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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但编辑杂志，还自掏腰包，
购买佛教书刊给信众阅读，《菩提
树》月刊、《人生》杂志、《觉世》旬
刊，及台湾印经处和瑞成书局的佛
书，都是我常与人结缘的礼品。我
希望大家多读多看，以便思惟与佛
法契合，成为佛教的正信弟子，作为
净化世间的一股清流。果然，当年
受我馈赠的青年，今天都能在佛教
界走上讲台，发挥了力量。我深深感
到：少少的钱，成长了佛教如许的花
果。诚然，花钱，不光是买自己的所
需，最好能买取智慧，贡献大众。

还记得二十六年前，叶鹏胜的
父亲以做僧鞋为业，卖价一双三十
元，但是我都以四十元跟他购买；
经常往来高雄和台北，在中途彰化
午餐，小面店里一碗一元五角的素
食阳春面，我都付给五块钱。人皆怪
之，我却感到理所当然：因为那时佛
教事业并不普遍，身为佛子，我只是
想尽一份微薄的力量，期能抛砖引
玉，鼓励商人多从事有关佛教的事
业，如此一来，不但商人可因佛教而
受惠，也便利了佛教徒购买佛教用
品，方便大家吃素，岂不一举两得？

我常到香港，香港的计程车经
常拒载出家人，我若乘坐一次，都
以双倍的车资给他，希望能改变风
气。后来，我更将这种理念扩及一
些贩夫工商，例如：我到澎湖去布
教，往往买了一大堆当地居民兜售
的小石子，回来之后，却不知道如何
处理是好；我到“泰北”去弘法访问，
在小摊子边徘徊良久，左看右看，
都没有自己欢喜的东西，只得给每
个摊贩泰币一百元，一百多个摊贩
都用奇异的眼光看我，我只是实践
我“小小布施”的心愿。

率团出国，观光名胜，我也总是
率先购物，俨然一付采购团团长的
模样，其实我自奉甚俭，并不需要那
些纪念品，只是我知道：随行的信徒

看到我买，就会跟进，让他们跟那些
小贩结缘，也是好事。甚至我组织弘
法探亲团到大陆时，看到徒众与商
家讨价还价，也会被我斥责，因为我
知道那些东西索价是高了一些，但
他们的生活那么贫苦，我们怎么忍
心还价。

我没有购买的习惯，但要买时，
从未想买便宜货，总怕商人不赚钱。
我以为：本着一种欢喜结缘的心去
消费购买，将使商人因经济改善而
从事产品品质的改良创新。钱，与其
购买自己的方便，不如用来购买大
家的共有、大家的富贵。如此一来，“
钱，用了才是自己的，也是社会大家
所共有的。”

一九六三年，我创办寿山佛学
院，免费供应膳宿给学佛的青年。于
是，我节衣缩食，以便支付钜额的教
育费用。不长于经忏佛事的我，也甘
愿到殡仪馆诵经，替丧家通宵助念，
并且费心于各处张罗师资。此外，我
一有了红包，即设法添置设备：一次
购买一张、两张椅凳，三本、四本图
书，点点滴滴累积下来，教室就这
样一间间增多了，图书馆也成立了
好多间。我不以为这是一种负担，
因为我始终觉得是为“大家”买的，

往事百语① — 心甘情愿
钱，用了才是自己的之二

而不是为“个人”买的。“钱，用了才是
自己的！”想来也不过是向来“以众
为我”性格的延伸。

二十年前，慈济功德会刚成立
时，我也刚在佛光山开山，即曾以十
万元赞助；就在那时，听说台中有一
位素未谋面的青年硕士欲至日本攻
读佛学博士，唯囿于经济困难，无
法如愿，我立即亲自送了十万元到
他府上；甚至我多次资助青年学者
到国外游学，以增进其阅历……，像
这种补助文教慈善之事不胜枚举。
如今，我 看到慈济功 德 会蓬 勃发
展，青年学者在佛教学术界占有一
席之地……，他们的成长促进了佛
教的发展，心中也不免欣喜。只要
我们能以“享有而不拥有”的观念来
理财，自然能时时分享到“钱，用了
才是自己的”乐趣。

一九五○年，煮云法师从舟山
撤退到台湾，我将刚裁缝好的一件
长衫送给他，从此，我在圆光寺一
袭短衫，过了两年；早年开山时，万
般困难，某法师向我借八十万元，念
及他是长者，我也尽力筹措，后来知
道他只是为了试试我的为人，心中
也有不满。我多次率团到日本开会，
团里的法师要求我替他们出旅费，
当时，我自理都稍有困难，遑论顾及
他人，但我还是多方设法，满足所
需。过去一些同参朋友在台湾生活
得不如意，即使曾经对我不起，我
也不念旧恶，时予资助解困。一些潦
倒文人也常向我要钱，我也尽己之
力，顺应所求。平日看到别人不慎遗
失钱财，一副焦急的模样，自然会
升起恻隐之心，还自愿出钱帮助，解
决困难……。我不富有，但肯散财，
我不曾因此而贫穷，“钱用了”，只要
大家能各得所需，“如同己有”，夫复
何求？只是有些厚颜之士，往往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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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开法师与曾广志对谈「缅怀师恩　老病死生」
新加坡佛光山7月12日举办佛学

