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光山西來寺 Hsi Lai Temple(I.B.P.S.)
3456 Glenmark Drive, Hacienda Heights, CA 91745 

Tel: 1(626)9619697    Fax: 1(626)3691944
E-mail: info@ibps.org    www.hsilai.org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The Merit Times
CA以無益的話語去占有用

的時間，不僅使人討厭

，簡直是無德之行。

不為人說的法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唐朝的時候，有一位百丈法正禪師

，又名百丈涅槃和尚，他是百丈懷海

禪師的法嗣弟子。當時，百丈懷海禪

師在江西省奉新縣西北的百丈山（大

雄山），大揚禪法，後來，百丈涅槃

就在百丈懷海禪師的座下，擔任西堂

一職，開講佛法大義。

有一次，百丈涅槃和尚見到南泉普

願禪師（南泉與懷海、西堂智藏，人

稱洪州門下三大士），就問說：「諸

佛菩薩為眾生說法，您可了解諸佛菩

薩還有法沒有開示眾生的嗎？能不能

說一些給我知道呢？」

南泉普願禪師微笑說：「諸佛菩薩

不說，就是不要你知道。」

百丈涅槃和尚繼續追問說：「既然

諸佛菩薩不要我知道，那禪師您可否

慈悲，可以讓我知道一些嗎？」

南泉普願禪師搖搖頭，說：「我早

就已經告訴你了，難道你還不懂？」

百丈涅槃和尚聽了，終於言下大悟。

佛法，有可說者，也有不可說者。

諸佛菩薩的法，一旦落入於語言文字

，就只是世間的說文解字罷了，真正

的說法者，是無法可說的。就如釋迦

牟尼佛常講的，我所說佛法者，佛法

未增一字 ；我所未說佛法者，佛法

未減一字，此即所謂佛陀說法，況且

，就真理來講，如爪上泥，未說之法

，則如大地土。所以，佛陀最後在靈

山會上拈花示意，表明了不立語言文

字，這是見性成佛的法門，那也就是

不用說法，以心印心而已啊！

時間 活動名稱

即日起 佛光山西來寺暫停開放

7／5
（日）

共修法會
（線上視訊，10：00am）

7／6
（一）

光明燈法會
（線上視訊，10：00am）

7／10
（五）

大悲懺法會
（線上視訊，7：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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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光新聞集錦

紐西蘭佛光山住持滿信法師關懷社區大

眾，指示捐贈防疫口罩給基督城學校，以

提升學子的安全防護措施。國際佛光會紐

西蘭南島協會理事劉國威，日前代表南島

佛光山及南島協會，向基督城的Te Waka 

Unua小學和Merrin小學捐贈400個防疫口

罩。Te Waka Unua小學校長Janeane Reid

非常感謝常住的善舉，「隨著學生返校上

課，口罩對我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讓學

生在集會時可以派上用場」。Merrin小學

校長助理Sarah-Jane表示，為學生能夠平

安健康回到學校感到欣慰，也會提醒學生

加強衛生防護措施。 （心昇）

紐西蘭 佛光人贈口罩關懷學子 

為了減緩地球暖化、解決糧食危
機，國際佛光會邀請您一同響應「
蔬食A計劃」，從減少肉食、隨手做
環保、節能減碳開始吧！連署活動
請至官網http://www.vegdays.org/index.
php?lang=tw

