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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方菩薩
文╱星雲大師

有一位信徒為了消災免難、求長壽

，找來一位師父到家裡誦經祈福。這

位師父誦完經以後，緊接著替他祈禱

求福，於是口中喃喃唸道：「南無遠

方菩薩，現在某某信徒向你祈求，希

望你給他富貴、給他榮華、給他升官

、給他發財、給他……。」

這個信徒在後面聽了，就拉拉師父

的衣服，說：「師父，你怎麼向遠方

的菩薩祈求呢？近處的菩薩也很好啊

！」

這時，師父就說了：「老實跟你講

，我調查了你的為人行事，平常既沒

有廣結善緣，也沒有做什麼好事，更

不曾想要造福社會大眾，反而是慳貪

、瞋恨、愚痴、執著、邪見，我怕近

處的菩薩都認識你、知道你，而不給

你感應，不得已，只有替你求遠方的

菩薩，或許遠方的菩薩不知道你、不

認識你，多少還能照顧你一點。」

這個故事很幽默，也非常諷刺，但

是想想，事實也是如此，自己平常不

懂得做好事，卻希望神明、菩薩來保

護我們，給我們利益，像這樣貪心不

足怎能得到佛菩薩、神明的欣賞呢？

世間上無論什麼事情，都是有因果

關係的，你想要怎麼收成，就必須怎

麼栽種。比方一顆石頭沉到水裡去了

，有人祈求：「神明啊！神明啊！讓

石頭浮起來吧！」石頭終究是不會浮

上來的；油浮在水面上，我們誦經祈

求神明：「油啊！油啊！沉下去吧！

」它也沉不下去。所以，我們不要以

為緊要關頭再來求神明、求菩薩，就

會有感應，最重要的還是平常就要多

播種，種子播撒下去以後，就算你不

求神明，它也自然就會生長、開花、

結果，滿我們所願了。

無我的人樂於分享
莊重的人樂而不邪
豐收的人樂見成果
興奮的人樂而能定
修道的人樂道安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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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傳播、文學獎 發揚真善美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12/11 ~12/18
（日～日）

