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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就算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聾

子、瞎子、啞巴，只要有
心就好，因為禪在心裡，
禪不是用眼、口、耳來學
的。

真善美新聞營 兩岸學子喜交流

圖／資料照片

如何修行正法
文／星雲大師

什麼是正法？我們要如何修持正法？

人與人之間有人道，人道就是正法。世

上的忠孝、慈悲、信義，這些倫理道德

都是正法。我們想在社會上求財，不能

用邪法、外道，要用求財正法。此外，

在感情上、人情上，不論什麼道，也都

有其正法。應如何求得正法呢？在《正

行經》裡提到四點：

第一、精進聽聞正法：修持正法的首

要態度，就是以一顆精進的心，多聞薰

習，如此才會對正知、正見有所了解。

聽聞能知道理，聽聞能知意義，最重要

的是，聽聞會增加自己的信念。所以許

多人在聽聞正法，追求正當的宗教信仰

時，會感到正法之味，如飲甘露，會勤

求正法而不覺得疲厭，因為在樂法裡，

會獲得更多的法喜。

第二、精進護持正法：《梵網經》說

：「聞一言謗佛音聲，如三百矛刺心。

」正法就是世間上的正義、世間上的公

理。對於正法，我們必須努力不懈的護

持。在佛教裡，我們常用「護法」來稱

讚正信的佛弟子；一位充滿熱忱的護法

者，還會為信仰、真理而犧牲奉獻呢。

第三、精進演說正法：為使正法利益

眾生，我們必須時時宣揚和解說正法。

《金剛經》說：「若有人講說四句偈，

勝過三千大千世界七寶的布施。」意思

是廣為眾生演說正法，令人深信因果，

止惡向善，散播菩提種子，社會必定美

好，這種功德是勝過布施物質的功德。

第四、精進修行正法：任何艱巨的工

作，無不是勇猛堅持才能完成；光明燦

爛的前途，無不由精進不懈而得圓滿。

精進的力量，能使人驅策前進，不生畏

怯，自然能克服困難，道業增長。修行

人要透過實修，方能體證、覺悟，圓滿

自己。若不精進修行，則如金礦未經開

採，終不能得。

諸佛皆是修行在人間，成佛在人間，

唯有聽聞正法，護持正法，並且演說正

法，修行正法，在浩瀚的宇宙中，發揮

正知正覺的力量，才能成就佛道，為個

人及大眾留下善美深遠的影響。

第一、精進聽聞正法，

第二、精進護持正法，

第三、精進演說正法，

第四、精進修行正法。

護生畫集

鵝聽講經
文／林少雯   圖／豐子愷

淨因寺沙門慧遠養一鵝，嘗隨聽經。每聞

講經，則入堂伏聽。泛說他事，則鳴翔而出

。 ──唐‧韋述《兩京記》

〈鵝聽講經〉也是一個關於禽類聽經學佛

的故事，這飛不遠也飛不高的鵝，很有人性

，更有靈性，是一隻神奇的愛聽和尚講經說

法的有情眾生。

這一幅護生畫出自《兩京記》這部書，內

容是關於當代的高僧慧遠法師和一隻愛聽經

的鵝。

《兩京記》又稱《兩京新記》、《東西京

記》，為唐代韋述所撰，成書於唐玄宗開元

十年（七七二），原有五卷，今僅存一卷。

內容並載隋代開皇、大業至唐代開元年間的

西京長安、東京洛陽，故稱兩京，對其街坊

、官舍、園林及時人掌故多有記載，頗有時

譽，今僅存長安部分。北宋宋敏求著《長安

志》與《河南志》，多參考此書。

話說，慧遠法師在淨因寺講經說法時，他

飼養的一隻鵝總會搖搖擺擺地穿堂入室，走

到講堂找個位置，安靜地伏在地上專心聽講

。講堂上其他聽經的法師和信眾早已見怪不

怪，更不會有人把牠趕出去。

這隻愛聽經的鵝，可能前世是位修行人，

這一世受因果業力牽引投生畜牲。雖然成了

一隻鵝但習性未改，不忘念經聽經的功課，

繼續前世的修行，所以聽到法師講經，很自

然地就來到講堂安靜聽課。

另一個可能的推測，這隻鵝前世不是修行

人，只是今生與慧遠法師結緣。雖沒有人形

，但是在大師身邊經常聽到出家人課誦經文

，受到了薰陶，自然而然隨著法師們聽聞佛

法，聽多看多了以後，讓牠成了一隻佛教信

鵝。

鵝愛聽經？

牠真的能聽懂嗎？

說也奇怪，慧遠大師講經時，這隻鵝會走

進來安靜聽講；當大師講完經，鵝就會起身

嘎嘎叫幾聲，拍拍翅膀走出講堂。由此可見

，這鵝當然聽得懂，否則怎麼會知道何時該

離開呢？

有靈性的鵝，聽經時可能比在座的徒眾還

更心無旁騖，也更了解經意呢！世間事無奇

不有，鵝愛聽經也就不稀奇了。

生命書寫

文／丁學蓮 

不限年紀 的成熟

【特派記者曾博群北京報導】「星連心．

兩岸真善美新聞研習營」聚集37位來自台灣

16所大學的新聞、傳播相關科系學生參加，

16日從桃園機場飛抵中國大陸北京光中文教

館，進行為期六天的兩岸文化交流之旅，為

有志於媒體事業的青年學子，在由課堂邁向

職場的路途中，提供跨世代知識平台。研習

營17日在北京大學舉行開營典禮，隨後展開

參訪相關媒體與科技企業的行程。

