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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有鹹的味道
文╱星雲大師

人的生活是有層次的，有物質的生

活、精神的生活、藝術的生活，甚至

還有信仰的生活。一般人都是先要求

過物質的生活，衣食住行無虞後，再

追求精神的生活，讀書進修，增加知

識，追求男女愛情。有了精神的生活

之後，就需要藝術的生活，從事音樂

、繪畫等等活動，陶冶性情。有了藝

術的生活，還需要信仰的生活，以昇

華生命，超脫生死。

弘一大師出家前，他的詩文音樂乃

至金石書畫早已名震全國。出家後，

他又是如何表現藝術生活的呢？

有一次，弘一大師的好朋友夏丏尊

教授來拜訪，和他一起用餐。餐桌上

只有簡單的一盤菜，夏丏尊吃了一口

，實在難以下嚥，又不好意思嫌棄，

就說：「這菜好鹹啊！」沒想到弘一

大師聽後，面不改色，淡淡地回答：

「鹹也有鹹的味道！」

環顧四周，夏丏尊看到他使用的一

條毛巾破爛不堪，於心不忍，就說：

「我買一條毛巾送給你吧！」他仍然

笑著說：「還可以用嘛。」即便床鋪

爬滿了臭蟲，換作別人，片刻也難以

安住，但是當夏丏尊說：「你怎麼住

得下去啊？」弘一大師卻說：「不要

緊！只有幾隻臭蟲。」就這樣一覺到

天明了。

相對於弘一大師出家後的藝術生活

，放眼今日的社會，許多人享受著珍

饈美味，卻食不知味，只曉得追求美

中還要更美，好中還要更好，其實如

果他不能知道滿足，是怎麼也找不到

更好、更美的東西了。如同弘一大師

所說：「鹹有鹹的味道。」當下的生

活才是最美好的，也就是所謂「藝術

的生活」。

人不一定要用金錢來比較生活的富

裕，也不一定要用高樓大廈來比較生

活的舒適，重要的是比較心靈的富有

、精神的富有。心靈、精神富有了，

「只要自覺心安，東西南北都好」，

吃菜，連菜根都是香的；坐臥斗室，

連斗室都是安樂窩。大家不妨來實踐

這種「藝術的生活」吧！

一曉一天明　一天一日行
一路一條道　一往一來去
一手一片天　一點一開始
一句一讚歎　一筆一幅畫
一生一條命　一笑一歡喜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9/18
（日）

捐血活動（9：15 am ）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9/24～25
（六～日）

八關齋戒修道會

9/24
（六）

聰敏與靈巧佛光盃籃球比賽、
生活講座（10：30 am）

9/25
（日）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10/1
（六）

光明燈法會
（10：30 am）

10/2
（日）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00 am）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10/9
（日）

