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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it Times
CA受得起別人的冷落，

禁得起外境的磨難，

困難就會向你低頭。

野狐精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唐朝時候的麻谷寶徹禪師，是馬祖

道一禪師的法嗣弟子。得法後，駐錫

在山西麻谷山闡揚禪法。

麻谷寶徹禪師年輕時，自認為自己

的參禪功夫已到達一定的證解，於是

就到南陽慧忠禪師的住處拜訪，希望

能得到禪師進一步的印可。

當麻谷寶徹禪師一進門，看到慧忠

禪師在禪床上打坐，麻谷寶徹禪師也

不開口，只是繞著禪床走三圈，然後

站定在慧忠禪師面前振動錫杖。意味

著，我這次前來參拜大德，是想請您

為我自參自證的境界做一個印證。

慧忠禪師看出他的心意，當下也不

予以戳破，只是冷冷看了他一眼，說

：「既然如此，又何必不遠千里來到

這裡？」

麻谷寶徹禪師依然不開口，看著慧

忠禪師再次振動錫杖。

南陽慧忠禪師看到麻谷寶徹始終執

著，於是毫不客氣地喝斥他：「你這

個野狐精，一槌錫杖、三槌錫杖，你

有敲開你的心門嗎？出去！」

麻谷寶徹禪師於言下有悟，慚愧就

地禮拜。

悟道不悟道，重要的是心裡明白還

是不明白？心燈亮了還是不亮？心門

開了還是不開？你只是振動錫杖，那

又有什麼用呢？

心中不悟，道由何處而生？心燈不

亮，又如何照破無明黑暗？心門不開

，真理智慧又怎麼能進得來？假如把

錫杖換成鎖匙，心門開了，心燈亮了

，心就明白了！假如你心門不開，就

是振壞了錫杖，也只是野孤精啊！

時間 活動名稱

即日起 佛光山西來寺暫停開放

8／14
（五）

大悲懺法會
（線上視訊，7：30pm）

8／15
（六）

大悲懺法會
（線上視訊，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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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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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綜合報導】累積20年攀登經歷

