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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it Times
CA勿以少分的學德，博取多分的

榮譽； 應以十分的才幹，擔負
八分的任務；要用萬分的準備
，教授全分的課程；雖受一分
的恩惠，也報百分的心意。

請施錢財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唐代池州（安徽貴池）的甘贄居士

，在南泉普願禪師門下學習，並且得

到南泉普願禪師的印可。

有一天，甘贄居士到南泉普願禪師

的道場設齋，當時黃檗希運禪師在道

場中擔任首座一職，甘贄居士拿著三

文錢進入僧堂，直接走到黃檗希運禪

師的面前，然後將手往前一伸，說：

「請上座施我錢財。」

黃檗希運禪師看了看他手中的三文

錢，再看看甘贄居士，微微一笑說：

「財施有限，法施無窮，你為什麼只

要有限？不要無窮呢？」

甘贄居士聽了，非常歡喜，立刻把

三文錢遞到黃檗希運禪師的面前，說

：「請上座接受我的無窮無限。」

黃檗希運禪師點點頭，回答說：「

善哉，佛子！善哉，佛子！」

甘贄居士於言下大悟。

佛法裡面經常提到「布施」，究竟

布施是給人？還是給自己？布施，看

起來是給人，實際上是給自己。你不

在田裡播種，到了秋冬，那裡有收成

呢？

給人一句好話，能得到別人的一個

微笑，連空谷都能有回音，施捨又怎

麼不能獲得呢？只是，有相布施總是

有限，無相布施才能無窮無盡。

甘贄居士的三文錢，可以打齋，可

以供佛及僧，此中，吃了飯的人，以

此為色身資糧，將來可以修行悟道。

悟道了，就心如虛空，量周沙界，從

有相到無相，從有窮到無盡，從有為

到無為，這樣，不就從世法進入到佛

法了嗎？

佛光新聞集錦

紐西蘭警署部Ormiston警察局的Wendy 

Spiller督察及Anson Lin高級警長，11日頒

贈「感謝獎章」給北島佛光山住持滿信法

師及佛光山團隊，感謝紐西蘭佛光山多年

來協助警署部造福社區，為建設善美的社

區所付出的一切努力。Wendy Spiller表示

，感謝滿信法師讓警官們在道場召開各種

年度會議，以及每年熱忱接待新進警員，

有機會認識佛教的多元文化、弘法事業；

盼大家學習星雲大師「三好、四給」的理

念，安穩的社會必然指日可待。 （張爽）

   紐西蘭 警署頒贈獎章感謝佛光山

時間 活動名稱

即日起 佛光山西來寺暫停開放

8／23
（日）

孝親報恩梁皇法會功德總回向
（線上視訊，9：30am）
三時繫念佛事
（線上視訊，1：30pm）

8／30
（日）

共修法會
（線上視訊，10：00am）

9／2
（三）

光明燈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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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社記者邱俊傑亞松森報導】國際