真善美新聞研習營由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

育基金與社團法人中華文化推廣協會，於

2022年共同成立，宗旨在於培養一批兼具責

任感與競爭力的媒體精英人才，以適應新時

代的變局以及傳播產業改革之所需。

北京光中文教館   接待台灣學子

參與成員包括佛光山佛光大學、佛光山南

華大學、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大

學、台灣藝術大學、輔仁大學、世新大學、

高雄科技大學等新聞傳播相關領域的大學生

及碩博士生。隨行團員還有台師大科工學院

副院長劉立行、醒吾科大新媒體傳播系李大

華教授、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李貞怡教授

等學者及資深媒體人；營團長為世新大學副

校長楊盛昱。

北京光中文教館執行長慧宜法師歡喜接待

遠道而來的台灣學子，勉勵大家發心學習，

猶如彌勒菩薩思惟像，不管為人處事或待人

接物，用慧眼看世界，遍觀一切。

開營典禮由北京大學副校長方方代表致意

，他表示，北大建校126年來，秉持蔡元培

老校長「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教導，是

最早面向台灣地區招生的大陸高等學府之

一，促進兩岸交流的願景始終如一。方方期

待，在活動與交流中，青年學子為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增添新生力量。

營團長楊盛昱表示，開營儀式能在北大舉

行，意義重大；對所有學習新聞、從業新聞

者而言，是夢的實現也是夢的開始。星雲大

師自2009年設立「星雲真善美傳播獎」，頒

發給年度內表現優異報刊、廣播及電視的新

聞從業人員，希望媒體能多加報導社會善美

的好事，多歌誦人間善美的訊息，以提升人

性真善美的一面。

星雲文化教育公益基金會祕書長張靜之表

示，求真是新聞工作者的職業精神，求善是

新聞工作者的態度，求美則是價值追求，舉

辦兩岸真善美新聞研習營的初衷，旨在培養

有責任感與競爭力的媒體精英，以優秀作品

鼓舞人心，讓兩岸大學生互相學習、互相成

就。

學習尊重與聆聽   媒體正向發展

兩岸學子分別由台大王貞茹、北大孔維佳

代表發言。王貞茹表示，走對的路、做對的

事是對美的判斷，每個文化都很不同，學會

尊重跟聆聽，媒體亦同，傳遞正向循環，期

待兩岸青年有更多交流，讓下一個世代在相

對健康且永續的環境下成長。

孔維佳則強調，台灣與大陸一水之隔，兩

岸在文化教育學術頻繁交流之下，誕生許多

優秀作品，期盼有更多交流，以文會友、以

心交心，度過難忘且愉快的時光。

開營儀式結束後，由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

院接待團隊，在副院長田麗帶領下，引導台

灣學生參觀校園，特別是知名景點「一塔湖

圖」，是北大校園內三個著名地點的概括，

即博雅塔、未名湖和北大圖書館。

時值冬日，未名湖結冰期間則為滑冰場，

來自台灣的大學生頗感新奇，紛紛穿上冰刀

鞋，穿梭在如鏡的冰面上，盡情享受滑冰的

樂趣。

另外，為慶祝「佛陀成道日——法寶節」

，北京光中文教館在18日備辦了3700碗臘八

粥，由光中各分團50餘位義工，駕車分送北

京故宮、鳳凰網、光中書院主講人、社教班

老師、文教館等友好單位，廣結好緣。

⬆換穿冰刀鞋，台灣學子在未名湖體驗滑冰

樂趣。

⬆「星連心．兩岸真善美新聞研習營」聚集

37位來自台灣16所大學的新聞、傳播相關科

系學生，17日在北京大學舉行開營儀式。

 圖／記者曾博群

那年我告別校園，邁入職場，在英語教學

機構擔任執行編輯。為了拍攝教學影片，選

了一個假日安排一眾外語老師及幾位幼兒園

小朋友，在租借的郊區片場準備度過緊湊的

一天。

那日天氣炎熱，小巴士一路搖晃，將近一

個小時的車程才到達目的地。大家魚貫下車

，擺置物品，開始試妝與梳化。由於角色需

要，孩子們臉上也要用安全顏料塗成動物造

型，這時一個男孩不耐煩道：「好難受喔，

我不想塗這個在臉上。」

正當我想著要如何回應，一旁正在上妝的

小女孩不假思索接口說：「就只是忍耐一下

子而已，又不是要你天天都這樣。」這句話

不只安撫了那個不耐的男孩，也讓我感到醍

醐灌頂；更由於這句話出自一個幼兒園大班

的孩子，更令我有些自慚形穢，內心也不禁

想著，究竟是怎樣的教育能讓這個孩子，小

小年紀就如此成熟懂事？

她不僅將自己分內的事情做好，還能給予

團隊助力，讓拍攝順利進行。

之後的我，繼續在職場上磕磕絆絆，面臨

不同挑戰的時候，總能想起那個下午，即使

已記不清女孩的樣貌，卻銘記著她用稚嫩嗓

音說的「成熟之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