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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人我相處之道，

靠生活教育來訓練；

自我提升之道，

靠思想教育來啟發。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每周二、四
電視弘法LA18節目
（6：00pm～7：00pm）

2/15（四）
除夕延生普佛
（7：30pm）

2/16（五）

新春朝山
（5：00am）
禮千佛法會
（10：00am）
新春文化表演
（12：00 noon）

2/17（六）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2/24（六）
供佛齋天──灑淨請聖
（7：30pm）

念念定慧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江西吉

安人，最初排佛，後來在明教禪師（

即佛日契嵩禪師）處受到啟迪，改變

對佛教的觀念。

有一次，遊廬山禮拜祖印禪師，祖

印禪師引用百家之說，讓他對佛法有

另一番的認識，心中肅然起敬，省悟

自己：「不知天地之廣大，不知佛法

之奧妙，更不知佛之為聖者，今胸中

釋然矣。」於是開始信仰佛教，自號

「六一居士」，與佛門高僧酬唱往來

，行文勸善，成為當時文壇佳話。

有一次，歐陽修遊訪嵩山，見到一

位老和尚獨自在閱讀經典，少與人交

談。他心中很好奇，上前請教：「老

禪師，您住在此山多久了？」

老禪師回答：「非常久了。」

「平日都誦讀什麼經典呢？」歐陽

修問。

老禪師簡捷地回答：「《法華經》

。」

歐陽修立刻把握時機問道：「古代

高僧，臨命終時，能夠預知時至，談

笑自若，生死自如，這是什麼原因呢

？」老禪師回答：「這是定慧的力量

。」

歐陽修不解，再問：「現代的人寂

寥無幾，又是什麼原因呢？」

老禪師悠悠地說：「古德念念定慧

，臨終那會散亂？今人念念散亂，臨

終那會有定慧？」

歐陽修聽後，默然無語，恍若有悟

，走近禪師座前再三頂禮，感謝他的

開示。

歐陽修自號「六一居士」，指的是

藏書一萬卷，擁有金石遺文一千卷，

琴一張，棋一局，常置酒一壺，加上

自己一老翁，就是「六一」了。實際

上，有這麼多的執著、這麼多的嗜好

，各自分別，那裡能「一」呢？

佛光新聞集錦

台灣均頭國中國際交流遊學團，日前在

菲律賓佛光山總住持永光法師的安排下，

前往聖何塞育幼院（Hospicio de San Jose）

，捐贈「減餐計畫」省下的餐費及愛心捐

款共計新台幣2萬4千元，並進行2.5小時

的公益服務課程。  （蔡招娣）

菲律賓 台灣學子捐款助孤兒

【人間社記者楊媛甯洛杉磯報導】佛光

山西來寺日前舉行「出坡結緣日」，除了

法師，國際佛光會洛杉磯協會共14個分會

、逾3百人參與大掃除，在大眾發心奉獻

下，西來寺煥然一新，準備迎接新春。

洛杉磯協會會長吳帥倫表示，感謝大家

通力合作，完成除舊布新任務，一方面希

望西來寺以嶄新面貌迎接來訪的朋友，一

方面希望大家透過出坡作務淨化身心。號

召人數最多的聖博第一分會長吳美玲表示

，自己一定先站出來參加活動，並協助接

送，與會員齊心圓滿任務。

「謝謝佛光人回到慧命之家，把西來寺

當作『家』。」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開示

，打掃是一種修持，亦是我們證悟解脫的

方法之一；因為打掃時，內心的專注與放

下雜念，讓寺院變得更加清淨、莊嚴。法

師祝福當天來打掃的佛光人，有新的開始

，增長智慧、慈悲，平安又吉祥。

地處南加州重鎮洛杉磯的西來寺在中國

農曆新年期間，每年都吸引數十萬的人潮

。今年新春活動包括：15日除夕夜，晚間

7點半有「辭歲普佛」；16日，初一早上5

點新春朝山、10點新春禮千佛、12點新春

文化表演；16日至3月2日舉行平安燈會；

24、25日舉行供佛齋天；寺院亦有叩鐘祈

福、點燈許願等融合藝術與文化的活動。

西來寺出普坡 除舊布新迎新春

【本報桃園訊】「活到老學到老」也

許是老生常談，但在現今高齡化社會，

不啻是人人該有的心理準備；更有長者

因為樂在學習，活出更開闊的天空。

「學習就是我的養生之道！」台灣桃

園市民廖聰達高齡90歲，他原本對電腦

一竅不通，因喜愛攝影，而於82歲時到

中壢樂齡中心，跟著年輕人學電腦。他

表示，不放棄任何學習機會，現在不論

修照片、剪輯影片都難不倒他，只要還

能走、能動，他要四處記錄台灣之美。

91歲的李梁是位書法老師，他經常到

桃園八德樂齡中心，教導其他爺爺奶奶

持續學習即養生 享受老後人生

【人間社記者李生鳳大樹報導】今年佛

光山春節平安燈法會的花燈，結合星雲大

師春聯題字「忠義傳家」，以佛陀紀念館

通往佛光山的佛光大道上為起始點，一走

上佛光大道，即可看到聖伯納犬造型的主

題燈「忠義傳家」。

