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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對別人的侮辱、傷害、毀

謗，不要太放在心上，它
有時可以成為我們修行道
上的肥料，能成就我們的
道業。

全球佛青聚佛光山 交流智慧創新
七月的意義
文／星雲大師

受道教中元普度開鬼門的想法影響，

一般人認為「七月」是諸事不宜、不吉

祥的月分。在佛門裡，七月十五日卻是

「佛歡喜日」，這是源於佛世時，每年

雨季來臨，僧眾不外出托鉢，精進用功

，稱為結夏安居。經過三個月，在七月

十五日圓滿這天，所有僧眾向佛陀報告

修行體悟，佛陀非常歡喜，因此稱「佛

歡喜日」。此外，在這個月中，信徒發

心布施供養、法師應供、民間祭祀祖先

、感恩父母。七月的意義很多，以下四

點說明：

第一、七月是僧伽自恣月：《四分律

》載：「解夏之日，僧眾集會，自恣懺

悔以得清淨，故為僧自恣日。」佛世時

，僧眾在每年四月到七月雨季時期結夏

安居，專心修持，觀照身心，清淨身口

意三業，這是養深積厚、自我沉潛修行

的時期。

第二、七月是發心功德月：經云：「

僧如大地，能長養一切善法功德。」出

家眾仰仗修行，進德修業；在家信眾以

供僧功德，福慧增長。也由於信徒布施

道糧，供養有道、有學的出家人，讓他

們沒有物資的缺乏，而能積極弘法利生

，將佛法遍布世間，居士於此因緣供僧

，可謂護法護教的菩薩行。

第三、七月是報恩孝道月：《盂蘭盆

經》記載，目犍連尊者為了救度母親脫

離餓鬼之苦，經佛陀教示，在僧自恣日

設齋供僧，以此功德回施母親，脫離三

途之苦，始有盂蘭盆會。在家信眾以妙

味飲食供養三寶，不但現世父母福樂享

年，乃至能蒙無量功德，得救七世父母

。因此每年七月，寺院循例舉行盂蘭盆

會以追思父母及歷代宗親，令現世者增

福延壽，往生者超生淨土。

第四、七月是生亡普度月：「普度」

，即普施餓鬼諸種飲食。佛經記載，阿

難尊者一夜在靜處思惟，焰口惡鬼來告

訴阿難，三日後即將命終，墮餓鬼道。

阿難大為驚怖，趕忙到佛陀座前祈求救

度，佛陀教示，若能布施飲食予恆河沙

數餓鬼等，非但不落此道，而且能延年

益壽，遇事吉祥。因此，在七月普度歷

代祖先同時，擴而普施有情，為其說法

、皈依、受戒，不再造業受苦，生亡兩

利，成就菩提。

七月是一個善美的月分，佛門講「日

日是好日，月月是好月」，在七月發心

供僧，修諸福德，慎終追遠，感念親恩

，這些不都是很美好嗎？甚至國際佛光

會提倡七月是「孝道月」、「慈悲月」

，為何要醜化七月，為了無稽之談，讓

自己活得鬼影幢幢呢？什麼是真正七月

的意義？有以上四點。

第一、七月是僧伽自恣月，

第二、七月是發心功德月，

第三、七月是報恩孝道月，

第四、七月是生亡普度月。

護生畫集

鹿去不歸
文／林少雯   圖／豐子愷

生命書寫

文／蔡淇華

藏得很深

【人間社記者楊媛甯、楊育鈮、李柏翰高

雄報導】相隔五年，全世界佛光青年終於再

相聚。2023年國際佛光青年會議，來自全球

五大洲、23個國家地區近千位佛光青年，7

月13到16日共聚佛光山，向佛光山開山祖師

星雲大師致敬，主題課程包含：運用「智慧

與創新」設計出打破框架的沉浸式體驗、各

國特色互動交流課程、蔬食創意市集，緬懷

星雲大師人間音緣音樂會等，近一半的青年

首次來到台灣佛光山，都非常珍惜此次與會

機緣。

佛教靠我   青年創意弘法