佛光會巴拉圭華人慈善基金會公關主任委

員奧斯卡（Oscar Luis González Cañete），

10日代表基金會，陪同巴拉圭總統阿布鐸

（Mario Abdo Benítez），以及第一夫人西

爾瓦娜（Silvana López Moreira de Abdo）

，前往魯克市亞松森（Nueva Asunción）

貧民區，共同為「自主循環」（Ñapu'ãke

）計畫舉行啟動儀式。

早在今年初，第一夫人辦公室便聯繫巴

拉圭華人慈善基金會，提出「自主循環」

計畫，基金會隨即響應，捐贈了20台愛心

豆漿機，並提供豆漿以及大豆副食品的技

術培訓。

這項「自主循環」社會福利計畫宗旨是

，教導貧民區的居民，種植蔬果、蘭花、

漁業養殖、家政事務、製作豆漿和大豆副

食品，以促進生產、滿足自身的需求；另

一方面，第一夫人辦公室協助產品銷售，

以改善民生經濟、造福社會大眾。當局先

選定5個區域試辦，攜手社區領導者、學

校、婦女協會，找出最適宜當地的培育方

案，幾個月來，頗有成效。

阿布鐸總統堅信，當這些家庭都能自給

自足，並順利在市場販售自產商品時，便

足以翻轉所有人的生命，「大家將有機會

透過努力、奉獻付出，來換取成功」。

台灣的蘭花 也參與計畫

第一夫人西爾瓦娜表示，「自主循環」

計畫納入亞松森和中部的18個社區、2座

監獄，讓2萬7500人接受培訓，這也代表

在5500個家庭啟動微型企業的技術指導。

第一夫人也特別感謝巴拉圭華人慈善基金

會愛心豆漿站和全體義工，在這次新冠病

毒疫情期間所提供的協助。

自主循環計畫也獲得來自台灣的支持；

我駐巴拉圭大使韓志正應邀出席啟動儀式

，並捐贈500株由台灣技術團所培育的蘭

苗。他表示，台灣被稱為「蘭花王國」，

每年蘭花出口值高達2億美元（約新台幣

60億元），未來會派遣技術人員指導當地

栽種蘭花，共享資源，以幫助這些微型企

業擁有更多生機。

對計畫備感期待的居民帕那表示，他與

家人在亞松森生活了30年，當地基礎設施

落後，也沒有水資源，現在，生活有了轉

機、有了辦法，他非常感謝相關機構帶來

的可能性。

當天出席儀式的還有巴拉圭勞工部長巴

喜加波、社會福利部長瓦瑞拉。

巴拉圭拉拔貧民 佛光人襄助

扌巴拉圭總統阿布鐸（中）及第一夫

人西爾瓦娜（右）參觀蔬菜種植。

 圖╱OSCAR提供

佛學班、西來書院 全面e化學習 
【人間社記者彰平洛杉磯報導】新冠病

毒疫情在美國持續蔓延，佛光山西來寺為

了讓兒童、青少年及青年，能有持續接觸

佛法的因緣，特別將英文兒童佛學班、英

文青少年佛學班、佛光西來書院轉型為雲

端學習。

英文兒童佛學班、英文青少年佛學班皆

已開辦3至4年了，課程主旨強調品德教育

，推行三好，以及學習生活技能，如大眾

演說技巧、團體合作、領導能力等。因應

疫情，許多課程採用線上教學，老師們也

特別製作問卷調查，詢問家長及學生的學

習取向，作為改善教學效能的依據。

根據問卷的數據，佛學班秋季課程從原

本的2小時上課時間，調整為線上授課1小

時，將於9月20日開課，時間為每周日上

午11點到12點；兒童班招生對象為7至10

歲，青少年班為11至17歲。課程內容包含

初級佛學、靜心正念、藝術創作等，而表

現優秀的學員，有機會成為西來寺的小小

導覽員。

另外，佛光西來書院將於10月3日線上

開課，周六上課且調整為半天的課程，將

開放北美洲各地18至40歲青年申請報名。

西來書院已有16年了，辦學宗旨為幫助青

年學習佛法，啟迪智慧，找到人生方向。

學員以社會青年、各大專學校的學生為對

象，亦有碩、博士生參與；課程內容包括

聽聞佛法、佛學論壇、禪修引導等。

西來寺秉持著「以教育培養人才」的宗

旨，開辦了中文、英文的課程，提供學習

佛法的機會，讓異鄉遊子及在地學子皆有

親近佛法的因緣，為國家社會培養正知正

見的下一代。

佛光西來書院線上進行讀書會。

 圖／佛光山西來寺題供

英文兒童佛學班、英文青少年佛學班

、佛光西來書院的課程內容及報名方式，

請至西來寺官方網站查詢（中文：http://

www.hsilai.org/tc/；英文：http://www.

hsilai.org/en/）。

扌「自主循環」計畫剪綵儀式，與會貴賓有巴拉圭總統阿布鐸（左3）、巴拉圭第一夫

人西爾瓦娜（左4）、國際佛光會巴拉圭華人慈善基金會公關主任委員奧斯卡（右1）

、中華民國駐巴拉圭大使韓志正（右2）等人。

馬來西亞佛光文化及《普門》雜誌聯合

舉行「e普門講座」第6場，日前邀請佛光

山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線上主講「師父天

天在我家──《366天與大師相會》」。

慧東法師說，《366天與大師相會》收錄

星雲大師所作的366篇短篇文章，呈現一

天閱讀一篇文章的概念。因新冠疫情的關

係，人們面臨各種干擾，「再加上生活、

工作中的種種壓力，以致一旦遇到一點點

的不如意，便很容易跟別人發生衝突。」

他進一步說，如何了解自己的內心，讓的

心沉靜下來，這個就是佛法。 （陳玉苗）

馬來西亞 慧東法師線上談大師著作

【記者曹麗蕙台北報導】「我常開玩笑

說，我們是一個『混障』樂團，混合障別

的樂團。」「極光打擊樂團」是台灣首創

跨越多種障別的擊樂團隊，團員包括視障

、聽障、肢障、智障、過動兒、自閉症、

小臉症等，而16年來引領團員「用生命敲

出每個音」的就是創辦人何鴻棋。本身是

朱宗慶打擊樂團資深團員的他，亦是一名

佛教徒，他說：「打擊樂是我的職業，『

極光』是我的志業，我相信我會做到不能

呼吸的那一天。」

十幾年前因緣際會，何鴻棋答應一個協

會幫身心障礙孩子舉辦擊樂夏令營，成果

發表時，孩子們的表現令全場觀眾熱烈喝

采，一名家長哽咽對他說：「沒想到我的

小孩，有一天會在台上被大家鼓勵！」恰

好何鴻棋的二女兒在那時出生，「我更加

體會對父母而言，孩子的健康最重要」。

他也感恩這些家長「替大家承受這個業」

，便於2003年成立「極光打擊樂團」。

「當時本想取名『擊光』──擊出光芒

」，後來想到許多人赴北極想看可遇不可

求的極光，「我碰到這群團員也一樣，他

們也是可遇不可求」，因此最終定名為「

極光」。本是放牛班學生的他，深信「天

生我材必有用」，「我把他們當作一般孩

子，只是學習比較慢」，他說：「極光不

收費，只要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喜歡打擊

樂的人都可以來學，就算完全不會，我也

願意從頭教起！」

在團練室，可以看到聽障生戴上助聽器

打鼓，小兒痲痺團員撐著枴杖或坐著敲木

琴，但極光團員不僅學一種樂器，木琴、

鐵琴、低音鼓、爵士鼓、三角鐵樣樣來，

「我都告訴他們：要靠自己的音樂實力贏

得掌聲！團員也很厲害，以前不會看譜，

現在都會看了，且一個多月就能練一首曲

子」。他坦言帶領他們最難的是契合度，

「有些團員習慣活自己世界，但打擊樂合

奏時，被訓練要聆聽別人樂音，這也讓他

們更懂得合群，用音樂和他人溝通」。

團員除了學會用音樂與外界互動，也從

打擊樂中建立自信；「極光」不僅對團員

的生命、家庭帶來正向改變，在台灣國際

打擊樂節、台北兒童藝術節，甚至受邀出

國巡演時，也都激勵著社會大眾。

「極光」成立至今全都是靠募款，即使

不易，何鴻棋卻從未想放棄：「團員就像

天使，和他們在一起很快樂，怎麼會放棄

他們？」他還透露一個願望，盼未來能成

立「極光之家」，能照顧團員到走的那一

天。

極光樂團 混障成員敲出生命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