讲座，礼请佛光山寺副住持暨佛光
山南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慧开法师，
及国际佛光会檀讲师曾广志教授对
谈「缅怀师恩　老病死生」。

出席者近350人，包括新加坡佛
光山住持妙穆法师、佛光会新加坡
协会督导曾炳南、副会长苏政文，
及南华大学宗教研究所及生死学研
究所学生。讲座由司仪新加坡协会
中区分会林素姗拉开序幕，慧开法
师与妙穆法师就南华大学与慈爱三
好学校参学合作协议书进行交换仪
式。

主 持人由马 佛光文化 总 编 辑
妙开法师贯穿全场，并向讲师们提
问。慧开法师以多年的研究佛学生
死学，为大众解惑；曾广志则以自身
在培训医师学生的经历勉励大家。

慧开法师根据他的最新著作《
生命的永续经营》表示，大众如何
转念？凡夫认为「生老病死」是人生

的常态，把「生」当作生命的开始，
而「死」代表结束。其实今生能把
握实力与机缘，迎接下一世的「生」
命，就可以延续无限的未来与因缘，
而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一生
就是典型的「所作皆办」。

慧开法师表示，修持念佛法门，
要以四感为基础，即感觉、感情、
感动与感应，当一切规划及准备充
足，无需畏惧死亡，只需顺应自然的
过程，生命本是永续，真诚善待生
命，坦然面对老病，自在迎接死亡。

曾广志介绍他的著作《来去自
如与生死跳探戈》，教导临终前的
正念秘籍，潇洒面对生死；坚信大
师的人间佛教，做好事、说好话、存
好心，在生活中实践三好，累积福德
资粮，就是最好的规划与安排。

（梁玉美）

后，尸骨未寒，不肖子孙即为分配财
产而争论不休，生前的所有钱财不
但带不走，尚且形成后世的祸源，
宁不悲乎？还有一些人，汲汲营营，
贪图小利，放高利贷，招人标会，于
金钱之积聚无所不用其极，到头来
倒债倒会，一生的辛苦还是归为别
人所有，宁无悔乎？佛陀在二千五百
年前，即已说明：财富是五家所共有
──水火、刀兵、盗贼、暴政和不肖
子孙，因此教我们要布施结缘。有一
首诗将这些情况描写得十分贴切：

一粒落土百粒收，一文施舍万文
收，

与君寄在坚牢库，汝及子孙享
不休。

过去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一文
不名，但是我从不自认贫乏，反而觉
得世间处处都是财富：一句好话、
一件好事、一个方便、一点友谊……
，都是弥足珍贵。后来我有了供养，
只以为这是宿因所现的福报，实不
足为道，反而深深感到：金钱如水，
必须要流动，才能产生大用。渐而
体悟到：如何用钱，是一种甚深的
智慧。而用钱最好使大众都能获得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般若宝藏，
才能使自己永远享有用钱的快乐。
所以，我深深觉得：拥有钱是福报，
会用钱才是智慧。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元
月）

子大开口，索资数万乃至百万，虽说
钱是用来消灾解难，但我不愿给予，
因为金钱是“净财”，不能让它成为“
脏钱”。

我于各处弘法时，常常留心佛教
文物的搜集。早期迫于经济穷困，往
往在旅行中省下饭钱，以充购买之
资；为了节省运费，我总是忍受手酸
腿麻之苦，千里迢迢亲自将佛像捧
回，甚至因此遭受同道讥议，认为我
是在跑单帮，经营生意，我从不加
以辩解。

一九八三年，我在佛光山增建“
佛教文物陈列馆”；一九八八年，我
在美国西来寺建了“佛教宝藏馆”；
现在，我又为巴黎古堡道场搜集佛
教法物。所有这些馆内的一品一物，
无不是我多年来如此苦心的搜集。
虽然成立以来，年年均因维护费用
的庞大开销而入不敷出，但是，从来
宾赞许的声音及眼神，我更肯定了多
年来的信念：“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看似冰冷的文物，实则蕴含了无比丰
沛的生命，以其简洁有力的方式，无
言地宣说了佛教悠久伟大的历史、文
化、艺术，这种带给人们精神上的
建设，才是无价的财宝。钱财，不只
是用来满足物质上的需要，更应该
用来庄严众生的慧命。

三十五年前，曾经有一个贫穷的
小女孩，因人介绍，前来找我，表示
要跟随我学习佛法。那时，我自己托
身何处都感困难，只有婉言拒绝，但
在她临走时，我又非常不忍，当下即

掏出身上仅有的五十元相赠，以为
她另寻佛学院，作为学道之资。没想
到三十五年后的今天，她居然以十万
倍的捐款作为报答，并且护法护僧，
不遗余力。她，就是素有“黄仙姑”之
称的黄丽明居士。对于此事，她津津
乐道，而我更加确定：“钱用了”，不
但“是自己的”，而且还有百千万倍的
利息。布施金钱，不是用来买一份
虚名，不是在于数目的多寡，而是以
一份诚心来赢得自己的欢喜和自己
的心安理得！

