人

民都能幸福自在，「佛教就是祝福你們要歡

喜快樂，圓滿自在，佛祖保佑你們平安幸福

」，大師也祝福大家平安吉祥，未來前途光

明。

這場年度會員大會原訂於佛光山舉行，受

疫情影響延期，也改採線上會議進行，讓五

大洲佛光人在網路平台Zoom相會，全程使

用中、英、德、法、日、俄、葡、西、韓語

等九種語系即時翻譯，搭配同步英文字幕。

    
以人間佛教理念 讓世界更美好

世界總會總會長心保和尚表示，即使疫情

籠罩全球，但仍能透過視訊與全世界佛光人

接心，打破時間障礙與時空距離，「我們要

以佛法、慈悲、智慧，乃至心中的光明讓身

心安頓，進而把內心的佛光點亮，照亮他人

，讓自己安心也讓別人安心，讓世界愈來愈

祥和」，心保和尚指出，這需要大家的努力

，透過世界的力量展現佛光人的光明智慧。

世界總會榮譽總會長吳伯雄指出，科技讓

「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具體

實現，大師發表〈為新冠肺炎疫情向觀世音

菩薩祈願文〉，在疫情期間安定人心、堅定

信念；談及全球氣候異常、天災不斷，他認

為，人類應更謙卑面對自然，佛光人應力行

環保減碳。

世界總會副總會長劉長樂強調「開放」的

重要性，他分享星雲大師《百年佛緣》一書

中曾開示：「福大量大，心胸開放，宇宙寶

藏都會進到心中。」人間佛教因為開放，從

而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開放，就是促進文

化流動，就是怨親平等、忍辱精進，開放更

是一道橋梁。

   
聯合國來電祝賀  讚揚佛光行動

聯合國總部祕書處全球傳播部主任夏娃戴

洛，也以賀電方式肯定國際佛光會的努力與

成果。她特別讚揚國際佛光會根據「蔬食Ａ

計畫」開展的氣候行動，以及救災、教育和

性別平等方面的工作，持續為世界各地的社

區提供支持，促進人民健康。

國際佛光會署理會長慈容法師表示，雖然

因為疫情大家不能近距離開會，但全世界各

協會仍能透過視訊連線共聚一堂。全球佛光

人不管身處何地，都有著共同目標與宗旨，

秉持慈悲服務為社會帶來和諧、為世界締造

和平。

所有與會者克服時差與距離，有的在道場

或者就在家中，全球佛光人同一時刻雲端海

會雲來集；為方便佛光山大眾參加，如來殿

四樓大會堂也設為線上會議據點之一。

  
 佛光人共同成就  幕前幕後工作

國際佛光會祕書長覺培法師表示，會議幕

前幕後所有工作，全由佛光人一手包辦，集

結同步翻譯、音樂、後製剪輯和資訊科技等

多方面人才，共同成就。本次大會除了全球

佛光人彼此問候、鼓勵以外，議案討論中也

提供安頓身心的智慧及方法。為了下一代，

佛光人守護地球更是責無旁貸，因此議案強

調對環保與心保的重視。

「透過各洲工作報告，感受全球佛光人真

的了不起，雖然在疫情期間，但文化、教育

、慈善、共修等的服務仍持續推動，並在工

作之中修福修慧。」佛光會世界總會副總會

長劉招明說，他以身為佛光之家的一分子為

榮。

星雲大師成立國際佛光會，讓佛光人世界

一家，在疫情中展現同體共生，在前線調度

各項防疫物資，支援有需要的地方；總會長

心保和尚、署理會長慈容法師等人，多次透

過視訊關心佛光人，了解各地疫情狀況。海

內外與會者有國際佛光會理事心定和尚、心

培和尚、依空法師、慧傳法師，以及各洲佛

光會副祕書長、各洲代表、各委員會主委和

五大洲佛光人等。

全球逾萬佛光人 線上召開大會

    國際佛光會2020年世界會員代表線上會議，共有近50個國家地區、101個協會、1萬1000人

上線參與，星雲大師也在開幕式上歡迎所有參與大眾。  圖╱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提供

⬅為方便佛光山大眾參加，如來殿四樓大會

堂也設為線上會議據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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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家之寶
文／星雲大師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一般父母，總想留下房屋田產、金銀