【本報高雄訊】佛光山大悲殿18日一早

喜氣洋洋，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的〈為僧

之道〉祝福歌聲中，迎來歡喜出家入道的

青年，來自台灣、香港、印尼、馬來西亞

、菲律賓等地的青年，在觀世音菩薩座前

，以及佛光親家齊聚祝福下，虔誠誦念出

家誓願，出離煩惱之家，發願生生世世皈

依三寶，成就佛道，共同發心弘揚人間佛

教。

星雲大師以自己一生只做和尚，只為佛

教，勉勵新出家青年，出了家就要一生一

世不改變，「在家沒有現在好，在佛教裡

，什麼都不缺，出了家，全世界都是我們

的」。佛光山在全世界有300多處道場，

都是大家的，要發心與大家多結緣，讓全

世界的人都受到佛光普照。

出家典禮由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主法，

為出家青年剃除鬚髮，象徵性地劃下三刀

，「願斷一切惡事，願修一切善行，願度

一切眾生，果證圓滿菩提」。三振錫杖表

示入道要門，發心為首；修行急務，立願

居先。佛光山傳燈會會長慈容法師勉勵新

出家青年，要發心為大眾和社會服務，並

歡迎佛光親屬常回山，「這裡也是大家的

家，要常常回家！」

知瑭師於2011年開始親近佛光道場，

2017年起在嘉義圓福寺長期擔任義工，因

佛法帶給他歡喜，心生出家之意。奶奶、

父母、兄弟、姪子等一家3代同堂到場觀

禮，給予最大的支持與祝福，護持其在佛

道上的成就。知瑭師期許自己深入經藏，

青年出家入道 誓弘人間佛教

未來能以般若智慧度化眾生。

知倫師一家從台北南下參與出家典禮，

體會到星雲大師所弘揚的人間佛教，充滿

歡喜、溫暖與慈悲。佛光山體系多元的平

台，只要子女肯發心，就能在人間佛教的

道場找到光明前程，讓父母相當安心。

知孟師提及他從歐洲到香港，一直在找

尋親近正法的機會，「繞了地球半圈，終

佛光山大悲殿舉行出家典禮，由住持心保

和尚為新出家者剃度。 

 圖╱佛光山叢林學院提供

【人間社記者心奉洛杉磯報導】佛光山

開山星雲大師一生致力於「宗教融和」，

祈以宗教的力量實現「世界和平」。洛杉

磯19日舉行一場「佛教天主教對談」，探

討「種族主義之平等觀念」、「宗教在疫

情期間如何服務大眾」、「各寺院及教堂

的開放規畫與策略」等議題，以線上連線

方式進行，與會者有天主教Alexei Smith神

父、美國洛杉磯佛教會會長照初法師、東

本願寺別院Rev Frederick Brenion、Michael 

Kerze教授，天主教洛約拉馬利蒙特大學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的Michael 

