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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星云	感念师恩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圆寂纪念特辑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没有带来，死也没有带去”，回
顾自己这一生，我不知道曾为人间带来什么？但我带走了
人间多少的欢喜、多少的善缘。我难以忘记多少信徒对
我的喜舍、对我的护持、多少同门的祝福，我也难以忘
记刻骨铭心的助缘。我这一生所受到的佛恩、友谊，真
是无比浩荡，我应该在人间活得很有价值。我愿生生世
世为佛陀奉献，为大众服务，以此上报四重恩。

如果大家心中有人间佛教，时时奉行人间佛教，我
想，这就是对我最好的怀念，也是我所衷心期盼。法幢
不容倾倒，慧灯不可熄灭，期愿大家未来都能在人间佛
教的大道上继续精进，大家相互勉励，共同为教珍重。

欲阅读全文,请扫描以下二维码:

An Honest Revelation — An Open Letter
by Ven. Master Hsing Yun, 1927-2023 

Each one of us came into this world empty-handed, and will leave empty-
handed. Reflecting on a lifetime, I cannot tell you what I have brought into this 
world, but I shall take with me the joy and good affinities of this world.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many devotees who have happily given and supported me, as well as 
the blessings of many fellow practitioners. Nor will I ever forget all the conditions 
that have assisted me, as they are etched into my heart. All the blessings of the 
Buddha and the friendships I have formed in this lifetime are truly magnificent; I 
feel my life in this world has been lived with great value. I vow to devote lifetime 
after lifetime to the Buddha and to serve all beings, thereby repaying the four 
types of gratitude. 

The most fitting way to honor my memory and my sincere wish is for everyone 
to bear the teachings of Humanistic Buddhism in mind and always practice 
Humanistic Buddhism. The banner of Dharma cannot be toppled. The lamp 
of wisdom must never be extinguished. I hope everyone is able to continue to 
progress on the great path of Humanistic Buddhism, to support 
and uplift each other, and to nurture our own well-being for 
the sake of Buddhism.  

(An except from the original passage)

Please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read the full passage:



2 |  佛光世纪

2月5日下午5时，佛光山开山祖
师星云大师在庄严的念佛声中，安
详圓寂，享耆寿97岁。全球佛光山道
场于2月6日至13日，开放民众吊唁，
让信众拈香念佛，追思缅怀。与此
同时，数万僧信二众也陆续从世界
各地回到高雄佛光山，向大师献上
最后的敬意。

一连七天，不论是在本山或是
各地佛光道场的治丧处，全球僧信
二众都虔诚地诵念“南无本师释迦
摩尼佛”佛号，以感恩大师的慈悲教
诲与无私奉献。

2月13日上午9时， “佛光山开山
祖师星云大师圆寂赞颂大典” 于高
雄佛光山云居楼举行。现场逾有5万
名海内外各界贤达代表、社会大众 一颗永恒的星

赞悼星云大师
星云大师一向欣赏宇宙那宽广

无边的境界，也自许在浩瀚宇宙间，
虽如星星般渺小，但却能在黑暗中
给人光明。大师是一颗永恒的星，
他的慈心悲愿遍布人间；大师是一
颗永恒的星，他把美好的因缘留给
人间；大师是一颗永恒的星，他如
同一盏明灯照亮人间。大师是一片
浩瀚星空，伴随众生左右；大师是
一片云水法海，让人间佛教永传世
界。

虽然深知大师法身只是短暂告
别，也相信大师很快将乘愿再来，但
是大众依旧心存不舍，每当忆起大
师的点滴教诲，眼泪仍忍不住在眼
眶里打转。

从这一期的《佛光世纪》，我们
将开辟名为“浩瀚星云，感念师恩”的
专栏，让大家通过文字、照片与图
片，一同缅怀我们敬爱的星云大师，
述说我们对大师的感谢与心中话。

大师在《真诚的告白》一文中
提到：“如果大家心中有人间佛教，
时时奉行人间佛教，我想，这就是
对我最好的怀念，也是我所衷心期
盼。”我们希望借此方式，继续积极
推动人间佛教，鼓励大家从彼此的
短文中相互学习，在佛道路上继续
精进，不忘初心。

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圆寂
以及全球佛光人参与典礼。各地佛
光道场也直播典礼过程。数十万名
僧信夹道跪迎，恭送大师法体真身
坐塔巡礼佛光山一圈。这一刻，双
手合十，顶礼跪拜，是大众表达内
心无限感恩的唯一方式。在佛号声
中，大众以至诚的心祈愿大师能早
日乘愿再来，继续带领僧信二众，共
建人间净土。

大师法体真身于中午移往台南
大仙寺举行“圆寂荼毘大典”。晚上8
时，大师真身舍利回到佛光山万寿
园，并于大师真身舍利堂，举行 “佛
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奉安仪式” ，
场面殊胜。大师圆寂荼毘大典，在
数千位全山徒众齐声祝祷中，圆满
落幕。

新加坡佛光山悼念星云大师
星云大师圆寂，新加坡佛光山立

刻暂停所有对外活动，道场自2月7日
至13日，每天开放让公众前来拈香、
抄经回向、念佛号，以缅怀大师。

大师一生为佛教奉献所有，为
众生竭尽所能，从文化、教育、慈善
与共修四大方面培养佛教人才，推
广人间佛教，受各界人士敬仰。来自
宗教界、文教界、政商界等代表纷
纷前来向大师献上至诚的敬意。