玫瑰陵秋季祭典法會
─三時繫念（1：30 pm）

圖／道璞

一加一頌（上）

佛教教育 兩岸交流共創未來

【記者郭書宏北京報導】兩岸佛教未來

發展，佛教教育是關鍵因素。為尋求台海

僧信教育進一步合作的可能性，由中華人

間佛教聯合總會組成的「兩岸人間佛教交

流訪問團」，日前造訪北京法源寺內的中

國佛學院，與全體師生及大陸八所佛學院

代表共同探索「當代大陸佛教教育的實踐

」，了解兩岸佛教現況及各自優勢，計畫

未來結合雙方軟實力，讓佛教在世界舞台

益加發光發熱。

這場「海峽兩岸佛教教育座談會」由閩

南佛學院副院長法源法師主持，大陸代表

包括：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中國佛學院

常務副院長宗性法師，與中國佛教協會祕

書長劉威、副祕書長盧潯，以及中國佛學

院常務副院長張厚榮、向學法師；普陀山

學院常務副院長會閑法師、峨眉山佛學院

副院長隆藏法師、杭州佛學院教務辦公室

副主任善能法師、福建省佛學院副院長傳

紹法師、雲南瑞麗菩提學校教務長詔觀罕

法師、四川尼眾佛學院教務長慧正法師等

人。

佛學結合社會 雙軌教學

「中國佛學院所在地法源寺，可說是人

間佛教發源地之一。」宗性法師表示，寄

禪長老早年圓寂於北京法源寺，就是為教

提出建言而為法捨報，促成太虛大師日後

提出人生佛教構想。當今大陸佛教要務為

培養人才，藉以提升教界活動的深度與廣

度，也規畫與台灣加強青年僧的交流，讓

漢傳佛教、人間佛教走向世界。

宗性法師也針對近代佛教發展與展望，

即興創作一詩：「百年佛教行進難，人間

佛教歷百年；無盡慧燈薪火繼，太虛大師

挽狂瀾。人間佛教歷百年，法輪再轉譜新

篇；同心同向同行願，契理契機契法緣。

無盡慧燈薪火繼，人間佛教兩岸傳；徹悟

心源佛光耀，無盡意齋聖教宣。太虛大師

挽狂瀾，問學深柳住衹園；武昌育僧潮音

聽，彌天法雨滿人間。」此詩一出，立即

獲得滿堂彩。

隨後，會閑法師以普陀山佛學院為例說

明現況。他指出，該學院教學採雙軌制，

也就是除了傳統佛學課程外，也與華東師

範大學聯合辦學，完整佛學院訓練的學科

教育，並增加巴利文、梵文、藏文等外語

訓練。未來也將強化「佛學教育」，訓練

僧才領眾薰修能力；延伸「文化教育」，

鼓勵學生汲取教育、文化、政經、科技、

外語、藝術等多元領域知識；培養「品德

教育」，以觀音法門為本，用品德服眾；

朝向「理想教育」，培訓學識上有造詣的

僧伽，以正確智識貢獻國家社會、促進世

界和平。

「兩岸佛教相輔相成，是台海交流之必

要。」向學法師說，他到過台灣五次，最

感動的是台灣佛教弘法之熱情，足跡遍及

醫院、學校、監獄等；當然，大陸佛教許

多優勢也值得台灣借鏡。

兼弘八宗思想 以戒為本

「當今台灣佛教興盛，成就源自大陸來

台法師耕耘，台灣佛教以經驗回饋大陸佛

教，復興中國佛教大有希望。」福智鳳山

寺佛學院主任如淨法師表示，大陸佛教硬

體建設已然完備，建議未來可側重深化僧

才的信心與道心，並以戒為本；思索如何

在四年學制內，兼弘八宗思想而不落於普

通概念認知。

養諄佛學院副院長安慧法師表示，在佛

教近代發展上，台灣比大陸起步的早，經

驗也較為豐富；大陸僧才年輕化、國際化

，已有急起直追的態勢。他指出，未來兩

岸佛教教育交流可先從師資與學生開始，

兩地彼此有交換學習機制、深入學習對方

優點。德山寺佛學院院長德學法師則認為

，教理詮釋與實踐的深度是佛學院教學重

點之一，用正信佛法引導行動如法，是兩

岸佛學教育所需重視的。

「兩岸佛教學院師生應多交流。」南華

大學校長林聰明表示，目前在台就讀的外

籍生約有十二萬人，大陸學生約有七、八

萬人，其中佛學院比例不多；他建議，大

陸佛學院學生來台可至南華大學修習生死

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系所、宗教學研究

所等。另外，在佛學院訓練亦可結合三好

教育、環境教育，讓教學體系更加健全。

世界和平法會 瞻仰佛牙

座談會後，宗性法師致贈中華人間佛教

聯合總會由趙樸老題字的「多聞多思、知

恩報恩」墨寶，且以與會團體名稱贈詩一

首：「佛光香光圓滿光，福慧睿智德山望

；涵養諄諄靈鷲山，靈巖山峰白蓮香。中

華佛教國際化，青年蓬勃勇承擔，檀越長

者共護持，法運千秋永綿長。」而慧傳法

師等人亦回贈星雲大師一筆字對聯「學如

川流無止境，名似泡影悟真空」、《世界

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等結緣品。

會後，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訪問團亦

赴北京靈光寺參加「祈禱世界和平法會」

、瞻仰佛牙舍利、體驗茶道等，全程由靈

光寺方丈常藏法師接待，讓參訪團成員備

感賓至如歸、法緣殊勝。

扌靈光寺佛牙舍利。

➡眾人瞻禮舍利。� 圖／王淑慧

扌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與中國佛學院，就當代大陸佛教教育交流座談。�� 圖／王淑慧

【人間社記者心嵐洛杉磯報導】為了

感謝義工的長年發心與付出，西來寺特

地邀請國際佛光會白塔分會數十位婆婆

媽媽們，從九月八日起連續四天製作近

兩千顆月餅，分裝在精緻小盒，由法師

送到義工手上，讓義工過一個既驚喜又

感動的中秋佳節。

婆婆媽媽們充分發揮分工合作、集體

創作的精神，有的準備月餅餡，有的量

麵粉、擀麵團，有的包餡、送進烤箱、

入盒包裝。只見她們滿臉笑容，滿心歡

喜地表示：「明年還要來做月餅！」

義工收到月餅後，咬著酥脆的皮、鬆

西來寺月餅傳情 感謝義工護持

軟可口的餡，盡情地享用，他們表示，

感謝寺院提供良好的環境，讓大家可以

發心奉獻，未來會更努力護持。

➡國際佛光會白塔

分會的婆婆媽媽們

，製作近兩千顆月

餅。

➡月餅由法師送到

義工手上，讓義工

驚喜又感動。

� 圖／人間社記者

� Lethe�Chang

【本報台北訊】九月八日是「國際識字

日」五十周年，據聯合國報告指出，目前

全球十五歲以上成人中，仍有七億五千八

百萬為文盲，等於每十人中就有一人不識

字。台灣世界展望會在識字率偏低的三十

七個貧困國家推動教育方案，以「兒童帶

領兒童」方式，提升非洲孩童的閱讀能力

，以知識擺脫貧窮、翻轉未來。

目前全球有一點二四億的兒童、青少年

，無法接受或完成最基礎教育，在全球小

學畢業生中，亦有高達百分之三十八不具

備基本讀寫、算術能力。全國識字率僅百

分之三十九的非洲衣索比亞，許多兒童都

有閱讀障礙。在距離首都阿迪斯阿貝巴約

一百二十公里的諾諾地區（Nono），展

望會已成立超過七十四個閱讀社團，並訓

練一百零二名閱讀能力較佳的「閱讀夥伴

」，帶領其他孩子讀書，提升逾六千名兒

童的閱讀能力。

十六歲的吉杜馬獲選為「閱讀夥伴」，

他每天放學回家後，都會與弟妹一起讀書

，鼓勵他們記住每個字母和單字，十四歲

的弟弟瓦庫馬，兩年前還不識字，考試時

都用猜的，現在不但看書沒壓力，還希望

明年能考上第一名。

閱讀擺脫貧窮
台灣助37國孩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