、36歲呂忠翰，是台灣首位以無氧攀登

超過8000公尺高山的登山者，目前已挑

戰全球8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至今

無氧完登5座，他希望在40歲左右完登

全球14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出生彰化鹿港的呂忠翰，從小就讀體

制外的學校，他13歲第一次登玉山時摔

落懸崖，幸好吊掛在樹梢未受什麼傷；

他也未因此懼怕登山，反而愈挫愈勇，

立下他成為登山家的志向。

全球共有14座海拔逾8000公尺的山，

一般海拔超過6500公尺的高山就需攜氧

，否則會身體不適，產生頭痛、頭暈、

噁心、嘔吐等狀況，難以繼續攀登，對

體能是一大考驗。呂忠翰自2013年起挑

5大洲800佛青 雲端共議未來

扌來自5大洲、23個國家地區，近800位青年一同參與「2020國際佛光青年線上會議」。

� 圖╱國際佛光會世界佛光青年總團提供�

【人間社記者吳浩君、陳珮榮台北報導

】「2020國際佛光青年線上會議」於台灣

時間8月1日上午11時首次以ZOOM線上

會議室召開，來自5大洲、23個國家地區

，近800位青年共同參與，由國際佛光會

世界佛光青年總團執行長慧傳法師擔任主

席，以「信仰與傳承」為主題，藉以科技

之便，搭配多種軟體，探討議題、集體創

作，超越距離、語言及時間。

此次會議貴賓雲集，包括有國際佛光會

署理會長慈容法師、國際佛光會祕書長覺

培法師、歐洲副祕書長滿謙法師、大洋洲

副祕書長滿可法師及東南亞副祕書長覺誠

法師等出席與會。

團聚一心 集體創作

慈容法師轉達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的祝

福，希望青年的生活充滿熱情、蓬勃生氣

。他也勉勵青年，這一刻青年能共聚一堂

備感親切，互相觀摩，從學習中來展現佛

高僧軼事 寶誌禪師撰製梁皇寶懺
文／覺勤

寶誌禪師（西元418～514年），南朝陝

西南鄭人，俗姓朱，又稱寶志、保誌，人

稱寶公、寶誌公禪師。相傳梁武帝曾使張

僧繇為他畫像，誌公現出了「十二面觀音

像」，因此被認為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與達摩、傅大士合稱「梁代三大士」。

寶誌禪師7歲依旨鍾山（今紫金山）道

林寺僧儉出家，專心禪觀，因而得道。劉

宋泰始年間，往來於都邑，居無定所，行

事作風更是隨性，即使幾日不吃，也無飢

餓之臉色，飄然瀟灑，喜寫詩詞送人，詞

意如讖語，預言無不實現，故常被人爭相

追問自己的禍凶吉福。

齊武帝認為寶誌禪師妖言惑眾，便強捉

入獄；但是，人囚在獄中，仍有人每日見

禪師遊行於市里，武帝派人至獄中檢視，

卻又見師在獄中。後來，武帝索性就將禪

師迎入華林園供養，並禁其出入。雖然說

是被禁，但禪師不為所拘，仍然常遊訪龍

光、罽賓、興皇、淨名等諸寺，直至梁武

帝建國後，才將禪師解禁，並因禪師常對

武帝談經說論，而備受崇信。

無氧攀登 呂忠翰攻頂5座8千公尺高山
戰無氧攀登海拔逾8000公尺的高山，迄今

挑戰過8座高山，已完登5座。

呂忠翰表示，攀登高山要克服地形風險

，運用攀登繩、冰爪等專業工具，才能越

過陡峭冰岩或山頭等路線，加上氧氣只有

平地的三分之一，攀登過程相當緩慢，但

無氧攀登對他來說相對純粹，也是可以知

道自己的極限，並更貼近大自然的方式。

呂忠翰說，每次到國外攀登高山，行程

需40天至50天，旅費高達上百萬，因此到

國外挑戰攀登需靠募資、贊助才能完成。

他說：「我的生活哲學被山林環境影響滿

大的，很多事情必須順其自然，面對挫折

和困境時我會選擇出發上路，並不期待從

都市中尋找答案。」

畢業於苗栗縣卓蘭鎮山區全人實驗中學

〈梁武帝問誌公禪師因果文〉載：武帝

問誌公禪師放生功德如何？誌公禪師回答

說放生功德，不可限量，並引經云：「蠢

動含靈，皆有佛性，只因迷妄因緣，遂使

沉各別，以渠生死輪迴，互為六親眷屬，

改頭換面不復相識，若能發喜捨心，起慈

悲念，贖命放生者，現世保病延生，未來

當證菩提。」可知，梁武帝常向誌公禪師

請示佛法。

梁武帝也曾為了超度他的皇后郗氏，禮

請誌公與10位高僧集製了一部《梁皇寶懺

》。製懺緣起於皇后郗氏生前嫉妒六宮，

性殘心狠，慘毒害物無數，死後墮莽蛇身

受畜生果報，鱗片受萬蟲唼嚙，痛苦如針

刺，而至皇宮內向梁武帝求救。

武帝急忙向寶誌禪師求教，禪師對梁武

帝說：「必須要禮佛懺悔才能洗滌罪業。

」因此武帝恭請誌公結集佛經撰懺悔文十

卷，武帝依照懺本為皇后拜懺將功德回向

。一日，禮懺畢，郗氏便現天人相向武帝

拜謝：「承蒙皇帝為我作功德，現已超生

忉利，今特來致謝。」」

《梁皇寶懺》至今已有1000餘年歷史，

是中國流傳最久的一部懺法，素有「懺中

 圖／宗原

的呂忠翰及學弟張元植，因全校師生每

年攀登一座3000公尺以上高山，不僅塑

造兩人在思考上的獨立自主，更是他們

兩人與山林結緣的開端。去年6月，他

們帶著超過2000人的群眾募資，挑戰海

拔8611公尺、位於巴基斯坦與大陸邊界

的喬戈里峰（K2），距離攻頂僅400公

尺處，兩人判斷前方雪況風險極高，當

下協議折返。呂忠翰與張元植這般甘願

不與環境拚搏的心態，其實經過長時間

的學習與累積。

「前方積雪的不穩定性是我們撤退的

主因，當下情況是很客觀的，經驗告訴

我們不能賭這一把，只能放眼期待未來

。」在他們的心中，能否創紀錄已不那

麼重要，反倒希望在登山教育付出努力

，「目標已經不是一座實際的高峰了，

能夠沒有後顧之憂的踏上一條自己喜歡

的路線，是我們最期待的人生狀態」。

之王」的美稱，也是佛教中最被重視的懺

儀。

禪師於天監13年12月示寂，世壽96。敕

葬鍾山獨龍阜，於墓側立「開善寺」。諡

號「廣濟大師」，後代續有追贈妙覺大師

、道林真覺菩薩、慈應惠感大師、普濟聖

師菩薩等號，也因寶誌禪師與晉朝佛圖澄

相似，常現神通度人，而有許多神異事蹟

名世。

佛光山西來寺啟建
孝親報恩梁皇法會

農曆7月孝道月將屆，為發揚孝親
報恩之美德，效法目犍連尊者對母親
追思之情，西來寺於國曆8月16日至8
月23日啟建孝親報恩梁皇法會（視訊
直播），禮拜《梁皇寶懺》。仗此佛
力慈佑，功德回向過往先靈往生淨土
，蓮品增上；藉此禮佛拜懺，淨化身
心，培福修慧，並祈社會安和樂利，
平安吉祥！
法會日期：孝親報恩梁皇法會
　　　　　8／16～23（日～日）

　　　　三時繫念佛事
　　　　8／23（日）

※欲了解法會資訊，請
以手機掃瞄QR code，
連結至西來寺官網。

菩薩的慈悲心與智慧，做為一個富有的、

快樂、奉獻的人。

「今日大家雖然分隔兩地，還能在空中

相會，實在不可思議。」慧傳法師表示，

從1997年至今，每一年定期舉行國青會議

，至今已經24個年頭，一期一會見證大夥

珍惜因緣與團結。儘管世界各地的青年存

在著時差，早安、午安、晚安的互相招呼

，但在此時此刻團聚一心、集體創作。災

難風雨總有一天會過去，讓我們帶著信仰

向前行，超越距離心連心。

「一個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可以走

得更遠。」慧傳法師提及，從各洲團務報

告了解青年集思廣益，配合常住舉辦線上

佛學課、線上共修、素食烹飪課等，也有

舉辦線上論壇或禮請法師為青年解惑。即

使疫情限制活動，但透過線上方式彼此鼓

勵、扶持，用精進提升自己，用佛法正向

轉念，為將來的活動作準備。

超越距離 迎向挑戰

值得一提的是，大會歌曲〈超越距離〉

是由Erik Ralske英文作詞、紐約傳燈分會

作曲，邀請美國、台灣及馬來西亞多位歌

手演唱，鼓勵佛光青年在面對挑戰時，更

能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堅定信仰也讓大家

超越距離，心串聯在一起，你我之間零距

離。

會議尾聲，重新錄製的團歌〈和諧〉首

播，這首歌意義非凡，結合20個國家地區

、40個分團響應，以8種國際語言再次詮

釋，串起大家的心，鼓勵大眾以慈悲讓生

命充滿希望，在艱困時加油，為和諧世界

一同努力，不少人看了首播熱淚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