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
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星
云大师这一生努力不懈地在世界各
地推动佛教文化与思想，并且积极
建设慈善机构，他杰出的贡献难能
可贵，令人赞叹，也感染了不少的信
徒。”

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
张志贤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
透露自己有幸与星云大师有过数面
之缘。在他眼中，对方是个充满智
慧和慈悲心的人。他也表示，希望
佛光山会把星云大师的精神发扬光
大，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

大师弘法五大洲，不少新加坡
民众或曾聆听过大师的开示，又或
阅读过大师的书籍，与大师结下一

份善缘。一连七天，每日逾有上千位
公众前来吊唁，以表对大师的感恩
之心，并向大师做最后的告别。许
多佛光人更是每天前来道场。除了
来当义工，协助维持会场秩序，也
在值班之余，抄经回向，念诵佛号，
深深缅怀师父上人，回忆大师的慈
悲教诲。

此外，新加坡佛光山住持妙穆
法师以及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督
导长沈清发，也带领法师与信徒代
表回山，出席2月13日的“佛光山开山
祖师星云大师圆寂赞颂大典”。众人
带着虔诚的心，在大师法身前顶礼
叩首，感念师恩，跪别敬爱的人生
导师。

无法亲临现场的信众，也通过
网络直播，参与典礼。500多名信徒
聚集在新加坡佛光山观看典礼。当
典礼唱起《惜别歌》时，大家都难
掩内心的激动与不舍，默默地落下
眼泪。

虽然大师的法体真身已离开，但
是他却留下了无限的智慧与慈悲。
新加坡佛光山将秉承师志，以人间
佛教为宗风，继续弘扬正法，福利社
会，才不辜负大师对大家的期望。

内容取自《联合早报》各项报导；经删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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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念师父
文/释妙穆

新加坡佛光山住持

法灯不灭
文/释妙裕

新加坡佛光山执事

慈悲伟大的师父！
虽您的法体真身不能与弟子同在， 
但您的真身舍利和精神永留人间。 
师父啊！师父 ！ 
您如一盏明灯， 
愿您能赐给弟子信心坚强的明灯，
让弟子能早日点亮心灵的明灯及找
到自我的本性。 
师父！请您放心， 
弟子会遵循您的教诲，将人间佛教
推广五大洲， 
如《大智度论》阐述：“为令法不
灭，当教化弟子， 
弟子展转教，如灯燃余灯。” 
可见，传灯能使佛陀的法脉展转相
传而不绝， 
代表佛法延续不断、永不穷尽。 
弟子会继续行菩萨道， 
以慈悲智慧在人间为众生服务、落
实三好、四给的行持。

2023年2月5日晚上，接到最不
愿意接受的噩讯，星云大师舍报圆
寂了。师父啊！师父！您真的不在了
吗？刹那间眼眶已湿润了，徒儿心中
非常明白师父您年事已高，奈何根
身的老病，徒儿心中仍有万般的不
舍。

师父啊！师父！是您的慈悲与包
容引领愚诚弟子从渲染尘世找回内
心的清净，是您赐给了愚诚弟子法
身慧命。

师父您曾经说过，“佛光山是给
出来的”、“佛光大学是给出来的”，
师父一生都在“给”。给人信心、给人
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记忆犹
新的是在2005年，师父上人来新加
坡办“寺庙讲习会活动”，曾有友寺法

师提问：“新加坡很小，已有200多间
道场，为何佛光山还来建道场？”师
父上人缓缓地回应：“新加坡很小，
交通非常发达，各类交通都有，政
府为何再建地铁？是为了给人方便，
给人有更多的选择。”全场报以热烈
的掌声。

师父啊！师父！是您将“人间佛
教”播种在全球五大洲，广利群生，
普利大众，让 人间充满 欢喜和希
望。在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佛法，让
人间布满了佛法富贵人！师父啊！师
父！您法身的光和热，何曾离开过我
们，犹如《金光明经》中云：

一切诸海水，可知其滴数，
无有能数知，师父之寿量；
析诸妙高山，如芥可知数，

无有能数知，师父之寿量；
一切大地土，可知其尘数，
无有能数知，师父之寿量。
愚徒心中伟大的师父，
祈愿您早日乘愿再来。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再续法缘
文/魏彣锥

新加坡佛光山信徒代表

大师在元宵节离我们而去，给
我很大的启示，深深体会到他不是
一个普通的出家人，他是一位乘願
再来的大菩萨，一位救度众生离苦
得乐，推广人间佛教的导师。

大师把深奥难懂的佛经、佛教
义理用淺白的语言文字教导信众，
广度众生深入经藏；成立佛学院，培
养了数以千计的出家众；更创建了国
际佛光会及全球两百多間道场，倡
导集体创作，尊重与包容等等理念，
让我深感佩服，贊叹……

大师留下了这么多的佛教书籍、
人间音缘，这都是他的法身舍利，永
远与我们同在……

祈愿大师乘愿再来，广度众生，
再续法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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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缘
文/卓顺发

新加坡佛光山功德主、太平紳士 JP BBM(L）PVPA

感念师父	 	 闪亮到永恒
文/沈清发

新加坡协会督导长

2006年，我担任新加坡榜鹅佛
光山建寺筹委会主席，多次与星云
大师见面。依稀记得，大约10多、20
年前，一位师兄向我订做一张特大
号的床褥，当我知道是为星云大师
准备的，我决定与大师结缘，那是第
一次与大师接触。