彌陀佛七

12/18
（日）

彌陀佛七總回向
三時繫念佛事（1：30 pm）

12/22～2/19
（四～日）

郝毅強作品展

12/24～12/25
（六～日）

八關齋戒修道會

12/25
（日）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12/29
（四）

光明燈法會 10：30am 

【記者曹麗蕙台北報導】由公益信託星

雲大師教育基金成立的「星雲真善美傳播

獎暨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日前舉行頒獎

典禮，創辦人、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因健

康因素未出席，傳播獎評審主委、「天下

文化」創辦人高希均說，大師十分掛念這

兩個獎項，希望他代為傳達：「謝謝大家

的關心，我會愈來愈好。」

出席貴賓還包括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副

總會長慈容法師、佛光山慈善院院長依來

法師、文學獎主委李瑞騰、傳播獎委員張

作錦、趙怡、郭壽旺、《人間福報》總主

筆柴松林、《聯合晚報》發行人黃年、《

聯合報》新聞部內容長游美月、非凡電視

台副總經理鄧美華，及國際佛光會中華總

會總會長趙麗雲、副總會長趙翠慧等。

第八屆「星雲真善美傳播獎」貢獻獎

得主有三位，「傳播貢獻獎」兩位得主分

別是有「中國第一周報」之譽的《南方周

末》報社總編輯向熹，及屹立台灣電視界

三十餘載的名主播李四端；「媒體貢獻獎

」得主是中國第一家宗教性傳播媒體《佛

教在線》的創辦人安虎生。向熹不克來台

領獎，由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發行人王

力行代表受獎。

佛光山寺住持心保和尚表示，文字和傳

播與現代人息息相關，兩個獎項有很大的

意義，能讓大家看到社會的光明與希望，

讓社會愈來愈好，這是大師創辦公益基金

的目的。

新聞報導 有熱點也有亮點

高希均表示，無論是傳播獎還是文學獎

，質量年年提升，不僅發揚社會真善美的

精神，也激勵華文文壇爆發出驚人的創作

能量。星雲大師相信台灣的媒體當可發揮

積極向上的功能來救台灣，故設立此獎。

「社會前進獎項」得獎人高達二十六位

。「台灣一些優秀媒體的報導和社會脈動

逐漸彼此呼應，共同關注如何從社會失衡

、經濟困頓、生態危機、兩岸僵局中尋求

台灣突破的新力量。」高希均表示，《紐

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的說法，這些報

導是既有「熱點」，也有「亮點」。

今年增設的「網路原生媒體獎」，傳播

獎委員郭壽旺表示，〈上下游新聞市集〉

報導主軸從本土農業議題延伸至國際經驗

和案例，為台灣網路原生媒體的經典；而

曾在非洲蹲點的青年創建的〈wowAfrica

阿非卡〉，跳脫西方媒體觀點，專注非洲

國家和議題，也獲評審肯定。

第六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馬裔

作家李永平獲頒貢獻獎。文學獎主任委員

李瑞騰表示，相較於前幾屆得主，李永平

雖然年輕，但文學上的貢獻依然卓越。尤

其《月河三部曲》系列作品，前後歷時十

三年，呈現出氣勢磅礡、幽婉動人的雨林

故事。李永平曾任教於多所大學，還參與

創英所的規畫經營，培養台灣許多年輕作

家，也是翻譯家，對華人文壇影響深遠。

深刻筆耕 讓人讀來很有感

李瑞騰評析，顧及史學高度和文學的虛

構想像並不容易，這也是「歷史小說」首

獎前五屆一直從缺的原因，他說，「台灣

文學愈來愈輕薄短小，歷史小說是十幾萬

字，有點逆時代在走，卻是非常重要的文

類」，今年首獎由朱致賢的作品《樂土》

拿下。

「報導文學」以關心社會面向為書寫題

材，今年首獎由顧玉玲的《長途漫漫——

台北捷運潛水夫症工人追蹤紀實》奪得，

李瑞騰表示，作者一直在替這群罹患捷運

潛水夫症的工人爭取權益，作品精采，讀

來很有感受。

扌星雲真善美傳播獎暨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佛光山寺住持心保和尚（中）及與會的貴賓與獲獎人合影。� 圖／記者楊祖宏

【本報洛杉磯訊】西來寺人間學院二○

一六年插花班與茶禪班，由日本池坊流花

道美國洛杉磯分部支部長楊芙婷老師，與

茶禪班指導老師慧軒法師，帶領近四十名

學員，於西來寺海會堂聯合舉辦為期兩天

的結業成果展。吸引愛好花道藝術與茶禪

藝術的信眾、遊客，一同深入生活與佛法

、視覺與心靈的饗宴。

池坊插花藝術，由二十名學員，分別以

「生花」、「盛花」、「自由花」、「立

花」四種風格，展現一年來所學。以植物

自然靜默之美，揉合傳統與創新，呈現花

藝美學與禪意定境相呼應的和諧圓融。

茶禪成果展的每一茶席，皆由茶禪班學

員以禪定為基礎，將平日收藏的茶器、茶

席布置物等，慧心巧思地布置、展現出來

；學員透過純熟的茶藝技術，引導茶客於

品茗時，帶入佛法的觀照與覺知，體驗心

、境一如的清淨。

佛教與花之間具有極深的淵源，所謂「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遙想靈山會

上，佛陀藉著拈花微笑將正法流傳，後人

將象徵德美戒香的花拿來供佛，不但增添

佛堂幽雅不俗的氣氛，更傳達佛子對佛陀

插花、茶禪成果展 禪意定境在人間

【記者妙熙花蓮報導】抄經是佛教徒的

修持之一，然而花蓮鳳林鎮一位八十四歲

的老婆婆劉彩雲，卻是以抄寫《人間福報

》做為每天的功課，原本不識字的劉彩雲

，在一字一字經年累月的抄寫下，竟寫下

逾百萬字的紀錄。

劉彩雲宛如小孩般，拿出自己的抄寫本

，掛上眼鏡說道，從小家裡務農，父親傳

統的觀念就是女孩要做家事，不需要讀書

，雖然勉強上了幾年學校，又因為避空襲

，完全失去了求學機會，成為一生的遺憾

。望著身旁的同修黃有森老師，害羞地笑

說：「我一直到結婚時，都還不會寫自己

老婆婆不識字 抄寫福報百萬字

的名字。」

直到民國七十幾年，星雲大師首次到

花蓮成立佛光會，劉彩雲成為鳳林分會的

第一批成員，燃起埋藏在她心中愛寫字的

種子。學佛後，開始學習抄寫經本。民國

八十九年（二○○○年）《人間福報》創

刊，劉彩雲一訂閱，便改抄星雲大師的《

佛光菜根譚》，這一抄寫就停不下來。

「我一開始抄很慢，一筆一畫都要看很

久，再用原子筆依樣畫葫蘆寫下，往往幾

十個字，就要花費很多時間。」劉彩雲說

道，現在寫字速度加快了，從前年開始，

挑戰更難的社論，每天一篇，至今也寫了

劉彩雲不識字，把抄寫福報當作每日定課

，十六年不間斷，字跡工整。��

� 圖／記者妙熙

近五百篇。

每天早上完成各項事務之後，就抄寫報

紙，無人打擾時，專心抄寫二至三小時即

可完成。但如果有事情，斷斷續續抄寫一

整天是常有的。

抄報紙過程中，劉彩雲內心無煩惱，感

到法喜充滿，現在已能慢慢進入文字的意

境之中，社論抄寫一段時間後，改抄星雲

大師一筆字的文章。

黃有森表示，「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

與傳統只有念經拜佛的佛教不同，還有很

多工作，如設立青年團、辦大學，世界各

地建寺，都跟教育有關，教育才是根本，

這很了不起。」黃有森與劉彩雲夫妻同心

，一位以閱讀進入、一位以抄寫體悟，都

是人間佛教現代菩提眷屬的代表。

景仰之情。

聯合成果展結束前，西來寺監院慧浩法

師到會場，為插花班與茶禪班開示，鼓勵

學員未來要繼續學習，猶如學佛要堅定信

心。此次插花班與茶禪班交流展出，有許

多學員與信眾期待明年人間學院的開課。

插花班與茶禪班學員作品。

� 圖／佛光山西來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