我不但布施他人，也常常周旋
于弟子徒众间，解囊纾困：佛光山单
位与单位间，有时或因权责问题，或
因财务困难，或因立场不同，而对某
些需要用钱的个案争论计较，我知
道后，一句“我出这笔钱”，自能化干
戈为玉帛。佛光山多年来平安和谐
不也就是我自己的收获吗？因此，我
始终坚持：“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因为我有这种“钱，用了才是自
己的”理念与不储财的性格，佛光山
也一直本着“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
方事”的宗风来安僧办道，多年来，
不但未曾有些许盈余，反而负债累
累，虽然日日难过，但也日日过去，
倒也相安无事。佛光山没有人抢着
去当家住持，争着去管理财务，大家
凭着一股牺牲小我的精神来服务社
会，奉献众生，说来也是我的福气，
比拥有金钱更具有意义啊！

反观涛涛浊世中，一些人坐拥
财富珍宝，出入汽车洋房，一旦死

（文接自第一页）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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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心中都有不同的星云大
师。其中之一，就是徒众尊循星云大
师的弘法利生步伐，令佛光山海内
外道场永续发展。」近450护法信徒
6月29日挤满了新加坡佛光山大雄
宝殿，聆听佛光山澳纽总住持满可
法师、新加坡佛光山住持妙穆法师、
澳洲南天大学人间佛教中心主任觉
玮法师话说他们心中的佛光山开山
祖师星云大师，全场座无虚席。

满可法师娓娓道来20多年前的
新加坡因为已有很多同参道友在此
弘法利生，所以星云大师没有计划
在新加坡建道场。但为了方便海外
学生和教授有一个落脚处办签证，
因此选择在新加坡的Upper East 
Coast Road设立联络处。满可法师
回想，星云大师一直提醒处事要低
调，更叮咛要广结人缘，过年过节时
也必送星云大师的新书等礼品广结
善缘。

而印象最深刻的是信徒的热忱
发心和好学，令满可法师立愿要扩
大道场以容纳更多的信众。在新加
坡12年，满可法师因星云大师的一
句话「要在新加坡做土地公」，以智
慧盖道场，加上信徒的慷慨热心护
持，最后成功在榜鹅建立了新加坡
佛光山道场。

妙穆法师表示，满可法师是他
的学佛启蒙老师，因不忍满可法师

「缅怀星云大师」佛学论坛「话说星云大师」
帮忙。

觉玮法师也在论坛中分享与佛
光山的缘起，因为一碗「随缘面」。
他笑言，当时因为佛光山义工师姐
的耐心分享，在一碗随缘面后，参与
了生平第一次的共修，没想到却因
而与佛光山结下不解之缘。34岁之
年报读佛光山丛林学院两年，感谢
信众的帮忙看顾父母，让独生女的
她得以无后顾之忧地积极学佛和行
佛。从美国的西来寺到后来的澳洲
南天大学，她最大的体悟就是功德
新回向。觉玮法师回忆说，星云大师
在为南天大学开幕时提出了「大人」
的新方向：大智、大德、大量和大行，
是缺一不可的。

觉玮法师忆述，大师说过，大学
要留在人间，让更多人可以获取智
慧的同时，也兼顾履行的重要性。
欢迎大家前来上课，即便只是密集
的五天课程，也可以当自我浸濡、充
实自己的智慧和重新学习，符合政
府对国人的期许。

最后，满可法师感谢信众的因
缘，催促大家要勇往直前，并以瞎
子提灯勉励大家「亮」起来，照亮
自己与他人，发挥「自利利他」的功
效。妙穆法师更以朗读星云大师生
前的一篇文章来供养大家，感谢和
感恩大家让佛光山得以在人间发扬
光大。（康秀金、黄婉真）

独自承担道场所有的事务，所以辞
职投入佛光山当起全职义工，最后
更因满可法师的教化，剃度出家、
弘法利生。2008年新加坡佛光山落
成，2年后，满可法师被调职至澳
洲。妙穆法师一心坚毅勇往直前，
以弘法事业为目标，在2011年成立
了慈爱三好学校，以大师的指导、
接引广大的青年，办大专青年佛学
营（IVDC），从最初只有两间大学
参与，至今已有10间大学加入佛学
营。儿童佛学班更超过300名儿童，
少年班、松鹤学堂等等，成果有目共
睹。慈善方面，从2012年转型做助学
金，不分宗教和种族，有需要就给予

待续 。。。

新加坡佛光山7月15日举办2023
年度第二期的新义工培训，30位新
义工欢喜完成培训，受证成为实习
义工。

培训第一堂课「佛门行仪」，义
工统筹组黄佩榕解说佛门中的基本
礼仪与用语，参访道场需关注的地
方。统筹组义工分组示范指导合掌、
闻讯、持经、拈香和礼拜的细节，解
释对佛门三宝应该生起的恭敬心。

「话说星云大师」，国际佛光会
新加坡协会秘书长黄耀兴，从大师
「生于忧患、长于困难、喜悦一生」
的介绍，弘扬「人间佛教」的菩萨愿
行，提倡三好、四给、五和实践人间
净土，希望新义工能多推敲奉行，
以精神多亲近大师。