財富、奇珍寶物給子女，當作是傳家之

寶；但是也有人不留財物，而留書籍給

予子女，或是著作「家法」、「庭訓」

，作為家風相傳的依據。乃至禪門也有

謂「衣鉢相傳」，以傳衣鉢，作為叢林

師徒道風相傳的象徵。到底那些可以作

為「傳家之寶」？四點如下：

第一、寶物可以傳家：帝王之家，以

玉璽作為傳國之寶；一般人家，有的以

一個玉如意，有的以寶劍，有的以手杖

，乃至以一張畫、一本書，也可以當成

傳家之寶。歷史稀世之寶，無限珍貴，

或具有紀念意義的物品，這些都可以作

為傳家之寶。

第二、善念可以傳家：不光是有形的

東西可以做傳家之寶，有的時候，長輩

給我們一個善美的觀念、一句有益的話

、一個理念，也可以留傳給子孫。比方

「四維八德」，各種好的語言、好的思

想，甚至培養兒女受高等教育，也可以

傳家。因為錢財會有用完的一天，但是

好的觀念、教育帶來的知識、智慧，卻

是一生受用不盡。

第三、道德可以傳家：所謂「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你存了多少財富給子女

，可能子女揮霍亂用，很快就沒有了。

與其傳財富給子女，不如以德傳家，以

德行教化子女，將道德觀念傳給下一代

，儒家的三綱五常、仁義禮智，佛教的

五戒十善、四攝六度、八正道等等，以此

作為人生的正道，那就是真正的財富。

第四、信仰可以傳家：人不能沒有信

仰，沒有信仰，心中就沒有力量。信仰

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等等，

固然可以選擇，但信仰也不一定指宗教

而已，像政治上，你歡喜那一個黨、那

一個派、那一種主義，這也是一種信仰

；甚至在學校念書，選擇那一門功課，

只要對它歡喜，這就是一種信仰。有信

仰，就有力量，有信仰，就會投入。能

選擇一個好的宗教、好的信仰，有益身

心，開發正確的觀念，就可以傳家。

從各種方面來說，傳家之寶有很多，

也不要只以過去的信物，做為傳家之寶

，到了現代，可以把宗教信仰傳承給子

弟，把善念道德傳給兒孫，把教育知識

傳給後代，以書香、善念、道德、信仰

來代替錢財的傳承，這就看我們如何選

擇了。

第一、寶物可以傳家，　　

第二、善念可以傳家，

第三、道德可以傳家，　　

第四、信仰可以傳家。

圖／心皓

十大比丘弟子

佛陀點頭說道：「不錯！越祇國上下全

國人民，非常團結，外國的侵略不會有勝

利的把握。阿難！還有你聽到過嗎？越祇

國的人很有教養，從來不做不法的事，一

切都很合禮度，你有聽過這樣的話嗎？」

「佛陀！我知道越祇國的教育非常普及

，無論男女老少，他們都講求知識，都很

守法愛國。」阿難明白佛陀的意思，順著

佛陀的意思回答。

佛陀又再點頭說道：「如果是這樣，老

少都受教育，都知道守法愛國，他國的侵

略，是不會勝利的。阿難！你還有聽說過

越祇國的人民，孝順父母、和睦鄉親、尊

師重道、敬老恤貧，一切都合乎義理人情

的話嗎？」

「佛陀！我知道越祇國的民風淳厚，他

們都奉行佛陀的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

的教法。」

佛陀非常歡喜的再說道：「阿難！如果

是這樣，他們的國家和人民以倫理道德行

事，那就會平安幸福，不會畏懼外國的侵

略。阿難！你還有聽說越祇國的人民，信

仰宗教、恭敬沙門，全國上下都講究道德

的話嗎？」

「佛陀！我聽說過，越祇國的人民對佛

陀的教法有著甚深的信仰，相信因果，受

持五戒。」阿難知道佛陀的心，他毫不考