2013年，在新加坡体育馆，佛光
山的大型法会，我被安排当领班，
参与法会的信徒有整万人。这是我
第一次参与这么大型这么庄严的法

会，当时非常紧张。星云大师慈祥的
对我说：“不用紧张，慢慢来，慢慢
学，不用太担心，事情总会圆满。”

在我的心中，星云大师很和蔼可
亲，就像是朋友、亲人，家人，总是温
文尔雅，很亲切地跟你讲话，开示分
享，让人打从心里钦佩他，尊重他。

我非常喜欢大师的“四给”给人
欢喜、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方
便。佛光山和星云大师对我的人生
理念和思维影响很大，同时让我更

坚定、更坚持慈善事业的目标、理念
与信心。

感恩大师。愿大师乘愿再来，普
度众生！

2012年11月，星云大师法驾到
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主持“三皈五戒
暨为社会大众祈愿祝祷”。我当时
是刚上任的新会长，听不太懂大
师说些什么，但我知道大师开示时
说：“不管好事坏事，要有力量，要
用智慧，再加上使命感，就有了担
当，就能解决问题。”这几句话就
这么陪着我走到今天。

我深深感激大师在谈到对新
加坡的印象时说：“新加坡是小而
巧、小而美，就像全世界最珍贵的
的东西—钻石，不就很小吗？”我
告诉自己，我们一定要发心让新加
坡佛光山作为这颗小钻石的一小丁
点，跟随着大师的智慧之光，继续
闪亮到永恒。

2013年11月，大师再次法驾新
加坡，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为狮
城大众献灯祈愿祝祷。三皈五戒

大典完毕，大师邀请李显龙总理上
台献花。李总理感谢佛光山与国际
佛光会新加坡协会精心举办大会，
让大家为新加坡祈福。李总理进一
步肯定了新加坡佛光山发挥慈悲的
精神，服务社会大众，尤其大师提倡
的“四给”及“三好”，体现佛法教导人
们互相包容，和平共处，促进社会

和谐。
对我而言，除了感激大师和李

总理，我们要以行动报恩，我们不
能辜负大师的教导及国家和社会给
予我们的肯定和支持；我们要做个
好公民、好信徒和好的佛光人！

敬爱的大师，祈愿您早日乘愿
再来。

大师风范
文/陈友明

新加坡协会顾问

在大师圆寂荼毗的前夕，我们聚
集在大殿，观看银幕上播放的视频，
为大师齐唱师父颂。我有感而泪流。
大师这一生为佛教走过来的路是如
此得艰辛，饱受欺辱。然而大师从
未低头，从未退缩，分秒必争弘法利
生，无怨无悔奉献牺牲。大师是人间
佛教的行者，是娑婆世界的导师。

2005年4月7日是我一生难忘的
日子。趁大师莅临新加坡弘法之便，

当晚佛教总会邀请大师与四众弟子
分享他的智慧与经验，我有幸参与
协调工作。来自全国各地道场的僧
信两众挤满了菩提学校的大礼堂，
大家都期待聆听大师的演讲。面对
那些棘手、无知、刻薄、带有刁难的
发问，大师丝毫不在意，从容自在，
以慈悲和包容的心态一一解答；在
场的信众赞叹大师的智慧和宽容。
岁月匆匆，转眼都快十八年了，当晚

的情景历历在目，我看到了一代宗师
的风范。在学佛的道路上，我知道自
己已经找到了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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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照亮宇宙的星光
文 / 许超才 (安心)、陳慕妹 (普会)

新加坡协会督导、檀讲师

2023年2月5日正月十五元宵节，
佛光山开山祖师—推行人间佛教的
行者—星公上人在众人欢庆节日之
际，安祥捨报！

虽然知道 这是一次短 暂的告
别，来日还有相聚佛缘的一天，但是
我仍然无法按捺内心深处的悲伤与
不捨……

深切缅怀我们的星公上人非言
语和笔墨所能表达和道尽！

这七天，在佛殿伴随着声声南
无释迦牟尼佛号，在佛号声中我含
着泪水，遥祝星公上人回到寂静的
星空，用他微弱但能量强大的星
光，照亮宇宙，继续为迷失的人们
指引方向！

星公上人 “一半一半” 的座右铭
教会我们对一切不圆满抱着包容，
忍耐与宽容接受的精神。

我的泪水中交杂 着感 恩与忏
悔！

忏悔的是无法让两个孩子在上
人的教诲下，圆满为道场服务的心
愿！不过欣慰的是孩子没有忘记大
师的言行教导，在各自服务的领域
发挥大师的悲愿，实践“但愿众生得
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精神！在
您的法体真身前行九拜也无法报答
您的恩泽！