司仪刘素娣解说「义工须知」，
让他们了解佛光义工需持守的行事
规范，理解佛光山的一切都是大师「
制度领导、集体创作」理念的事例。

许伟峰带领新义工一起阅读大

师的〈义工六事〉，希望新义工要以
文中「孟子见梁惠王」的故事为例，
不要问佛教或佛光山能为自己带来
什么利益，要时时反问自己能够如
何让佛教依靠、如何服务大众？

统筹组辅导法师有弘法师以照

片、影片，为新进义工导览佛光山及
佛陀纪念馆的历史与建筑巧思，并
一一介绍新加坡佛光山长年所举办
的各项活动，欢迎新义工加入这一
个大家庭。

佛光山的「宗门思想」则由妙觉
法师主讲，他带领新义工一起朗读
佛光山的宗风和宗旨，要仔细的看
佛光山的内涵、事业、人才、制度和
团队，更要奉行佛光人的座右铭 ，
不忘自己的初心、做佛教的不请之
友、不念旧恶、做人处世不变随缘。

培训尾声，新加坡佛光山住持
妙穆法师为完成培训的新义工，授
实习义工证并叮咛，要如菩萨遍学
一切法，为度一切众，唯有不断的
学习精进佛法，方能在服务大众的
时候能够应对得体，不起烦恼。而
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护持」，妙穆
法师期许新义工常到道场服务广结
善缘，成佛道上，才能受人护持。

（许伟峰）

30位新义工圆满完成培训欢喜加入义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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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12日至14日，新加坡
佛光山举办为期三天的「六月假期
儿童佛学营」。这是新加坡佛光山
在疫情之后再次举办三天的儿童佛
学营，吸引7至12岁的来自50所不同
学校的124名小学生报名参加。由新
加坡佛光山儿童班辅导法师知海法
师带领新加坡青年分团团长杨雅婷
及团员、少年班、义工老师等35人一
起策划与筹办。

第一天的活动长达12小时不间
断的活动，从早上9点开始报到至晚
上9点结束。新加坡佛光山法务监寺
如全法师在开营典礼中，鼓励学员
好好地学习三好四给，并能运用到
生活中。如全法师也特别为小菩萨
们教授佛门行仪。国际佛光会檀讲
师吕美成介绍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
大师，让学员了解师公的人间佛教
性格。晚间的节目安排献灯、拜愿，
佛光青年以〈三好歌〉、〈给〉、〈信
仰〉、〈歌颂伟大的师公〉等人间音
缘歌曲追思大师。

第二天儿童营开跑，新加坡佛
光山-「Vegrun全球复蔬公益路跑」
，每走一公里，就会有一公斤的糖和

新加坡佛光山儿童佛学营　学习三好四给

米捐赠给有需要的家庭。在炎炎烈
日下，大家都坚持走完2公里路程，
集体创作下完成了330公里。

除了环保爱地球，「I can share
我可以分享」环节也算是佛学营的
一大亮点，每个孩子除了带自己喜
欢的点心，还必须多准备一份和他
人分享，在观看电影时段边看边享
用交换的点心，透过分享结缘促进
彼此之间的友情。

第三天，小朋友们学习利用食品
铁罐作环保小手工、竞智游戏，小朋
友也亲自动手准备下午茶点心－小饭
团制作。在活动进行中，小朋友互相
帮助对方，发挥三好的精神。

儿童营结营典礼在下午4点举
行，约140名家长前来观礼和支持，

从精彩的影片花絮让及家长们看到
孩子们三天的学习成果，及孩子们
彼此之间团结友爱的精神。

小朋友和少年们一起载歌载舞
人间音缘歌曲，活泼热闹。在心得
分享阶段，陈嘉祺（8岁）、郭侑铨（9
岁）和陈佳嬣（11岁）异口同声表
示，他们都认识到三好－做好事，说
好话，存好心。陈嘉祺说他结交了
新朋友，郭侑铨表示他认识到星云
大师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人，因为
他帮助了很多人，在儿童营活动中
他也学到如何与别人分享自己的食
物。陈佳嬣强调信仰很重要，可以
让她更加认识自己，她也学习到不
浪费食物，因为很多贫困的国家人
民没有食物吃。她也表示，在儿童
营学习到很多知识和道理，她会将
三好的好处分享给学校的同学，明
年还会报名参加儿童营。

行政监寺有弘法师在结营典礼
上，以故事勉励小朋友们待人处事
要有同理心，要善待别人。与会还
有新加坡佛光山诸众法师，国际佛
光会新加坡协会理事、督导、佛光
人等共350人参与。（释心州、郑瑄）

6月17至18日，新加坡佛光山邀请
了诸位法师、教育顾问房枚赪、檀讲
师吕美成及学校辅导员姚美美，为
儿童佛学班22位义工老师授课培
训。培训内容包括：佛门行仪、火警
课程及演习、读书会、佛法概论、课
堂管理、教案回馈和课程设计。通
过这些不同的理论与实践活动，让
老师们能把所学内化及融入在教课
中。

觉清法师为老师们开示，说明
每一件事情的来源都有它的因缘，
所以老师们要让孩子从小就培养三
颗心，即结缘、感恩及幸福的心。一
个人有一颗幸福的心，就会有正知
正念，长大了才不会走歪路。身为老
师们要关心学生、用慈悲和耐心来
教导孩子。老师们也需要培养自己
在佛学上的内涵，然后和孩子们一
起慢慢成长。

