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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it Times
CA未知時，宜一心一意

求其所欲知；

既知後，當一心一意

行其所已知。

留著吃飯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福建福州安國院的弘明真禪師，泉

州人，是五代時候的僧人。年幼的時

候就立志要出家，後來在龍華寺東禪

院受具足戒，之後前往雪峰義存禪師

處參禮，並且嗣其法要。

有一位學僧前來向安國弘禪師叩問

：「吾人有一個寶藏，千聖不解、本

師不說，請問老師如何來為眾生解開

心中的疑難呢？」

安國弘禪師揮揮手，語氣平和地回

答說：「我也不說，我要留著嘴巴吃

飯哪！」

學僧聽了仍不死心，繼續追問安國

弘禪師說：「諸佛可以不說，我們這

許多代佛宣揚的使者不能不說啊！」

安國弘禪師反問僧人說：「假如嘴

巴說了，以後用什麼吃飯呢？」

這名學僧聞言似有所悟，便作禮問

訊。

安國弘禪師淡淡地說：「很好，你

也留下你的嘴巴，今後好好吃飯，不

能妄言啊！」

過去，六祖惠能大師曾經問大眾說

：「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

，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這本來

是不可說的，但是六祖的徒弟神會禪

師偏要答說是諸佛之本源，是如來之

佛性，所以六祖大師才罵他是「知解

宗徒」。

有的東西，是不能說的，若說了，

是畫蛇添足，反而失去了本真；所以

，安國弘禪師回答得真好，功力不夠

的時候，嘴巴要留著吃飯，等吃到道

行完成了，自然不說而說，那是不需

要透過語言才能明白的吾人本真哦！

時間 活動名稱

即日起 佛光山西來寺暫停開放

5／31
（日）

共修法會
（線上視訊，10：00am）

6／6
（六）

光明燈法會 
（線上視訊，10：00am）

6／7
（日）

共修法會
（線上視訊，10：00am）

電視弘法：洛城18中文台
周一至周四（6：50pm）、周五（6：30pm）

佛光山西來寺近期活動

【人間社記者李生鳳高雄大樹報導】

為慶祝佛光山開山54周年，佛光山16日

舉辦「佛光山開山54周年—全球同步抄

經修持」，全球道場響應。因是新冠病

毒疫情期間，人間衛視製作全球同步抄

經修持影片，全球道場的法師們於各道

場同步修持，信眾們不必出門，在家中

依照影片的程序，就可同步抄經。

在佛光山總本山的僧信二眾則於晚上

7時，分別在佛光山雲居樓2樓、佛光山

藏經樓、佛陀紀念館五觀堂、叢林學院

女眾學部大講堂共同抄寫《心經》。

星雲大師開示抄經的意義：「就像念

書一樣，多念就會背誦和記憶，如果多

念《阿彌陀經》，自然就會將西方極樂

世界的形象逐漸烙印在八識田中，極樂

世界就在心中。而抄經每寫下一個字，

每寫一個字就如同在心上烙了一個印，

像是照相般，經文的道理就在心裡，即

心即佛。」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帶領下，國際佛

24小時接力 全球抄經修持
➡慶祝佛光山開山54周年，佛光山16日舉

辦「佛光山開山54周年—全球同步抄經修

持」，以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為首，左

起為佛光山慈善院院長依來法師、文化

院院長依空法師、國際佛光會署理會長

慈容法師；右起為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

師、慧倫法師、慧開法師。以及佛光山

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和各單位主管領眾

修持抄經。� 圖╱人間社記者趙啟超

扌國際佛光會紐西蘭南島協會檀講師

古陳淑蘭，用ipad抄經。�

� 圖╱紐西蘭南島佛光山提供

扌佛光山南華寺由住持慧昉法師帶領

抄經，圖為當地小菩薩也執筆抄寫中

文《心經》。��圖╱佛光山南華寺提供

光會署理會長慈容法師、佛光山文化院院

長依空法師、佛光山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

，和副住持慧開法師、慧倫法師、慧昭法

師，以及慈善院院長依來法師、各單位主

管一起領眾抄經。大眾依循抄經程序，誦

讀和抄寫《心經》，以及恭讀星雲大師的

〈為抄經聞法者祈願文〉。

網路視訊 家中抄經

心保和尚於抄經圓滿後開示，星雲大師

自1967年開山至今54年，全球佛光人對大

師理念的認同，讓人間佛教在海內外得以

弘揚。在開山日如此殊勝的日子裡，特以

抄經作為紀念，抄寫大眾耳熟能詳的《心

經》。

《心經》闡述的是般若空性的智慧，人

在世間、學佛，無論執著「有」或「空」

都是不正確的。而「中道」就是去除兩邊

，心經有云「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