1983年拜见您的时候，弟子就已
经体会到您的 “无缘大慈、同体大
悲” 的宏大胸怀！《人间佛教．佛陀

本怀》一书道述星公在人间的教化，
您並未离去，您为法忘躯，身教！您
给予人们的鼓励和包容如同佛陀！

星公上人 发 愿乘愿再来做 和
尚，但愿我们能再相聚……

我已在 新加坡佛光山25 年左
右，也见过好多次大师。让我印象
最深印的是在2012年，真正跪在大
师面前，与大师握手问候。记得那
年我们东二分会组团到本山与大师
暖寿，当时我还是东二分会会长，
很荣幸我可以代表新加坡信徒供养
红包及向大师祝寿。我跪在大师面
前，双手合掌，大师可能看我紧张，
就伸出手来握着我的手，微笑地对
我说：“我要去新加坡啦！”当时我的
心放松多了，而对大师说：“欢迎，欢
迎！大家都好期待大师您的到来。”
大师的法相简直是与弥勒佛一样，
一直微笑着望着我，非常亲切，似
父亲一般的模样。当时我的眼淚已
经在眼球里打转了，怕忍不住，快快
对大师说：“我们新加坡见。”之后住
持觉诚法师说：“宝金你真有福报，
大师还握着你的手。”

大师教会了我很多事，其中印象
最深刻的是在2016年11月份发现舌
头长了个瘤(舌癌)。当报告出来时，
心里当然害怕，但想到大师说的“与
病为友”，就接受吧！癌症又不是绝
症，切除就没事了。没想到2017年8
月份又发现甲状腺外长的瘤，只过
了九个月又来找我。记得当时我在
旅行社，刚拿出支票簿要开支票，
接到医生来电说：“你要放下手上的
东西，过两天就要动手术。”当时我
都儍了，怎么又是我。我还记得医生

在电话里说：“我知道你是可以接受
的，你很正能量，别的病人我是不会
在电话里通知的。”我当下又想到“与
病为友 ”，告诉了医生：“你等我十天
旅遊回来，再动手术吧。”当时我发
願在这十天里诵21部药师经、49部
阿弥陀经。真的很不可思议，一回
到新加坡两天就马上动手术。在不
知不觉中30次的电疗和6次的化疗，
一切都顺利完成 。

大师虽然圆寂，但大师的智慧
精神永存。我非常荣幸认识了佛光
山，跟随大师的人间佛教，让我们

以病为友
文/陈宝金

新加坡协会公关

学习到三好、四给，也非常感谢诸
位法师的教导与叮咛“不忘初心 ”，
才能让我在生活上、工作上充满正
能量，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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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ds “Wo shi fo” - “I am 
a Buddha” continue to ring in my 
mind. With these words come the 
concepts of the 3 Acts of Goodness 
(Do Good Deeds, Say Good Words 
and Harbour Good Thoughts) 
and the Four Givings (Give Others 
Confidence, Give Others Joy, Give 
Others Hope and Give Others 
Convenience).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may have physically left us, but his 
spirit and teachings will continue 
to be with us and guide us. We, as 
Fo Guang Ren, will continue our 
journey to propagate the goodness 
of Humanistic Buddhism. 

I may not have been 
studiously reading the sutras nor 
conscientiously attending the 
weekly spiritual cultivation at Fo 
Guang Shan, however, I will try to 
practice the Venerable Master’s 

I am a Buddha
By Chow Ying Hoong

President of BLIA Singapore Chapter

teachings, so that he will continue 
to guide me in spirit through his 
writings. Personally, this has been in 
some ways reflected in my handling 
of family matters, associating with 
friends and people I encountered, 
at my workplace and during my 
community work.

In our daily lives, we inevitably 
face ups and downs, we encounter 
positiveness and we also encounter 
very challenging people and 
circumstances. When dealing with 
difficult situations, the concept of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and the 
Four Givings should be our guiding 
light. These can provide us with the 
appropriate answers in such difficult 
encounters.

We have to make tough 
decisions, but compassion and 
wisdom will be there to guide us 
in making the right actions and 

decisions. Personally, when I face 
tough challenges, recalling the 
image of the Venerable Master’s 
compassionate smile helps me to 
calm down and recompose myself. 
With contemplation, the right 
answers will come to my mind.

Thank you, Venerable Master. 
Your spirit and teachings live on. We 
shall strive to be good Fo Guang 
Ren, to propagate Dharma through 
culture, to foster talents through 
education, to benefit society 
through philanthropy and to purify 
human minds through spiritual 
cultivation. May Buddha’s light shine 
on the universe; the Dharma water 
flows in all five conti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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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ook my Refuge and Precepts 
under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in 2001 in Singapore. On the 
occasional visits he made to this 
small island, I had the pleasure of 
meeting him. No words exchanged 
but a few photos taken with him.

Then why did I feel so 
much heartache (心痛) with his 
passing… I cannot explain this 
feeling as well.

As I recall, Venerable Master 
has always been gigantic stature 
to me and when he walks with the 
wind blowing at his monastic robe, 
he always appeared grand, calm 
and impressive with the entourage 
behind him. His voice had always 
given me the feeling of truth, of 
understanding, of compassion 
and of great love for sentient 
beings. With all the information 
flooding in now after his demise, 
I am overwhelmed by what this 
Grand Master has achieved in his 
lifetime. His humble beginning, the 

Venerable Master are always by my side
By Serene Loh

President of BLIA Singapore Chapter, East 1 Subchapter

difficulties he went through when he 
first landed in Taiwan, his foresight in 
choosing the site for the present Fo 
Guang Shan temple. The expansion 
to Buddha Memorial and the Fo 
Guang Shan Sutra Repository. His 
Dharma water has reached out to 
the five continents and touched the 
lives of many with his wise words in 
his book ‘Humble Table, Wise Fare’ 
and numerous volumes of books 
which he has written.  