14日開幕典禮，國際佛光會世界佛光青年

總團執行長慧傳法師表示，當年92歲的星雲

大師於師徒接心時說：「我要用生命來保護

你們，我還有什麼事情能為你們服務嗎？」

這句話一直在大家心中，現在的我們應發願

、思考「如何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發揚」。

國際佛光會署理會長慈容法師表示，星雲

大師常說「佛光山是大家的，要常常回來」

，勉勵青年把大師的話、理念與人結緣，豐

富自己的內在，也讓人生更幸福、平安、充

滿智慧。

慈容法師為新成立的瑞典斯德哥爾摩分團

、美國芝加哥分團授證，並授證全球48位佛

光青年白象幹部、善財╱妙慧講師。法師鼓

勵青年將佛法融入於生活中，運用智慧帶領

青年團，經驗傳承。

青年們回到佛光山，感念信仰讓彼此相識

、締結緣分，大會特別準備「禮祖」的環節

，讓青年傾訴對星雲大師的感謝。

此外，會議改變以往團務報告的方式，除

了影片分享，首次加入「沉浸式」體驗，讓

青年實際感受全球青年的特色活動，包含「

佛館密室逃脫」、紐西蘭「三好四給文化節

」等，帶領大家一起挑戰闖關、歡唱人間音

緣、問答互動，分享彼此的創意弘法活動，

激發佛教靠我的落實方式。

青年發揮創意，設計探索星雲大師的空間

帳篷。帳篷融和現代元素，打造具有禪意與

修行氛圍的空間。其特色以「星雲」為發想

，有星星與雲朵的錄音抱枕，抱枕內有五段

大師的聲音，彷彿是大師的開示，青年可以

在這當中感受智慧和慈悲的力量

佛光歌詠隊新專輯《星願》，也將數位發

行。歌詠隊隊長熊哲群說，專輯取名為「星

願」是期許能傳承星雲大師一生弘法的願心

，希望聽眾因為聽到大師的詞句或在佛法上

的體會獲得感動。

信仰傳承   明年柏林再見

15日「話說星雲大師」論壇，邀請佛光山

文化院院長依空法師、國際佛光會祕書長覺

培法師及國際佛光會青年發展委員會主任委

員陳澄慧、副主任委員史庭如分享。

依空法師說起大師給他「一碗炒麵」故事

，是大師關懷弟子的恩情；他在當下發願，

效仿大師一生只為佛教。也勉勵青年要有「

佛教靠我」的精神，才能圓滿自己也圓滿別

人。

覺培法師分享，大師一生就是「給」，在

各地辦教育，讓菲律賓的孩子跳舞、巴西的

孩子學足球，「給」就是佛光山不一樣的地

方。「我們沒有失望的權力」，勉勵青年要

持續做對的事情，多親近善知識，不要忘了

初心。

陳澄慧分享1994年與星雲大師在紐約結緣

，大師鼓勵他參加短期出家修道會，期間安

排空間讓他可以練習法國號；後來發現原來

是大師的方便接引，他發願要以音樂弘揚佛

法。

論壇的第二階段，以嶄新的「魚缸論壇」

概念進行，青年分享想對星雲大師說的話、

生活中或青年團遇到的問題等等。諸位法師

勉勵「遇緣則有師」，鼓勵青年要願意成為

更好的自己，在青年時期種下佛教的種子，

讓自身走到的地方都是淨土，讓身邊的人都

能感到平安幸福。

16日閉幕典禮，由慧傳法師主持，於會議

中決定2024年國際佛光青年幹部會議將前往

德國柏林。期許青年將四天會議的點點滴滴

，化為一股力量，將菩提種子在世界各地生

根發芽，讓信仰傳承、法脈永流傳。

⬆佛光青年發揮創意，設計探索星雲大師的

空間帳篷。慈容法師（後左3）、依來法師

（右3）、慧傳法師（後左2）、覺培法師（

右5）、如彬法師（後左1）、妙笙法師（右

4）、覺多法師（右1）、有度法師（右2）

一同體驗。 圖／中華佛光青年總團提供

⬆2023年國際佛光青年會議，來自5大洲、