新加坡佛光山法务监寺如全法
师为老师们教授佛门行仪，也提醒
老师们在五观堂与大殿应有的礼
仪。房枚赪通过一曲「寻梦园」提醒
老师们要不忘初心，要记得当初为
何要成为佛学班的义工老师。如遇
到人事的困难时，一定要与对方沟
通；备课上若出现问题，要找出问

新加坡佛光山儿童佛学班师资培训
题的症结，以便对症下药。

午斋后，学员们连同寺院法师、
义工们参加火警课程及演习。儿童
与少年佛学班，家长班在每周六450
人在道场上课，因此这场演习让学
员们学习遇到火警时，如何应对和
疏散孩子。吕美成为老师介绍佛光
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读书会理
念，让老师了解如何用「闻、思、修、
证」里的「闻」去理解篇章的内容。
行政监寺有弘法师也为老师们教授
「佛法概论」。学员们对印度佛教
史、佛门行事与佛教常识有了多一
层的认识。

第二天培训邀请姚美美上课，
主题为「老师如何在课堂上面对及
处理有过动症的学生」。姚美美生
动有趣的方法教导学员们如何识别
有过动症的同学，并运用不同的方
式来教导他们。姚美美老强调无论

小学生的行为有多糟糕，老师们要
用爱心来包容和接纳他们，更要用
灵活的方法来帮助孩子们，加强他
们的专注力以帮助他们更能集中精
神上课。

最后由儿童佛学班的辅导法师
知海法师与义工老师们讨论上半年
的教学回馈，希望通过这个环节，
让老师们提出教学时遇到的挑战和
希望可以得到改善的方法。除了鼓
励老师们在计划课程时，不要只是
依赖科技或播放视频教导，还能通
过互动游戏、图卡或手偶讲故事，
制造因缘让小朋友们在活动中行三
好四给。

由于道场的空间有限，学生人
数多，所以大部分的老师们表示上
课时的教室环境和课室管理是最大
的挑战。知海法师藉由星云大师常
说的困难来了，我们要面对它，并去
克服它，因为逆境也是增上缘，有
佛法就能有办法。并安排老师们写
鼓励的法语装入环保拉袋送给对方
为教学锦囊，希望老师们在遭遇利、
衰、苦、乐、称、讥、毁、誉八种境界
时，都能不为所动。祈愿老师们可以
在有限的空间，发挥无限的不可思
议！（释心洲、李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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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澳纽总住持满可法师、
澳洲南天大学人间佛教中心主任觉
玮法师，到不丹为南天大学招生之
际，新加坡佛光山住持妙穆法师和
新加坡佛光山法务监寺如全法师，6
月18日带领来自澳纽和新印等地的
功德主和护法信徒等33人，飞到不
丹，展开7天6夜的知性之旅。

当天抵达不丹后，从西部城市
帕罗（Paro）经2小时的路程，抵达
不丹首都廷布（Thimphu）。隔天开
展不丹之旅，自然少不了参拜人称
Buddha Point的不丹大佛、高近52
米的青铜铸释加牟尼大佛。妙穆法
师和如全法师带领大众绕佛三周、
持念释迦牟尼佛圣号，之后入内点
灯和静坐。下午参观当地的比丘尼
寺院，看到千手观音坐像。当地人
感恩观世音菩萨加持，庇佑孩子们
健康成长，都会带新生儿和儿童来
礼拜。

晚餐后，满可法师开示说，人间
佛教能应用在生活和工作上，让人
积极向上、改变人们的思想，利己利
他、同心协力，促进社会和谐、发挥
互助的精神，这与佛光山的理念集
体创作是吻合的。满可法师指出，
不丹重视教育，与南天大学的创校
理念契合。作为澳洲当地仅存的提
供应用佛教和佛教伦理课程的大

学，好教授、好老师是吸引好学生的
人力资源。他深信，种下的菩提苗
子，日后定会茁壮成长成大树，造福
人群。

第 三 天 ，往 古 都 普 纳 卡
（Punakha）途中，必经之地是108座
「英雄纪念碑」的佛塔，有人称之为
「凯旋佛塔」。晚上，觉玮法师给大
家讲了善才童子五十三参其中三参
的故事，勉励大家精进学佛。

济公活佛是普纳卡不可或缺的
景点。途经廷布首都，到了当地的动
物园看不丹的国兽羚牛，当地人简
称为「四不像」的「塔金」（Thakin）
，是马、鹿、牛和驴的综合体，受到
当地的保护、严禁猎杀。

晚餐「幸福不丹晚宴」，团员们
身穿不丹的男女国服赴宴，呈献歌
唱节目，新加坡佛光山团员带的素
粽，分享给大家欢庆端午佳节。不
丹3位不同领域的南天大学硕士班

校友简短分享，担任国家资深策画
师的Birkha（男）、女商人Tshering
和小学女教师Kinley，感谢佛光山
提供难得的浸濡人间佛教的机会，
有助他们将所学的应用在工作和生
活上。为了表示感恩，他们请了当地
的男女8人歌舞团，表演别开生面的
节目，包括神圣的面具法舞等，法师
们也应邀上台与六月寿星们一起欢
切蛋糕、演唱〈四海都有佛光人〉。
同行的司机和导游们，也精彩的唱
颂表演，两地文化交流的晚宴在欢
乐声中结束。