How could a man achieve 
so much in his lifetime. Venerable 
Master never felt that he had 
achieved anything, he never felt 
he possessed anything.  Yet during 
his wake and funeral, he had 
EVERYTHING. From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came to pay their 
last respects to the monastics who 
lined the road from the Buddha 
Memorial to his final resting place, it 
is undeniable how much influence 
he had over all of us.

Even now as I write this, my 

tears flow because this Venerable 
Master has touched my heart 
(心) with his selflessness, his 
compassion, his nothingness and 
his grand passion in propagating 
Humanistic Buddhism. I am 
grateful to have Humanistic 
Buddhism as my companion 
and Venerable Master’s words 
of wisdom when I need help. 
Actually, Venerable Master you 
are always by my side. 

Thank you,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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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y memories, I had only a few 
close encounters with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In reality, these 
encounters were often very brief, 
sometimes just a few minutes or 
even a few seconds, but every 
time I met Venerable Master, he 
always gave me a sense of warmth 
and familiarity. Each encounter 
brought me great benefits from his 
teachings, both in his actions and 
words. I would like to share some of 
these experiences with everyone.

In 1997,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visited Singapore and gave a 
Dharma talk at the Kallang Theatre. 
I was amongst the audience, 
listening to Venerable Master’s talk. 
Since I could not get a ticket, I had 
to watch the live broadcast outside 
the theatre. As the talk was about 
to begin, I saw Venerable Master 
walking slowly towards us from afar. 
Suddenly, he stopped not far from 
where I was sitting and said, “I’m so 
sorry to let you people sitting outside. 
Next time, I’ll ensure that all of you 
can sit inside.” At that moment, I 
thought to myself, Venerable Master 
is such a dignified person, but he still 
apologized to us. I felt that he was 
so humble and compassionate. His 
action made me admire him deeply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Venerable Master came to give 
another Dharma talk in 1998, and 
this time it was held at the Singapore 
Indoor Stadium, which had several 
times more seats than the Kallang 
Theatre. This time, I was fortunate 
enough to get hold of a ticket to 
attend Venerable Master’s talk. 
What impressed me further was that 
Venerable Master really walked his 
talk, he meant what he said. Lesson 
learnt is that we must deliver what 
we promise.

In year 2000, I was in Fo Guang 
Shan, Kaohsiung attending the 
BLIA World Headquarters General 
Conference.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saw so many monastics lining up 
all the way from the ‘Non-duality 
Gate’ to the ‘Buddha Selection 
Court’, greeting the delegates 
from all over the five continents 
“Welcome home, Welcome home” 

Lessons From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By Herman Chia

PR Director of BLIA Singapore Chapter

in unison. Then, I was moved to 
tears. I asked myself, what is it 
that I deserved such treatment. 
In reminiscence, isn’t this what 
Venerable Master taught us: ‘To 
greet our guests warmly on every 
occasion 来时欢迎,去时相送’. This 
has caused a lasting imprint on my 
memory and on many occasions 
when I am called upon to receive 
the many local or overseas guests, 
I always try my best to make all 
feel at home.

Whether it was attending 
conferences or participating in 
various activities at FGS Kaohsiung, 
Venerable Master would always find 
time to connect with everyone. As 
he once shared with us during his 
meeting, ‘Time is life and that we 
must not waste our life as well as 
that of others‘. In my observation, 
Venerable Master would always 
start and end the meeting on time. 
No time wasted. Again, I took upon 
this as a lesson learned. So, during 
my term as a division president at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I would 
follow the footsteps of Venerable 
Master to never waste people’s 
life; to conduct meeting in a timely 
manner.

These are some of the 
teachings that I have picked up 
from the various short encounters 

with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which are very inspirational and I 
constantly try to actualize them in 
my daily life. Now that Venerable 
Master has passed on, his legacy 
of his teachings and wise words 
can be found in many of his 
writings such as 佛光菜根谭 (Fo 
Guang Roots of Wisdom), 星云
智慧 (Hsing Yun’s Wisdom), 迷悟
之间 (Between Ignorance and 
Enlightenment), 往事百语 (The 
Hundred Sayings Series), 人间万事 
(The Many Matters of Life), etc. As 
lay disciples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we must continue to 
honour his legacy and memory by 
propagating Humanistic Buddhism 
far and wide. 

May Venerable Master achieve 
a swift and auspicious rebirth!

Homage to Our Teacher 
Sakyamuni Buddha.

游苛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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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三会愿相逢
文/钟玮娴 (钟安善)

基礎法器班老师

这是我妈（戴淑德女士）在1997
年游说我皈依，听讲座时说的：“大
师很老了（当时70几岁），我们要快
快皈依，要去听大师讲经。”

可对我来说：大师是是谁呀？大
师很老了，又关我什么事？但，我还
是陪着妈妈一起到室内体育馆去听
我生平的第一次佛学讲座—大宝积
经，欣赏第一次的梵唄，不听则已，
一听，竟然欲罢不能。大师的扬州
腔，我似懂非懂，但一句的“浪费时
间，就等于浪费生命”我听懂了，豁
然有种“大师你懂我”的感觉。一连3
天的讲座，原本只答应去一天，结果
不但圆满了3天，也同时皈依了。