23個國家地區近千位佛光青年相聚佛光山。

法師和青年13日禮祖後，在如來一代時教廣

場合影。 圖／人間社記者慧裴

⬆中華佛光青年總團（左）將國際青年總團

會旗，移交給明年大會承辦柏林佛光青年分

團（右）。慈容法師（後右6）、慧傳法師

（後右7）與青年歡喜合影。

 圖／人間社記者林家禾

博山西關李氏家，畜一鹿最馴，見人則呦

呦鳴。其家門外皆山，鹿有時出，至暮必歸

。屬當秋祭，例用鹿。官督獵者急，無所獲

，乃向李氏求之。李氏不與。獵者固請，李

氏遲疑曰：「姑徐徐。」其日鹿去，遂不歸

。 ──曾衍東《小豆棚》

讀完〈鹿去不歸〉這則護生畫的故事，心

中感到好歡喜。故事中，主人與他飼養的一

頭鹿，心意相通、語言無礙，人鹿即時感應

道交。鹿獲得訊息後，趕緊逃命遠去，主人

救了心愛的鹿，使牠免於一死，從此倘徉於

山林中。

這個故事出自《小豆棚》，內容講述在山

東博山一處叫西關的地方，一戶李姓人家的

事。李家人養了一頭鹿，這鹿性情溫馴，見

到人總是呦呦鳴叫著，彷彿向人請安問好似

的，與人十分親近。李家上上下下都很喜愛

牠，把鹿當成家中一分子般地疼愛著。

李家人沒有把這頭鹿關在畜欄裡，而是給

牠完全的自由，讓鹿在家中、院子裡無拘無

束地自在來去。鹿是屬於森林的眾生，李家

大門外就是山林，因此這頭鹿

也常走出家門，在樹林裡吃草

或奔跑遊玩，李家人一點都不

擔心，因為天黑了牠就會自己

回來。

某一年，當地官府照例又要

舉辦秋季祭典，一般這種祭典都會將鹿當作

祭祀的供品。為了這場祭典，官府早早委託

獵人入山捕獵，但是巡捕了幾天，山林裡怎

麼都找不到野鹿的蹤跡。

秋祭即將登場，獵人交不了差，十分著急

，腦筋竟然動到李家那頭鹿身上。獵人於是

前往李家登門拜訪，與主人商量，想買這頭

鹿當作祭品應急。

這頭鹿可是李家上下的心肝寶貝，主人當

然不會同意。但獵人為了要向官府交差，一

直苦苦相求，李家人很為難，只好使出緩兵

之計，對獵人說：「我家那頭鹿正好不在呢

，不知跑到哪兒玩去了。您不必著急，明日

再來吧。」

待獵人離去後，李家主人不知對鹿說了什

麼，那頭鹿好像完全了解主人的心意，當天

就離開李家，從此再沒回去了。

李家的鹿，不但懂得察言觀色且與主人心

意相通，主人希望牠逃命去，跑得愈遠愈好

，再也不要回家來，牠全都懂。雖然人和鹿

都捨不得對方，但為了保命，這頭善解人意

的鹿也只能向主人告別，遁入山林。

學生畢業了，送來卡片，說很想叫我一聲

「爸」。其實，我早就把他當成自己的兒子

了。三年前在教室裡遇到他，孤獨、無助、

徬徨，家庭、身體、功課、心理，無一沒問

題。我告訴他：不用擔心！我會陪你三年。

（其實畢業後，還會繼續陪。）

陪著他，將生命的問題一個一個解決，然

後他持續選我的課，參加我的社團，愈來愈

優秀，能力愈來愈強，甚至得了好幾個校外

大獎。靠著這些獨特的學習歷程，申請特殊

選才，上了頂大，未來也有獎學金支持他的

生活。

他說，我將愛藏得很深。他說：「我可能

再也找不到毫無血緣，卻愛我至腹的人。」

其實許多許多老師，都愛學生至深，只是

他們用不同的言語，不同的表情，想表達的

都是「愛」！

有生之年，我們會繼續愛下去，當你們的

第二個爸爸、媽媽，或許老師們都不懂得如

何說愛，但希望你們能發現，那一分藏得很

深的愛，會陪你們很久、很久，一直到時間

忘了時間，仍未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