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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

                 我們無法停止時間軌道的轉動，但要從中覺悟無常的真諦；

                 我們無法追逐日昇月落的腳步，但要從中認清生命的價值。

                  於情義中，覺悟真理；在甘苦中，領會無常。 ~~星雲大師

世學有漏，

佛法無漏；

知識變異，

真理常新。

文╱慧坤 文╱星雲大師

文與圖／尤俠

日期 活動內容

         西來寺活動看版

                                       

                                       

佛光兒童夏令營
6/27（五）

7/29（日）

~

6/28（六）
慶祝美國國慶美化街道日

中文一日禪

6/29（日）

6/27（五） 光明燈法會

生活講座

西來寺環保回收日

    僧家道範     福慧故事

    富豪心聲

    生命，我懂了

文／妙蓮摘錄　圖／人間社

曾有記者問星雲大師：您怎麼評價您的

一生呢？

星雲大師說：我評價自己，有四句話—

—光榮歸於佛陀，所有的光榮不是我的，

是佛祖的；成就歸於大眾，所有的成就也

不是我的，是大家的；利益歸於常住，假

如有人要給什麼利益，不是給我的，是給

常住寺廟的；功德歸於信徒，我自己很平

凡，也很快樂。
這讓我們見識到，偉大源於安忍一切磨

難，深廣則來自寬大包容。這也是一種無

私無我的廣大心量的回向，願意將自己所

修的善根功德回向給一切眾生，以拔除眾

生的苦惱，並使自己趨入菩提涅槃。

回向的原理，就好像手持蠟燭炬引燃其

他的蠟燭，本身的光芒不但未減弱，反而

由於點亮其他的蠟燭而使室內更加明亮。

因此佛光人的處事原則，以四點分別說

明：

一、光榮歸於佛陀
佛教有一句話說：「仗佛光明。」的確

，在佛陀的慈光照耀下，我們對未來充滿

信心；在佛陀的法水滋潤下，我們的人生

充滿活力；在佛陀的威德感召下，我們的

生活有了目標；在佛陀的願力加持下，我

們的人間擁有歡喜。

因此，當我們有所進步時、被人讚譽時

，一切的榮耀都應當歸佛陀。即使我們為

教犧牲，為常住效勞，為社會奉獻，為眾

生捨命，所得到的一切光榮也應該全部歸

於佛陀。

二、成就歸於大眾
佛光山近四十年來，在全球五大洲建設

百餘間別分院，在世界成立百餘所佛光協

會，在海內外興辦十六間佛教學院、四所

社會大學、九家佛光緣美術館，每月發行

數十萬份《人間福報》，其他如佛教藏經

的新編、養老育幼的照顧、醫院診所的設

施、生老病死的歸宿等等，佛光山也都全

力以赴，成績斐然，凡此均已獲得社會大

眾的肯定及各級政府褒揚。

對於這一切的成就，應歸功於全體大眾

，如果不是因為信施大眾的發心，我們哪

裡能做出這麼多的事業，造福這麼多的有

情？所謂「獨木難支，眾擎易舉」，大眾

的力量不容忽視。沒有佛陀，就沒有佛教

！沒有信施大眾，就沒有佛光山！ 

三、利益歸於常住
佛光山融和原始僧團「利和同均」的理

念與現代社會福利分攤的思想，主張佛光

人將淨財收入交歸常住統籌處理，因為佛

光人修行辦道的資糧都由常住供給，佛光

人學佛讀書的費用皆由常住支付，所以一

切服務所得均應反哺常住，一切智慧收入

當然也應該交回常住。

古德有云：「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

頭活水來。」常住有了豐沛的財源可資活

用，才能滋潤更多的菩提種子，成就波瀾

壯闊的佛教事業。

四、功德歸於檀那
檀那到寺院來上香禮拜、念佛參禪、聽

經聞法、布施行善，或到寺院來義務服務

、護持三寶、參與活動、貢獻力量……。

文／記者李碧華

 花得愈多 賺得愈多的 3 種錢

 香港首富李嘉誠節省自己，卻對人慷慨

，賺錢富有意義。 圖╱資料照片

香港首富李嘉誠相信，一個人最要緊的

是，要有勤勞、節儉的美德。懂得節省你

自己，對人卻要慷慨，當你賺到錢，等有

機會時，就要用錢，這樣賺錢才有意義。

「賺錢靠機遇，成功靠信譽。一個有信

譽的人才是真君子。有些生意，給多少錢

我都不賺，因為已經知道對人有害，就算

社會容許做，我都不會做。」另一方面，

要時刻考慮合作夥伴的利益。

合作夥伴之間是相輔相成，互相彌補的

關係，在從事一項業務活動的過程中，如

果雙方都拿百分之五十的利潤，這個活動

可以很快進行下去。如果願意給百分之六

十的利潤……，現代經營理念，利益一致

才有真誠的合作，因此，必須把利益問題