同年，佛光山举办封山典礼，我
妈说：“要封山了，以后没得去了，现
在一定要去看看。”我晕了，佛光山？
寺院？没有热水澡？用茅厕？还要住
一个星期？暗地里想：3天我就要下
山了。可是到了上山，完全自打脸，
住的是刚赶工完成的云居楼，3000
人一同用斋的大斋堂，还有大师巧
妙的运用了佛光山的地形，打造的
净土洞窟。在当时满可住持的介绍
下，我认识了阿弥陀经，认识到大师
的慈悲。大师对佛法的灵活变通，

善巧方便，大师的四个字四个字的
法语，浅显易懂，乃至口号也都让人
朗朗上口，三好、四给等等，无处不
是落实佛法生活化。大师的精神与
佛陀的法音一样无处不在。

7月15是佛欢喜日，我暗自的称
道：正月15一定是星云大师欢喜日，
他终于放下万缘，舍报去了，他为自
己做好了准备，也一直在为他以后
的缺席而做了准备，无憾了。

如果大师是弥勒菩萨再世，那
我便是有幸得与菩萨龙华三会中的
一会，更祈愿努力精进在以后的二
会再相会，乃至于无限期的再相会！

等	您
文/萧仲文

新加坡佛光山檀讲师

慈悲伟大的佛陀
请您聆听弟子对您的祈求

九十七年前
您将您的弟子送到这娑婆
在这三千界里点燃佛光之炬
在这五大洲里灌溉法水之流

在这纷争忧扰的秽土建设人间净
土
在这尔虞我诈的城市带来人间福
报

星云大师穷一生精力牺牲奉献
为我们带来了人间希望佛国净土

       星空浩瀚云常飘
       云游四海星普照

慈悲伟大的佛陀 
今天大师欢喜捨寿
回到您的座下
向您汇报他这八十年的弘法事业
向您诉说他为众生对您的祈求
只因他一句“我愿意”的承诺.....

您一定会听得津津乐道
您一定会为您这菩萨弟子的事业
欢喜赞叹

不过
请您尽快把他归还
我们佛光人
在此佛光净土等待星云大师的归
来导航

慈悲伟大的佛陀
请您应允我们的祈求...

大师的“交通部长”
文/张丽丝

新加坡佛光山义工

自1997年起，星云大师连续几
年到新加坡弘法，满可法师给我的
任务就是负责大师、随团法师、萧
师姑等众的交通安排，随即就被冠
上了“交通部长”的雅号。

记得有一次，我安排了车子接
大师，大师突然对我说：“由你开车
载我！”就立马坐进车子，突如其来
的举动吓了我一跳，我不敢推拒，
只好徐徐地开动车子。当车子驶到
道场附近的一条小路，两旁皆是高
大稠密的树林，大师二话不说，调下
车窗， 探头去吸了吸清新空气中满
满的负离子，满足微笑着。在一旁的
我，被大师的喜悦感染，心情也放
松了。

我每次上山都珍惜能够拜见大
师。记得2018年初回山，法堂书记妙
广法师告知大师我在山上，问到：“
新加坡交通部长张丽丝你记得吗？
她想见您。”

大师自中风后已经减少会客，岂
知大师答：“是老朋友，要见！”

我从妙广法师口中听到”老朋
友“这三个字，令我非常感动。我只
是一个这么渺小的小人物，大师竟
然还记得我，甚至把我当成了老朋
友，我心存感恩！我何德何能有这
样大福报！

大师亲切如父亲，让我心怀感
恩。大师，我会奉行三好四给，生生
世世做个有情有义的佛光人！

1997年先父鍾健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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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大师的因缘
文/刘玲玲

新加坡佛光山义工、著名艺人
有了星云大师，才有佛光山，才

有幸福美滿的家庭。记得十年前的
某一天，在总住持觉诚法师的引领
下，拜见了大師，心里好感恩。跪拜
在大师的面前，让他双手一握，整身
像有一股暖流从头透至脚底，心里
有好温暖、好感动、好想哭的感觉。
过后到台湾本山參加水陸法会，回
新加坡後发現因緣轉變了！想尽办
法十多年，都无法实现的心愿，亲

近佛山光不到一年竟然实现了！对
大師有说不出的感恩、感激、感谢。
再加上兒子祥祥从两岁就一直被佛
光山照顾至今，那份情怀更是无法
言喻。而我也因为大師的字与教育，
让我的人生走向光明，增加知识、
见解，理解处世之道，有了健康的
心灵。他的圆寂，让我千万般的不
舍，我心里也千万般的感恩，这一位
大家最敬爱的导师！上星下云大师。

师公，我能为您做什么
文 / 谢月卿
儿童佛学班老师

敬爱的师公，
感恩您的慈心悲愿，让我有这

因缘在新加坡佛光山听闻佛法，学
习唱诵和欢喜种福田，进而提升智
慧，同时拥有少烦少恼的人生。

师公填词的《我愿》，让我感触
很深，歌词中“我愿做一根蜡烛点燃
自己, 照亮别人……”帮助我学会“放
下” 我执而发起内心慈悲的愿力来
帮助大众。

师公走了…… 我哭得很伤心，
但我还是默默地护持着道场的吊
丧仪式。每念一句“南无本师释迦

摩尼佛” 都让我内心感恩师公爱撒
人间，留下的 “福田” ，当下自己心
许会继续用心耕耘，不辜负师公一
生的付出。

“师公，我能为您做什么？” 我一
直悲伤地问自己。

瞬间念头兴起：”我要努力用心，
把来临的儿童班开学典礼做好。”