承擔花燈製作的彰化中國花燈醮壇藝閣

設計製作公司總經理吳碧玲表示，主題燈

設計即受大師題字「忠義傳家」所啟發，

聖伯納犬頸上掛著寫著「福」字的小木桶

，腳踏白色雪山化作花朵的意象，點綴繽

紛的色彩，在嚴寒中散發溫暖，旁邊有孩

童嬉戲，呼應「忠義傳家」精神和年節意

境。

科技弘法 人間佛教與時俱進

今年的花燈還有兩隻名為「AIGO」的

機器狗，「GO」取「狗」的諧音，「AI

」則是時下大家關注的話題「人工智慧」

。當一家大小到佛光山賞花燈，除了機器

狗讓大小朋友都感到趣味，透過碰觸發出

聲音，兼具互動性，原本冷冰冰的機器，

瞬間有了溫度。

星雲大師倡導佛法生活化，科技弘法也

是大師念茲在茲的，因此從科技弘法的角

度設計AI狗，讓佛法和現代科技無縫接軌

，也呈現人間佛教的平易近人。

吳碧玲表示，當初機器狗的設計圖即思

考二個多月，例如要怎樣才能發亮，要使

用保麗龍還是玻璃纖維，而且觸碰時還能

讓它發出聲音。反覆試驗多種材質後，決

定採用滴膠，但當互動裝置包覆好後，最

後上滴膠，測試又發現厚度過厚，無法感

應到互動裝置，於是一切又要重來，當中

遇到的失敗、挫折非常多，但都一一克服

了。

如今「AIGO」機器將在佛光山亮相，

和來山的大小朋友展現成果。吳碧玲說，

「從過程中得到啟示，順逆境都是人生，

要不斷改變；任何事都有希望，但要勇於

嘗試，否則不會有任何改變，也遑論精進

可言。」

創作花燈 佛光菜根譚給信心

吳碧玲從2013年蛇年首度承製佛光山的

花燈，從此結下不解之緣。她拿出手機，

AIGO機器狗 佛光山亮相

秀出LINE上面有人傳給她星雲大師《佛

光菜根譚》的「人，要像皮球一樣，打擊

愈大，跳得愈高；心，要像麵糰一樣，揉

搓愈柔，韌性愈強」，每當遇到挫敗時，

她就拿出來看，反覆思惟。

自從與佛光山結緣後，吳碧玲在承接工

作的心態上有很大的轉變，「以前遇到製

作困難的花燈，我們會直接拒絕，然而和

佛光山接觸後，感受到每年都有不一樣的

緣分，所以開始挑戰不一樣的工作」。吳

碧玲說，工作的完成是靠團體合作，包括

他的同修、擔任董事長的林建興、兒子林

佑庭負責設計，自15歲就從學徒做起的女

婿黃柄勝承擔施工，還有許多優秀的師傅

們，缺一不可。

吳碧玲也體悟到，原來無論順境、逆境

，都是人生的一部分，都要學習從中不斷

地改變，雖然改變一個人的想法和做法談

何容易，但唯有歷經煎熬後的突破，才能

得到佛法精進的真義。

今年佛光山的主題燈「忠義傳家」。

� 圖／人間社記者慧裴

為方便民眾來寺賞燈，西來寺特別將燈

會延長到晚間8點半，洛杉磯協會將於19

、20、21、22、26、27、28日及3月1、2

日晚上舉行園遊會，有佛前獻燈祈福、財

神爺迎新春、猜燈謎等活動，並準備豐富

獎品、點心結緣，歡迎闔家來寺體驗中華

民俗風情，上山走春過新年。

此外，在西來寺的佛光緣美術館有「佛

光輝映照大千──星雲大師美洲弘法40年

特展」，展期從15日至3月25日，以圖片

和文字說明星雲大師帶領出家及在家弟子

在美國弘法、傳播中華文化的艱辛歷程。

西來寺二合堂於15日至3月18日舉行「歡

喜黏．好過年──世界糖果特展」，邀請

大小朋友欣賞來自53個國家出產的糖果，

一同踏上甜蜜之旅！

佛光山波士頓三佛中心日前舉行《世

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贈書典禮，哈

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麻省理工

學院（MIT）、布蘭提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及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

）等4所大學圖書館，皆派代表前來受贈

。贈書儀式佛光山紐約道場住持如揚法師

主持，波士頓三佛中心監寺覺謙法師簡介

《圖典》，讓眾人了解編輯的背後是眾緣

成就；許多學者紛紛表示將發心研究，透

過《圖典》讓佛教發揚光大。 （知深）

美國 麻州4所名校典藏圖典

扌佛光山西來寺舉行出坡結緣日，佛光人全

體總動員為寺院裡裡外外清理一番。

� 圖／佛光山西來寺提供

➡西來寺以星雲大師新春墨寶「忠義傳家」

為造型的主燈。� 圖／人間社記者張志誠

寫書法。李梁表示，軍中退伍後，在八

德教書法超過30年，從小在湖南永興的

家鄉在父執輩耳濡目染下，對於書法就

非常有興趣。他說，在老家長輩們都會

自己寫春聯，而在私塾讀書時也都用毛

筆寫字，寫書法自然成為生活一部分。

八德樂齡學習中心主任王淑玲表示，

每個樂齡中心都營造出「家」的感覺，

希望讓長輩可以自行走出戶外，有自己

的老年生活。而高齡者服務高齡者，不

但能傳承技藝，活到老學到老，每一位

爺爺奶奶也都能忘記年齡、快樂學習，

擁有更健康充實的老後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