到不丹，不能错过帕罗的爬山体
验，爬上供奉莲花生大师的虎穴寺，
也是大家体力与耐力的考验。

隔天清晨，团员们与送行的导
游和司机们相互感谢，祝福。并祈
愿不丹国家和人民让佛教得以永续
发展，法水常流。（康秀金）

新加坡佛光山幸福不丹之旅　效仿五十三参

中国湖州法华寺方丈印可大和
尚经新加坡般若净苑苑长传显法师
的牵引，与果正法师、常安法师和
法灯法师一行5人，7月7日参访新加
坡佛光山。住持妙穆法师带领住众
法师、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督导
许超才、会长周应雄、副会长苏政
文接驾。

印可大和尚表示，此次参访的
原因之一，是为了让协助重建道场
的法灯法师，在仅有的小土地以现
代结合传统并善用土地，以新加坡
佛光山做为参考。妙穆法师介绍大
殿后，率众人到二楼抄经堂、多功
能的海会堂和图书馆，以及四楼的
净土堂参观，并一一讲解道场的用
途及功能。妙穆法师分享当年在建
道场时，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
赠予「以智慧建道场」作为勉励。

在滴水坊享用午斋时，身为佛
光山法子的印可大和尚以「佛光四

句偈」回向，赞叹四句偈包含了六度
四摄，大师创立的国际佛光会体现
了僧信平等，就连滴水坊的点餐单
也是重复使用，达到环保的功能。

妙穆法师以《百年佛缘》、《人
间佛教的行者》和《国际佛光会新
加坡协会30周年刊》送给印可大和
尚；并以星云大师的著作《人间佛
教回归佛陀本怀》和《我不是呷教
的和尚》赠送每一位来访法师，期
许法师们带着大师的法身舍利回去
慢慢阅读。（知祯）

中国湖州法华寺方丈
印可大和尚参访

佛光山开山祖师
星云大师圆寂

纪	念	 特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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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不厚是因为弟子没能像其他师
兄们，能待在师父身边学习；法缘
不薄，弟子还没出家前，每每看见师
父，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师兄说：师父正在乘愿再来的路
上。师兄说：师父永远在我们心里。
师兄说：师父在西方极乐净土，您的
莲花又大又庄严。

但是，弟子还是想问：师父，您，
现在在哪里？

是的，正如师兄们说的，师父永
远在我们的心里，师父在乘愿再来
的路上。师兄说：缅怀师父最好的方
法，是实践人间佛教。又如保和尚的
叮咛：我们要以师父的精神为依靠、
不懈怠。

人往往是失去了才会珍惜。很
久以前，师父就说他来生还要做和
尚。弟子一直不敢说：「师父，弟子
来生要继续跟随师父」。现在，弟子
期望来生再与师父延续师徒缘。祈
愿师父早日乘愿再来，弟子一定跟
紧一点，向您学习人间佛教。

 

 敬爱的师父吉祥，
当常住宣布师父已经圆寂时，

空气、时间仿佛静止。这一天，终究
还是降临了。

大年十六，收到消息的义工们，
纷纷回到道场，帮忙拆除农历新年
装饰、布置灵堂。一直放在大殿中
央的师父消灾禄位，被换成黄色的
超荐牌位时，弟子问自己：「这是真
的吗？」直到师父的遗照被挂起来
时，弟子不能不接受，师父上人，已
经离开这个世间了。

第一次见到师父，是在2012年
新加坡举办的万人三皈五戒典礼，
那时我是法务组的义工。还记得师
父上人抵达新加坡佛光山时，停车
场挤满人，师父坐在轮椅上，合掌跟
大家打招呼，后来甚至站起来，微笑
着让大家拍照。当下觉得，师父是一
位和蔼可亲的老爷爷。

第二次见面，是在2013年8月本
山的传灯楼，师父百忙中为新马的
信徒开示。当我们排队想供养红包
给师父时，师父却没有收起红包，而
是把您厚厚软软的手掌伸出来，看
着我们微笑，一一与我们握手。那时
候的我，能摸到师父的手掌，就像小
朋友见到偶像一样地开心。

在山上读书时，记得有一天做
完早课，排班从美术馆前走至云居
楼，师父在选佛场的茄苳树下看着
我们，进到斋堂时，每个人的碗里都
有一颗热热的大包子。原来，师父
是要我们吃得饱。

最近翻阅着在丛林学院做的笔
记，发现原来师父一直都为我们开
示。您说：「有困难要自己解决，要
靠自己；肯定自己、勇敢一点」；师
父还说：「学佛弟子要淡泊，但不随
便。有愿心就有力量，才有未来」。