记得开学典礼结束时，我们在
大殿和众师父们一起唱“师父颂” ，
我默默含着眼泪对师公说：“这些儿
童班的小菩萨和少年是我们今年
佛学班的学生，请庇佑他们用心学

佛，懂得珍惜因缘；请加持师父们
拥有健康的身体，继续带领我们这
些义工、老师和家长，在菩提道上
稳步前进，把佛法弘扬下去。”

感恩师公！让我懂得珍惜生命
每一个当下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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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羽教授与我，一人一边挽着大
师的手臂走出会场，那应该是我最
亲近大师的一次了。

一年后2013年，星云大师应诺
回到新加坡弘法，室内体育馆座无
虚席，法会结束后，我在休息室再
次与大师会面，那时我向他介绍《
星云大师点智慧1》的电子书，还跟
他说，就是看了大师那张右手食指
一竖的照片，让我灵机一动，大师法
语开示的系列就叫做“点”智慧好了。
之后的几年，通过新加坡佛光山，
我也陆续收到大师赠送的墨宝，“点
智慧”、“智慧创新”、“吉祥”、“云淡风
轻，柳暗花明”；之后，为了2017年新
明日报创刊50周年庆，我与2名记者
在2016年到高雄一趟，向大师求墨
宝，后来大师挥毫“人民心声”以兹鼓
励，这幅墨宝至今还高挂在新明编
辑室的入口处。

许多信徒和法师都美慕我，通
过整理《星云大师点智慧》系列，每
天都能与大师隔空接心，佛光山新
马泰印教区总住持觉诚法师就曾对
我说：“你比我们很多徒弟都要亲近
师父啊！”然而，听到这样的话时，
我总是心生惭愧自省，天天亲近菩
萨，心有否改进？行为是否渐好？
还不是需要天天扫心地，希望日趋
渐善?星云大师圆寂后的这些日子，
我收到不少询问，认识的、不认识
的，问说《点智慧》系列是否还会在     
《新明日振》继续？

星云大师2月5日在台湾高雄佛
光山圆寂，13日于大仙寺茶昆圆满。
我在13日于高雄出席大师的圆寂赞
领典礼之后，14日下午从台北回到
新加坡，之后的几天，我一直收到
各界朋友的询问，他们知道我去了高
雄，对于大师舍利子之事充满好奇。
我说我也很震撼，因为通过照片，我
看到的许多舍利白皙、光滑、圆润，
宛如珍珠般大小的圆形结晶，一些
散落，好些还坎在洁白的遗骨中，更
有无数小舍利，色泽多为洁净般乳
白，但也有黑、蓝、黄和红等琉璃光
色的圆形坚固子，漂亮极了。我想，
许多人都与我有同样看法，这是大
师一生修持、利益众生、功德圆满
的结果。

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这10多年
来几次与大师见面的情景，一次是
在2012年于新加坡佛光山的人问佛
教座谈会，安排星云大师及新加坡
两位曾获“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奖”
的媒体人林任君、郭振羽，以“幸福
与安乐”为主题，畅谈当代社会所需
要的人文关怀，我当时是讲座的主
持人。我还记得向大师介绍我是《
星云大师点智慧》的整理人时，大
师一开口就笑着问：“那你有交版税
吗？”我还真吓了一跳，赶快回应：“
当然有！”大师也笑了，说他知道是
有的。这场讲座好些细节到今天我
还历历在目，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一
刻：讲座结束后大师确实有些累了，

我敬爱的师公，星云大师！感谢
有您，因为有您弘扬人间佛教，有了
佛光山、佛光会和佛光青年。感谢
您成立佛光山，给我有机会接触佛
法，接触人间佛教。

因为有您，我 从6岁就能上佛
学班，健康、快乐、法喜地在道场
成长，也能够在佛光山学到很多技
能，生活上、工作上都能用到。在佛
光山，也是我最安全的平台，让我也
把学到的技能付出。谢谢您，因为
有您，才有今天的我。 

师公是我永远的学习榜样，我

点智慧
文/朱志伟

《新明日报》总编辑

此生我何其有幸，能在人事和
合下，以极为特殊的因缘向一代宗
师学习，自身或许长进不多，但文字
的力量是有感染力的，所以，《点智
慧》系列是一定会持续下去的。好
观念是一个种子，而《点智慧》能作
为一个启蒙的种子，利己利人，指引
于困顿，助人于危难，这不也是大
师一直倡导的人间佛教精神吗？这
当然也是我为了纪念大师，所能想
到的最好方式。

人生指南
文/杨雅婷

国际佛光青年总团白象干部二级、妙慧讲师、新加坡佛光青年分团团长

觉得他所提倡的三好四给是我从
小到大的指南针。我能依据三好四
给的理念来做出判断、选择以及决
定。我也常常以三好四给的理念，
带青年们做活动。 

师公也很注重青年们，常说“佛
教需要青年，青年需要佛教”，这句
话每次都点燃我心中的小巨人，都
很想努力为佛教付出，兴隆佛教。佛
教靠我，舍我其谁！身为佛光青年
的我，我会继续弘扬人间佛教，把
三好四给的精神发扬光大。继续唱
着人间音缘，把佛光青年的歌声唱

出来！
祈愿师公乘愿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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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佛 光 山 二 ○ 二 三 年 四 月 及 五 月 活 动 表
APRIL AND MAY 2023 PROGRAMME OF FO GUANG SHAN (SINGAPORE) 