不減」，當不執著「有」與「空」時才能

自在。

透過抄寫《心經》，找到般若的智慧

精華，當下思惟法義，以此修行，福慧

增長，功德回向，一切平安吉祥。

雲端修持 法義烙心

佛光山海內外道場以各自的方式帶領

信眾同步修持，如紐西蘭北島佛光山以

網路視訊方式，讓信眾在家跟著道場抄

經；南非南華寺由住持慧昉法師帶領道

場全體法師、師姑們抄經。

除自備筆墨紙抄經外，由網龍網路公

司設計的「雲端修持」程式，也於5月

13日正式上線，讓大家方便體驗網路抄

經。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大洋洲聯誼委

員會主任委員蔡素芬，以「史無前例」

形容今年的佛光山開山紀念日。看著螢

幕上的星雲大師開示，透過一字又一字

的書寫，將法義烙印在心中。

在疫情未歇的5月，大家在佛光日是

否相見已不重要，道情法愛已透過雲端

，完整的傳達沒有遺漏。

扌國際佛光會紐西蘭北島協會會長

余林濤、蔡夢迪闔家抄經。� �

� 圖╱蔡夢迪提供

慶祝佛光日 

【人間社記者周芝含洛杉磯報導】佛光

西來學校特於16日下午舉行「2019～2020

周六線上結業典禮」，這是首見的線上結

業典禮，共112名師生、家長報名出席。

西來學校校長慧東法師表示，即便防疫

在家，學生們仍努力完成學業，亦感謝行

政團隊在第一時間規畫線上課程及防疫措

施；還有老師們不辭辛勞配合校方政策，

勇敢面對挑戰，成為學生的好榜樣。

參與線上結業典禮的師生、家長一起回

顧成果影片，包括疫情前學生參加活動，

以及防疫期間在家上課的畫面；影片中的

歌曲〈Be the Light〉，則是改編自星雲大

師〈為新冠肺炎疫情向觀世音菩薩祈願文

〉，不僅是感謝大師成為明燈，也鼓勵老

師、家長成為孩子的明燈，願三好四給的

精神得到體現，將這盞燈，燈燈相續。西

來學校家長會會長姚麗娟表示，感謝佛光

山西來寺法師及西來學校老師的努力，才

能成就孩子們在這段期間不間斷的學習。

線上結業典禮安排才藝表演節目，有人

朗讀自己的作文、詩詞，有些學生組隊輪

流背誦〈木蘭詩〉或唱誦〈遊子吟〉；會

話班的學生用中文寫信，真誠感謝世界各

地佛光山的法師們、義工們，在疫情期間

的努力奉獻，並將信的內容錄製成影片送

給大家；拼音班的學生表演〈你笑起來真

好看〉，透過優美的樂曲搭配簡單的手勢

動作，向第一線的醫護人員致敬，更鼓勵

大家以慈悲和積極的態度迎接未來。

典禮尾聲，西來學校執行長滿兆法師帶

領大家線上恭讀星雲大師〈為新型肺炎疫

情向觀世音菩薩祈願文〉，法師讚歎學生

們的精采表演，並感謝家長們的支持，還

佛光西來學校舉行「2019～2020周六線上

結業典禮」，圖為學員們以視訊方式集體表

演。� 圖／何祥鈺提供

雲端結業典禮 佛光西來學校創舉

有老師、常住、行政團隊及義工菩薩們的

努力。滿兆法師更以大師在1967年創辦佛

光山、1988年創建海外第一道場西來寺、

1989年興辦佛光西來學校等例子，鼓勵大

家學習大師不怕艱難的精神，以及積極解

決困難的態度。

【記者江俊亮專題報導】新冠病毒疫情

嚴峻，人心不安，藝術家周舟視為「黑暗

時期」，在友人協助下，她隱身嘉南平原

鄉間，以恆河金剛砂、佛光山大悲水、番

紅花等調和顏料，潛心創作一幅長12公尺

的畫作〈黑暗時期的生命力與期盼〉，祈

願疫情早日平息。

周舟的父親是駐外文職人員，後來赴日

本攻讀博士學位。她說，當時全家一起去

日本「陪讀」，因此小學1到5年級是在日

本度過。原本學工程的周舟，22歲大學畢

業後，就前往美國自學藝術。36歲那年，

搬到西班牙伊維薩島，一住就是20多年。

她說，自己不是學院派出身，但深信「只

要下工夫，鐵杵也能磨成繡花針」，堅持

著自己的創作風格。

她認為新冠病毒疫情，猶如歐洲中世紀

的黑暗時期，因此隱身鄉間，創作一幅12

公尺長、2.18公尺寬的畫作〈黑暗時期的

生命力與期盼〉。身為佛光人的周舟說，

有一天她持六字大明咒、灑淨之後，打坐

午休，竟聽到屋主播放西班牙音樂，彷彿

回到西班牙的「白色地中海小島」伊維薩

，「一下子靈感都來了！就用白色顏料潑

灑，白色蝴蝶就出來了！」周舟指著畫面

一角，猶如白色蝴蝶的畫作，她認為白色

蝴蝶就是「希望」，就是「新冠病毒黑暗

時期的希望」，象徵疫情即將慢慢平息。

白色蝴蝶是希望 畫家創作巨畫祈願
3日中午，台灣東部外海發生芮氏規模

5.9地震，那天上午她用金黃色顏料「潑

」出2條地震魚，「怎麼那麼巧？」周舟

說，她沒有這麼大的本事，是「菩薩藉我

的手，我只是菩薩使用的樂器而已」。

她說，母親從小就信仰觀世音菩薩，她

受母親影響，很多事情都選擇放下。她分

享，前陣子回佛光山，在藏經樓抽一支籤

，很巧的是，籤文即星雲大師法語：「放

下，不是沒有。放下，才能自在。放下，

才能解脫。放下，才能成就大業。」

周舟說，她只是「藝術的播種者」，從

創作中體會「簡單的道理，往往衍生出許

多理論和名詞，讓人們迷惑在文字與名詞

中，其實，道理本來就存在你我心中」。

她的畫作沒有許多道理，「你看到什麼，

就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