放在重要位置，包括下屬的利益與外來合

作夥伴的利益。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一人要做好任何事情，都離不開世事洞明

和人情練達這八個大字，對於有志於經商

的人來說尤其是這樣。」李嘉誠相信，與

之分享的人愈多，幫過的人愈多，服務的

地方愈廣，那成功的機會就愈大。

李嘉誠說，世界上有三種錢非常奧妙：

你花得愈多，就賺得愈多。

第一種錢：投資自己，自我成長，用來
學習的錢，一定要花！

也許很多人會反駁：「連三餐都吃不飽

，負債纍纍，哪裡有錢再去學呢？而且學

習不見得立刻看到效果……」這種人，永

遠不會把錢投資自己腦袋，事實上，如果

真的一貧如洗，頭腦也是東山再起的最大

本錢。

第二種錢：孝順的錢，一定要花！

由於檀那的護持，成就了佛教的進步；由

於檀那的發心，促進了正法的久住，所以

佛光人無論走到哪裡，都應視檀那為親人

，懇切招待，甚至應該抱持僧信一體的認

知，視他如己，為其著想，藉著聯絡交流

，分擔他們的憂悲苦惱；藉著馨香祝禱，

分享他們的健康快樂。此外，我們更要發

揚「存財於信徒」的理念，讓檀那在遊刃

有餘的情況下積善培福，凡此都是「將功

德歸於檀那」。

經云：「法不孤起，仗境方生。」一切

都是眾緣和合所成，希望佛光人要隨時提

醒自己。

也許有人會認為當自己連吃穿都不夠用

，而且還負債纍纍時，哪裡能定期給父母

親零花錢；也有人會說，父母親不缺錢，

他們都說夠用，何必多此一舉？

但大家要想想看，你的父母會不會因為

困難缺錢，就不撫養你？！父母在缺錢時

可以咬緊牙關把我們帶大，那怕用任何方

法，也許未必須花上很多錢，但能令他們

老有所樂，都是應該的。

第三種錢：回饋的錢，一定要花！
我們應該常想，無論如何再窮，世上總

還是有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因此該養成回

饋社會的好習慣，是多是少，都是一片心

意。

如果你真窮的一塌糊塗，沒辦法用金錢

回饋社會，那麼就該想的是，好好用工作

態度和責任感，間接替社會作出貢獻。總

之，多做好事，多理解，多笑容，多真誠

待人，這也是一種回饋！

佛家說，人世間一縱即逝。人的一生浮

生若夢，看清楚了，不執不迷，才是通向

大徹大悟的心靈道路。

叢林心體驗 培養正見 增長真智

在叢林學院，從入夜到翌晨都是「禁語

」時間。但這並非禁止交談，而是讓我們

不要散心雜話，享受「安靜」的自在。

白天上課，「安靜」可以讓我們思維課

堂上的內容；支援常住的活動時，心難免

到處亂飛攀緣，「安靜」可以讓我們將心

收攝好，不起漣漪，如同一池靜水，身心

得到自在清淨的緩衝。

記得某日晚上走在學院的丹墀上，下意

識的往大雄寶殿的方向看過去，再看看天

上的星星，我閉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氣

，不禁對著天空微笑了，因為此時是「安

靜」的，感覺上真的好舒服、好清涼！

有一次，學長們到禪堂禪修，院內只剩

下我和另一位學長，我在圖書館負責編書

，幾天的下午時分，我走出圖書館透透氣

，午後陽光斜射在花圃上，徐風微微吹來

，一切是那麼美好。一個人「安靜」地做

伸展運動；一個人「安靜」地坐在長板凳

上，閉上眼睛，盤著腿，聽蟬鳴鳥叫，「

偷個」一時半刻好好享受「安靜」。

「安靜」，可以讓頭腦清楚思惟；「安

靜」，可以讓「心」沉澱觀照；「安靜」

，可以讓「身」放鬆自在好好的休息；「

安靜」，可以讓我們得到活力。

紅塵裡的忙人為了謀生，不免看不清自

己本來的面貌，甚至聽不到內心的聲音，

此時，是該好好地休息一下了！何不快來

寺院體驗一下「安靜」的生活呢！

在《譬喻經》裏有一則故事說：佛世時

，有一個婦人生養了二個兒子，一個善於

游泳，一個不會游泳。

有一天，不會游泳的兒子掉到水裏溺斃

了，婦人並沒有哭；後來會游泳的孩子也

不幸在水中淹死了，婦人聞訊，放聲大哭

。別人覺得奇怪，便問她：「妳的第一個

孩子死的時候，妳一滴眼淚都沒有流，第

二個兒子死了卻哭得如此傷心，這是什麼

道理呢？」

婦人說：「先死的兒子因為不會游泳，

死了只能怪自己不懂水性；但是後死的這

個孩子，他懂得游泳，卻也溺死了，這不

無私無我的回向

是很冤枉嗎？」

這個故事主要是告訴我們：一個人如果

從未聽聞佛法，沉淪六道，這是無可奈何

的事；但是既已聞法，又懂得要修行，卻

因為沒有正見，以致於再受輪迴之苦，這

不是很冤枉嗎？正見的重要，由此可知。

 摘自《人間佛教叢書‧學佛與求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