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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何為舟筏？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上等人，經得起千錘百鍊；

中等人，經得起打罵棒喝；

劣等人，經不起任何臉色。

佛光山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10／13
（日）

秋季追思祭典三時繫念法會

10／14
（一）

七日禪
（一～日）

10／21
（一）

觀音菩薩出家紀念日─上供

10／26
（六）

八關齋戒修道會

人間行者心

島嶼拼圖

母女同行菩薩道

公路地藏菩薩

文／潘青霞   圖／張志誠

文與圖／鍾秉諺

唐朝潮州的大顛寶通和尚，俗姓陳

，法號寶通，自號大顛，廣東潮陽人

。他與藥山惟儼禪師同在西山惠照禪

師的門下出家，又一同到湖南衡山參

禮石頭希遷禪師，成為希遷禪師的法

嗣弟子。後來又回到潮陽，建立靈山

寺。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八一九），

韓愈被貶至潮州時曾去拜訪大顛禪師

，二人結為好友。

某天，一位長久以來都精進於讀經

、禪坐的僧人，可是卻苦於找不到方

法和技巧，不知道該如何用功才能契

入佛法大要，特地來拜訪大顛寶通禪

師。

僧人見到禪師，恭敬請示：「請問

禪師，人生猶如苦海，時有大波大浪

，我們應該以什麼為舟筏，才能幫助

我們安然渡過苦海，到達彼岸呢？」

大顛禪師說：「以木頭為船筏，就

可以通過苦海了。」

僧人本以為大顛禪師會說出一番大

道理，沒想到竟是如此平凡的答案，

不禁心生懷疑，又再次提問：「只是

這樣，就可以得度了嗎？」

大顛禪師淡淡地回答說：「盲者依

前盲，啞者依前啞！」

僧人再問：「禪師，在盲啞人前，

您是怎麼樣得度呢？」

大顛禪師說：「心通一切通，何在

乎江海風浪？」

佛學論文發表會 回歸佛陀本懷

【人間社記者仉桂華新北報導】台灣大

學佛學研究中心、佛光山金光明寺及中華

慧炬佛學會聯合舉辦「第35屆全國佛學論

文聯合發表會」，9月27至29日於台灣大

學及金光明寺舉行，共發表33篇論文，來

自全台20餘所佛學院及大學佛學、文學、

哲學與宗教學等領域發表人、講評人等近

250人參與佛教學術研究盛會。

金光明寺住持覺培法師開示勉勵，以「

人間」與「佛教」破題，帶領思索人間佛

教對當代人間的意涵。「佛光山開山祖師

星雲大師以不忍眾生苦的悲心，倡導奉獻

社會造福人間。」覺培法師說，若無佛法

，眾生無法離苦，身為佛子應常思索如何

自利利他幫助眾生離苦得樂；但若不走入

千家萬戶，佛教難以弘揚、傳承，所以要

讓佛法化入人間，讓世人不只接受佛法，

也能在生活中力行實踐佛法，這即是人間

佛教，即是回歸佛陀本懷。

本屆發表會表揚優秀論文計9位，佛光

大學佛教學系博士生見心法師榮獲首獎，

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生劉千猷及佛光

大學佛教學系博士生知如法師獲優良論文

獎。

佳作6位分別是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

研究所博士生陳昱仰、中興大學中國文學

系博士生李庚道、佛光山叢林學院能中法

師、福嚴佛學院碩士生覺慧法師、佛光大

學佛教學系博士生谷有量及壹同女眾佛學

院顯善法師。

經歷五重審稿 評選優秀論文

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越建東表示，

經過五重審稿評選出優秀論文，參與評審

的老師們付出很大的心血，勉勵大家務必

珍惜，所做的佛學研究要對共建美好社會

有所幫助。

台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耿晴表示，獲選

首獎的論文在研究文獻、經典語言、思想

訓練的背景上深入且紮實，佛學研究沒有

捷徑，此篇論文是最好的示範。台灣大學

哲學系客座副教授李勝海指出，順著發表

者論文的闡釋，能幫助尋找研究思路。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系主任鄧偉仁說

，不要小看論文基本功，體例格式符合學

術標準、書寫正確、文句通暢，這也是學

術專業的展現。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徐聖心勉勵「不忘初心」，學術研究具備

探險的精神，勇於走出沒人走過的路，或

許能找到弘法上嶄新的可能性，如同星雲

大師一般。

適逢教師佳節 共享信仰體證

發表期間逢教師節，金光明寺特別安排