2016年师父大病一场痊愈后，
学院老师一旦发现师父出来跑香，
就会带着我们去唱歌给师父听，不
论我们唱到破音、或走音，师父永
远都会高高的举起手比「赞」。

最后一次近距离接近师父，是
在2018年弟子的丛林学院毕业典
礼，弟子带着妈妈与妹妹，参观在
传灯楼的一笔字。师父与长老师兄
们刚好经过，当弟子向师父介绍家
人时，师父举起手向妈妈说了一声
谢谢。师父圆寂后，看着师兄们纷
纷分享与师父的合照，很遗憾当年
应该鼓起勇气，恳请与师父合照。

师父与弟子的法缘不厚也不薄。

智慧法语
文/知育

星云大师的智慧非一般人的智
慧，应该像我们说的般若智慧。每
当要和大众开示分享佛法时，都会
想到大师的书籍来做参考。大师都
会使用日常生活中的情况，让大家
都很快的能够接受。

例如在教导「如何与别人有好的
关系？」大师会說：「狡辩不如木讷；
多言不如沉默；妄动不如待机；忙碌
不如料理。」以此来增加个人的品格
修养。

如何对治生活上的困境？大师
要我们学习：「从前尘往事里跳出
来；从悲苦伤感里跳出来；从灰心
失败里跳出来；从好恶分别里跳出
来；从伤害阴影里跳出来；从名闻利
养里跳出来。」

如何活得自在?大师会讲：「对
感情要不执着不舍弃；对五欲不抗
拒也不贪念；对世间要不讨厌也不
贪求；对生死要不恐惧不迷惑。」

如何与别人有好关系？大师会
讲：「人我不比较；彼此不计较；违
逆不生气；好坏不分别；受辱不怀
恨；见好不嫉妒。」

 在大师的书籍里，还有很多事
物都可以让我们学习，可以让我们
生活得更圆满。感谢星云大师写了
这么多利益生命的书籍，也让我们
有机会和大众分享结善缘。

致师父上人的一封信
文/知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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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佛 光 山 二 ○ 二 三 年 八 月 及 九 月 活 动 表
AUGUST AND SEPTEMBER 2023 PROGRAMME OF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活 动 ACTIVITY 日 期 DATE 星 期 DAY 时 间 TIME
庆生会 6/8

线上
直播

日 Sun

10:00 am - 12:00 noon
大悲忏法会 13/8, 24/9 10:00 am - 12:30 pm
地藏法会  (卷上)

20/8
9:15 am - 12:00 noon

地藏法会 (卷中、下) 1:30 pm - 4:30 pm
上佛供 10:30 am
供僧法会 27/8 11:30 am
焰口法会 2:00 pm - 7:00 pm
慈悲三昧水忏 (卷上)

3/9 线上
直播

10:00 am - 12:30 pm
慈悲三昧水忏 (卷中、下、总回向) 1:30 pm - 6:00 pm
为考生祈福法会 17/9 10:00 am - 12:00 noon

法 会 Dharma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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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星云大师的认识，早期是
通过普门杂志及从大师的著作如《
星云日记》丶《往事百语》丶《人间
万事》里获悉。大师弘法的大愿，大
师对人生的期许丶对待生活的哲理，
也启发我归依在大师座下学习。

大师在著作里都不会自我标榜，
我对大师的行仪，除了从《传灯》 
《浩瀚星云》《云水日月》等传记里
读到，后期都是从大师弟子、学者
著作中对大师的描述、赞叹中略知
一二。

直至2O11年因缘际会至本山参
加短期出家。某天被安排到佛馆出
坡，恰逢大师至佛馆巡视工程与我
们相遇。大师特意停下行程慰问，並
与戒子们一一握手。当时感觉大师
的手掌异常宽厚温润，似有一股暖
流淌入心扉，让人莫名感动。

后来在大师侍者的文章中读到
大师曾经站立在冬天冷冽的晨露
中，只为了给宾客送行。在等候时大
师向待者要热毛巾敷手，侍者以为
大师畏寒，大师这时才表示用冰冷
的手与宾客握手不好意思。此时愚
钝的我才惊觉大师处处为人着想，
照顾別人感受的行仪，就如大师曾
经回答信徒的提问说：“我的密行是
对人好“。大师平等的关怀，感动並
折服了所有人的心。

身为大师为什么还需要在天都
未亮的时刻为宾客送行呢?

在国际佛光会会员信条中，大
师写下：我们尊重会员大众，来时欢
迎去时相送。

从这里可以看出大师是身体力
行的实践者，他所提出的修行法门、
理念，都是大师修行经验的結晶，而
不只是口号。

来时欢迎去时相送
文 / 陈永汉

新加坡协会副督导长
为了兑现2012年对新加坡信众

的承诺。间隔一年，星云大师又莅
临新加坡弘法，此次弘法大会主宾
邀请到总理李显龙先生。原本的安
排是大师与主宾一同出场，但是大
会时间已到，主宾还未现身。众人
提请大师稍等，但是大师对时间观
念很看重，不愿信众苦等，执意出
场，並说我是为信徒大众而来。

大师的千金一诺，心心念念为
佛教为众生，虽然大师暂时离我们
而去，但他的精神，他创导的人间
佛教是他的法身所在。我们都要传
承，並将对大师的思念化为动力，更
努力，更积极的推广人间佛教。