慮的回答。

佛陀像是沒有別人在身邊，又對阿難道

：「阿難！假使是這樣，越祇國一定是國

泰民安，他國的侵略者如要發動戰爭時，

定有甚多的顧慮。阿難！你有聽說過越祇

國的人民，不說邪語、不談妄言、家庭圓

滿、清淨無缺的話嗎？」

「佛陀！越祇國的人民，慈顏愛語，我

是知道的，他們私人的事，隱惡揚善，公

家的事，大家討論得失。」

佛陀加重語氣說道：「阿難！假使是這

樣的話，公私分清，各人自愛，他國是不

敢侵略的。阿難！你有聽說過越祇國的人

，喜歡供養沙門，多做功德慈善事業，樂

於布施的話嗎？」

阿難恭謹的答道：「佛陀！我們比丘都

喜歡行化在越祇國，在越祇國的佛化事業

，很容易推動。」

佛陀慈悲嚴肅的結束對阿難的問話，佛

陀再說道：「阿難！你和我到過越祇國，

知道那邊的國情，你和我的意思一樣，越

祇國不畏懼他國的侵略！」

大臣雨舍，聽到這裡的時候，非常佩服

，實際上佛陀的話很含蓄。

像這樣給雨舍大臣的回答，真是一位大

聖者的佛陀。

雨舍了解佛陀的意思，所以他作禮對佛

陀告辭道：「佛陀！我很懂得越祇國的人

民，同一信仰，同一思想，同一意志，同

一行為，他們全國上下團結一致，是不會

被征討而亡國的。像佛陀說越祇國有那七

個條件，他國對他是無可奈何的。謝謝佛

陀，您很忙，失禮得很，我先告辭了。」

� （待續）

生的安危，是學佛者所應該「知道」，至於其

他的瑣事，我們不但不強求知道，還應該學習

趙州禪師的「忘」字訣——忘是、忘非、忘情

、忘境，甚至忘你、忘我、忘有、忘無。

好奇地剖開牛肚子查看，果然在腹胃之間發

現那把刀，被一層厚皮包覆著，就像一把鋒

利的新刀，裝在如囊袋的刀鞘裡一樣。

多麼感人的故事，孫老漢的慈悲，讓母牛

和小牛得以享盡天年。

鶴子評論道：

驚天動地事，僅見此犢。

我讀此案，始而咋舌，既而斂容，既而墮

淚，既而起舞。

接著留詩一首：

吞刀鑿鑿莫疑虛，

叩角獨尋孫老廬。

子母乍逢仰天慟，

一時狂喜更何如。

母牛與小牛生離死別一瞬間，小牛吞刀救

母的孝心，連人類都很難做到；孫老漢慈悲

救下兩頭牛，讓牛母子重逢，是功德無量的

善舉。

徐謙．物猶如此

犢吞刀
文╱林少雯   圖／吳奕璠

天下怪事，皆出有因。一頭小牛為了救母

，竟吞下一把屠刀，小牛的孝心足以驚動天

地。

在《柳崖外編》這部古籍中，有一則值得

一讀的孝順故事。

故事發生在沭陽縣，有位殺牛為業的王姓

屠夫，有一天買下兩頭牛，是一對牛母子。

他預備先宰殺母牛，於是將母牛綑綁好，然

後去磨刀。這時有訪客敲門，他放下手中的

刀，前去開門。

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小牛趁機趕緊用嘴

銜起屠刀，跑到隔壁種地的孫老漢家門口，

用牛角抵著門。孫老漢出來一看，見小牛正

在吞刀，而且已經吞了一半，不一會兒小牛

就將整把刀全吞進肚子裡，然後對著孫老漢

哀號。孫老漢正驚訝中，這時屠夫發現小牛

和刀不見了，走過來尋找。

孫老漢知道小牛不忍母親被宰殺才吞下屠

刀，於是以雙倍的價錢買下兩頭牛，並親自

解開母牛牽回家。小牛見到媽媽，激動地哭

嚎，接著向媽媽下跪。母牛也躺臥下來，愛

憐地從頭到腳舔著心愛的孩子。

孫老漢心想，小牛吞下刀應該活不了，但

過了幾天竟然都沒事。後來母牛為孫老漢耕

地多年，小牛也在孫家耕了20多年的地。孫

老漢往生，小牛繼續為他兒子輩耕地後才壽

終。

小牛死後，當年聽說小牛吞刀奇聞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