佛教音樂饗宴，由台北青年歌詠隊、金光

明青年合唱團、金光明佛光合唱團、台北

歡喜合唱團、台北佛光合唱團，獻唱多首

人間音緣曲目，其中佛光山及佛光會法師

們組成的金佛隊，以美聲清唱壓軸獻唱，

佛光山台北道場住持滿謙法師領眾恭讀星

雲大師〈為教師祈願文〉。

佛光山文化院院長依空法師應邀致詞表

示，人間音緣的歌詞是星雲大師所作，希

望以此音聲祝福老師們教師節快樂。

⬆第35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9月27

至29日於台灣大學及金光明寺舉行，共發表

33篇論文，並表揚優秀論文計9位。

 圖／人間社記者吳新傳

菩薩不僅只供奉在廟裡，更出現在人們

需要的地方。2005年，交通部公路總局為

保佑全國用路人的行車平安，便在台灣的

東、南、西、北四方，各設置了一座地藏

王菩薩。

開車擔心發生車禍，人們最先想到的，

就是向地藏王菩薩祈求，可見地藏能化解

車關、渡亡救生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直到現在，任憑風吹日晒雨淋，神像臉部

的表情依然安靜平定。只要人們依舊因交

通事故感到不安，菩薩就會一直守護著道

路，在車來人往中分擔眾生所受的苦，地

藏王菩薩的大願也因此得到彰顯。

雲水禪心體驗營 佛青活出愛與力量

【人間社記者陳祉瑤洛杉磯報導】國際

佛光會洛杉磯佛光青年團第二分團日前在

佛光山西來寺，舉辦「2024年雲水禪心生

命體驗營」，共70位青年參加。體驗營以

「從原生家庭出發，活出愛與力量」為主

題，旨在引導佛青透過佛法智慧，理解並

轉化來自原生家庭的影響。

開營典禮，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勉勵青

年透過一日一夜的寺院生活，找到人生的

方向並學習如何在家庭中包容與理解。活

動內容包括禪修體驗、佛門行儀、心靈交

流和遊戲環節等，幫助青年擺脫電子設備

，專注於身心。

透過「和樂家庭」課程學習佛法，探討

家庭關係中的因緣法則。主辦單位特別設

計「以家人之名」遊戲，幫助學員感受家

庭關係的複雜與珍貴。

「家庭的光與影」課程由如松法師、知

義法師及幾位佛光青年共同開展，透過訪

談形式，運用佛法智慧解答青年在家庭與

人際關係中的疑惑。夜晚，全體學員在大

雄寶殿進行獻燈祈福儀式。

⬆2024年雲水禪心生命體驗營大合照。

➡佛光青年在西來寺成佛大道進行「以家

人之名」遊戲，感受家庭關係的珍貴。

 圖／佛光山西來寺提供

「感謝我偉大的媽媽，她在往生前，依

舊如往常般叮嚀我不要害怕困難，效法大

師說的『做中學』，困難會帶來力量，也

提醒我要時時不忘實踐大師『給』的精神

。」談及在今年以94歲高齡往生的母親葉

吳文娟，葉麗梅充滿感恩。

佛光山開山祖師星雲大師在開山之初，

將「四給」訂為佛光人的工作信條，國際

佛光會洛杉磯協會理事葉麗梅與母親葉吳

文娟共同實踐「四給」的精神，母女同行

在人間佛教的菩薩道上。

葉麗梅回憶，全家在越南內戰時期逃難

來美，生活並不寬渥，但是葉媽媽秉持助

人為樂精神，為200多位難民同胞擔保來

美，並無償提供自己住所，葉麗梅曾小小

抱怨過家裡空間不足，但媽媽告訴她：「

人要時時感恩，我們要記得美國政府的援

助，也要幫助別人。」受過葉麗梅幫助的

人後來特地上門贈禮，但她一律婉拒，只

請對方將善意流傳下去，多多助人。

葉麗梅與母親於1984年，在佛光山西來

寺前身「白塔寺」接觸了人間佛教，從此

發心護持。如今家族已傳承到第四代佛光

人，同時也是佛光山的功德主。在2018年

洛杉磯協會會員大會上，她們獲得了首屆

「三好人家」獎，並獲贈大師親筆「佛光

三好人家」墨寶。

除見證西來寺的落成，及國際佛光會世

界總會在洛杉磯成立，葉麗梅也是洛杉磯

協會下長堤分會、聖蓋博分會、西敏分會

3個分會的創會者，並陸續擔任這3個分會

的會長，共計12年，現職洛杉磯協會理事

及西敏分會督導。

「葉督導活力充沛，充滿感染力！」羅

蘭第一分會會長Ching P.如此形容葉麗梅

，認為她總是充滿熱情，展現了身先士卒

的精神。ChingP.補充道，在西來寺35周

年紀念活動中，也是葉督導領著大家，拋

開羞澀，隨著西來寺佛光合唱團〈四海都

有佛光人〉的歌聲，在成佛大道上歡樂地

繞圈跑，帶動了全場的氣氛。

葉督導事親至孝，總是帶著高齡母親參

與淨灘、浴佛、臘八粥、佛學會考等活動

，真是令人心暖。她還主動接送許多老菩

薩，實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精神，

值得學習。

檢視與大師的珍貴合照時，葉麗梅憶起

大師的身教：「大師總是對信眾充滿慈悲

與體貼，我一定要好好學習，成為一名實

踐三好四給的佛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