McNaught，St. Vincent de Paul的Susana 

Santana，佛教慈濟基金會Debra Boudreaux

、Sabrina Ho，以及佛光山西來寺妙璽法

師等10人出席。

「如何寬恕他人不敬的語言，以正確的

觀念來調適非常重要。」Alexei Smith神父

表示，種族主義於疫情期間明顯受到關注

，並闡述一位菲律賓青年與其母親在超市

被言語侮辱的狀況。

Michael Kerze、Michael Mcnaught皆認為

，「缺乏尊重，不在乎他人」，這是導致

種族歧視的重要因素，他們希望藉由自身

在學府授課的因緣，從教育著手，培養良

善的品德。

妙璽法師則分享西來寺與亞凱迪亞市

各宗教行動團體（Arcadia Interfaith Action 

Group）所發布的聲明，雖然尊重憲法權

利，但是不支持暴力的行為，呼籲大眾以

和平為終極目標。

針對各寺院及教堂的開放規畫與策略，

Alexei Smith神父所處的Saint Andrew教堂

，以及西來寺，目前採用預約的方式讓信

信仰傳遞正念 佛教、天主教對談

於找到人生真正的依歸」，有因緣在佛光

山出家，他發願學習星雲大師的精神，實

踐三好、四給，將佛法的美好散播到全世

界。

【記者曹麗蕙專題報導】擁有「世界旅

人」稱號的黃丁盛，是知名民俗、旅遊攝

影家，他行腳五大洲、走遍全球近百國，

從台灣廟會、原住民祭典，到南美祕魯太

陽祭、歐洲威尼斯面具節、非洲尼日吉利

烏爾節慶男子競美大賽等，都能看到他拿

著相機、按下快門，用鏡頭捕捉各地節慶

之美的身影。

他說：「民俗祭典是萃取人民生活習慣

與宗教信仰的精華，更是經歲月薪傳的醞

釀再醱酵成民間文化的結晶，不僅值得保

存，更應積極推廣。」

大學時，黃丁盛就接觸攝影，還一舉榮

獲全省美展「大會獎」，激勵他踏上專業

攝影之路，至今已40年。他會投入節慶攝

影，是因從小拜王爺公長大，拍攝相關題

材時發現「當時台灣民俗祭典不受重視，

常被貼上『迷信』與『浪費』的負面標籤

，但這是台灣的傳統，當中蘊含深刻的文

行腳五大洲 黃丁盛捕捉節慶之美

眾進入禮拜，同時呼籲民眾保社交距離、

戴口罩等。Alexei Smith神父表示，「戴口

罩是一種慈悲的行為」，保護自己，也愛

護他人。Debra Boudreaux亦分享如何依類

別丟棄已使用過的口罩，以降低新冠病毒

散播的風險。

黃丁盛（中）在尼泊爾和印度教苦行僧

合影。 圖／黃丁盛提供

化意涵，應該保存下來」。

黃丁盛之後便投入相當多時間心力，背

著相機到各地廟會、原住民祭典就參與拍

攝不下700次，成為台灣民俗攝影達人，

他還舉辦過攝影展，也曾出版《跟著媽祖

去旅行》等書籍。

「要了解一個地方的人文，就從慶典開

始」，不只形容台灣，全球各地都適用。

他分享：「新世界7大奇景之一的『馬丘

比丘』是印加『建築』代表，但它任何時

間都在等遊客造訪，然而印加帝國『文化

』代表應是太陽祭——每年南半球6月冬

至時，人民都會舉行盛大慶典，祈求太陽

不要離開」。他表示，祕魯太陽祭重現印

加古文明的儀式、遊行與歌舞，若民眾挑

太陽祭時造訪，不僅可欣賞到馬丘比丘，

還能一覽印加文化的精華縮影。

「我並非去拍一張好照片，我是從開始

一路拍到結束，用圖片說故事。」因此，

黃丁盛對節慶的時間地點、過程、意義、

禁忌都要充分了解及尊重，「還要觀察周

邊可用地形地物，知道什麼時候出現在那

裡，才能捕捉到你要的畫面」。

對黃丁盛來說，攝影是「以攝影為圓心

，用民俗學、人類學、建築學為半徑，畫

出一個又一個超越攝影領域的同心圓」。

他直言：「美，只是基本要求；攝影還要

有時代的意義、記錄的價值、故事的背景

。」他也身體力行，結合建築學，拍出台

灣古蹟與世界遺產之美；深入民俗學，記

錄一場又一場民俗節慶；涉獵人類學，定

格各族群的「世界容顏」。

澳洲臥龍崗市政府近日發起「畫出你的

光」（Paint Your Lights）活動，鼓勵藝術

家在交通訊號控制箱上進行創作。佛光緣

美術館南天館日前響應活動，有紀法師將

人間佛教的性格「慈悲喜捨」，透過「塗

鴉禪」（doodling）的方式呈現，南天寺

法師們均加入創作行列。青年Sam表示，

電箱上的「歡樂、善良、慈悲、希望」等

字詞令他無比感動，「這是如此美麗、重

要的文字，特別是在疫情期間」。有紀法

師表示，電箱上的字句就是人間佛教價值

，是人人需要的。在街道的十字路口，每

個人大多會焦急等待，許多負面情緒常傾

洩而出。但這時刻，若能在路口處看到各

種色彩豐富、富有正能量的作品而調適心

情，也是給人歡喜的善行。 （本弘）

澳洲 塗鴉禪躍上電箱傳遞歡喜

「佛教天主教對談」以線上方式進行，邀

請佛教、天主教團體代表一同交流。 

 圖╱佛光山西來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