活 动 ACTIVITY 日 期 DATE 星 期 DAY 时 间 TIME
梁皇宝忏法会-卷七
梁皇宝忏法会-卷八 1/4

线上直播

六 Sat
2:00 pm - 3:30 pm
4:00 pm - 6:30 pm

梁皇宝忏法会-卷九, 庆生会 
梁皇宝忏法会-卷十
總回向/阿彌陀經/蒙山施食

2/4

日 Sun

10:00 am - 12:30 pm
1:30 pm - 3:30 pm
3:50 pm - 4:50 pm

共修法会 9, 23, 30/4, 14, 28/5 10:00 am - 12:00 noon
大悲忏法会 16/4, 21/5 10:00 am - 12:30 pm
共修法会, 庆生会 7/5 10:00 am - 12:00 noon

法 会 Dharma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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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代佛教领袖，星云大师与
新加坡有着深厚的佛法情缘。在《
星云大师全集：参学琐忆 — 宏船
法师》一文中便记载了大师于1963
年首度访问新加坡。当时大师拜见
了宏船长老，宏船长老对大师说：“
现在想要复兴佛教，就要从教育开
始着手，多方培养佛教人才，才是
重点！”接着又说：“佛教复兴需要教
育、文化、慈善事业，但推动教育、文
化、慈善事业的人才，更不可或缺。”

宏船长老的这番话深深影响了
星云大师。大师在1967年开创佛光
山时，便树立了 “以文化弘扬佛法，
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
以共修淨化人心” 四大宗旨，推动 “
人间佛教” ，至今已实现 “佛光普照
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 的宏愿。

星云大师一直关心新加坡佛光
山的发展，关怀新加坡信众的情况。
大师屡次到访新加坡弘法开示、与
各界人士进行对话讨论、主持三皈
五戒典礼、新道场安基与落成典礼、
文化展览开幕礼、祈愿祝祷仪式等。
即使到了晚年，身体状况不佳，大师
仍坐着轮椅来到新加坡。大师心心
念念始終是佛教、是众生；他殷切
盼望新加坡能极力培养出更多佛教
人才，让“人间佛教”在新加坡发扬
光大。

在新加坡的我们，多年来承蒙
大师的慈悲眷顾。大师时刻心系新
加坡，我们也时刻心系大师，关心他
的近况，想念着他。大师圆寂，委实
令许多信众感到悲痛不舍。不论是
曾接近大师本人，或是曾接近大师
之法的信众，只要忆起与大师的点
点滴滴，千头万绪就会涌上心头，心
中必萌生无数的话想对大师诉说。

这就是出版这期《佛光世纪》
大师圆寂纪念特辑的因缘，希望借
助文字、照片与图画的力量，缅怀大

师，为大师祝祷。本以为这只是我
们对大师的一片心意，但在邀稿、
收稿、润稿、编辑的整个过程中，我
却深深体会到，这反而是大师对我
们的一片心意！

邀稿时，许多人都爽快地承担下
来。“我要写！”“好，我来写！”我感受
到了大家对大师的崇敬，就算一开
始犹豫，也还是因对大师的深深怀
念，不自禁提笔写下内心的感触。

每一篇寄来的短文，皆字字情
真意切，句句都是心坎里最真实的
感觉，毫无掩饰，真情流露。因此，
我们没有多加修正润饰，尽量保留
原文面貌，只为让读者也感受到这
份浓浓情谊。每一张寄来的照片，
都是珍贵的回忆，佛光历史的见证，
让人内心澎湃激动。每一张图画，
都是发自内心的彩绘，天真烂漫，细
腻雅致，让人笑中有泪。

每一份稿件，都写出了大师的智
慧，道尽了我们的感恩与忏悔，填满
了我们的思念。阅读每一份稿件，让
我们感动，让我们成长，让我们相知
相惜，让我们为教珍重。与其说这
是献给大师的礼物，不如说这是大
师留给我们的宝藏！

由衷感谢每一位成就这份特辑

的佛光人，乐意把您与大师的“小秘
密”公诸于世，与所有有缘人分享。
这份特辑因你们的短文而精彩，而
珍贵。也感恩住持妙 穆法师的支
持，监寺有弘法师以及诸位法师、建
慈师姐与钰妹师姐的协助，圆满完
成这份特辑。

在此也需要说声不好意思，来
件数量众多，无法在一期里全部刊
登，请大家多包涵。在接下来每期
的《佛光世纪》，我们会继续刊登
大家寄来的短文，延续我们对大师
的感恩及怀念，直至大师圆寂一周
年。也欢迎有心人继续投稿，我们
会尽其所能，刊登大家的来件。不论
您的短文出现在哪一期的《佛光世
纪》，它的意义依旧非凡，我们珍惜
寄来的每一份真情。

写着、读着，眼中不禁泛起泪
光，内心五味杂陈，情绪久久无法平
复。或许你我都有这样的经历，这是
人之常情。最重要的，是把大师的谆
谆教诲铭记于心。

大师说：“法幢不容倾倒，慧灯
不可熄灭”，让我们一同继续在佛道
上精进，相互勉励，为教争光，为己
争荣。这是报答大师教诲最好的方
式。

浩瀚星云	感恩师恩
文 / 蔡钧均

新加坡协会中英文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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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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新班招生

顾问：妙穆法师	 	 	 	主编：安范

读作一个人、读明一点理、读悟一点缘、读懂一颗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