微笑也是修行
文 / 区凤贤 

新加坡人间佛教读书会代领人

从小除了跟着妈妈去拜拜和听
她述说着一些民间习俗，我对宗教
信仰的认识很少。直到遇见了大师，
我才开始接触佛教，并对正信的佛
法有更多的了解。

记得有一次大师在室内体育馆
的弘法会上，分享了一个“哭婆与笑
婆”的故事。雨天，卖雨伞的女儿生
意兴隆；晴天，生产米粉的女儿忙
着晒米粉，两个女儿都忙得非常开
心。这个故事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任
何事情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以乐观
的态度看待生活，往积极向好的方
面去想。

还记得有一次在大师的弘法会
上，有位观众问道：工作忙碌，日夜
颠倒，没时间去寺庙里，如何修行？
大师非常温和地回答：你可以给别
人一个微笑！微笑可以给别人带来
快乐，与人结下善缘，这也是修行。
这段简洁而深刻的回答，让我感受
到佛法的智慧。

大师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将佛
法融入生活，让我领悟到佛法的博
大精深。唯有对佛法的教义有更广, 
更深的了解，才能将佛法融入生活，
实现大师所提倡的生活佛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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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新加坡佛光山  社教课程总表
佛 学 课 程

序 课程名称 时间 授课老师 堂数 地点
星期二 Tuesday

1 《金刚经》导读 10:00am –11:30am 妙觉法师 32 2楼 会议室
2 English Dharma Class-Intermediate 8:00pm – 9:30pm 呂美成老师 32 3楼 滴水书坊
3 佛门行仪 8:00pm – 9:30pm 如全法师 8 1楼 大殿

星期三 Wednesday
4 妙慧读书会 ～ 《金光明经》 10:00am –11:30am 妙穆法师 32 2楼 会议室
5 佛事助念班（发心司法器者; 需经面谈） 8:00pm – 9:30pm 如全法师 24 4楼 西方堂
6 English Dharma Class - Sutra 8:00pm – 9:30pm 萧仲文老师 32 4楼 教室

星期四 Thursday
7 佛法概论 10:00am –11:30am 知祯法师 32 2楼 会议室
8 禅话禅画-早班（材料另收费） 1:30pm – 3:00pm 妙裕法师 32 2楼 会议室
9 English Dharma Class - Basic 8:00pm – 9:30pm 知育法师 32 4楼 教室
10 禅话禅画-晚班（材料另收费） 8:00pm – 9:30pm 妙裕法师 32 2楼 会议室
11 基础法器班 （发心司法器者; 需经面谈） 8:00pm – 9:30pm 钟玮娴老师 24 4楼 西方堂
12 禅修A班 （需具佛学基础；着修道服） 8:00pm – 9:30pm 有弘法师 32 1楼 大殿

星期五 Friday
13 抄经修持班（着修道服) 10:00am – 11:30am 知海法师 32 2楼 会议室
14 禅修B班 （需具佛学基础；着修道服） 8:00pm – 9:30pm 妙裕法师 32 1楼 大殿

星期六 Saturday
15 家长读书会 7:30pm – 9:30pm 妙裕法师 24 2楼 会议室

星期天 Sunday
16 松鹤学堂（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日） 2:00pm – 3:30pm 陈永汉老师 8 4楼 教室

才艺課程
序 课程名称 时间 授课老师 堂数 地点

星期二 Tuesday
1 卡通漫画班 1:30pm – 3:00pm 萧承财老师 16 2楼 会议室

星期三 Wednesday
2 粉彩绘画班（材料另收费） 10:00am –11:30am 林美云老师 16 4楼 教室

星期四 Thursday
3 周四YOGA早班 （取消）  9:30am –11:00am 吴剑鹏老师 16 4楼 钟鼓楼
4 周四素食烹饪班（材料另收费）不接受当天报名 10:00am –11:30am 陈梅桂老师 16 B1  大斋堂

星期五 Friday

5 儿童敦煌舞蹈A班 （进阶）K2- P6 7:00pm – 8:00pm 黄莉莉师姑 16 B1  教室

6 儿童敦煌舞蹈B班 （初级）K2- P6 7:00pm – 8:00pm 黄莉莉师姑 16 2楼 图书馆

7 中国彩墨画班（材料另收费） 8:00pm – 9:30pm 林禄在老师 16 4楼 教室

8 中医医疗保健班 8:00pm – 9:30pm 成文鸾医师 16 B1  义工室

星期六 Saturday
9 儿童6F全脑训练班（材料另收费） 1:15pm – 2:45pm 颜宁老师 16 4楼 教室
10 儿童珠心算班（材料另收费） 3:00pm – 4:30pm 颜宁老师 16 4楼 教室
11 成人敦煌舞蹈B班- 初级 3:00pm – 4:30pm 黄莉莉师姑 16 4楼 钟鼓楼
12 成人敦煌舞蹈A班- 进阶 4:30pm – 6:00pm 黄莉莉师姑 16 4楼 钟鼓楼
13 素食烹饪周六班 （材料另收费）不接受当天报名 4:00pm – 5:30pm 陈梅桂老师 16 B1  大斋堂

星期天 Sunday
14 人间音缘合唱团 1:30pm – 3:00pm 郭淑萍老师 24 4楼 教室

主编：妙穆法师

读作一个人、读明一点理、读悟一点缘、读懂一颗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