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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深杓柄長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尊重，是與人為善，

給人利益；

溝通，是從善如流，

體解人意。

佛光山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11／26
（二）

西來寺落成36周年

11／28
（四）

2024北美佛光青年聯誼會
（11／28─12／1）

12／1
（日）

光明燈法會

12／6
（五）

大悲懺法會

文人軼事

人間行者心

拒絕的藝術

出家也是回家

文／雲蘇

文／海朴

唐朝的雪峰義存禪師，俗姓曾，唐

穆宗長慶二年（八二二）出生於泉州

（福建）南安，為德山宣鑑禪師的法

嗣。

當時，福建象骨山（雪峰山）的邊

界，有一名禪者在山裡的一條溪邊，

築庵獨居，已經有多年了。這個庵主

平日生活簡單，不修邊幅，頭髮長了

也不剃，自己還做了一只木杓，每天

到溪邊舀水喝。

某天，有一位青年禪僧正好與這位

庵主不期而遇，對他的行為舉止感到

很好奇，於是試探地問說：「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

庵主豎起杓子，說：「溪深杓柄長

。」青年禪僧回到寺院之後，把自己

在山裡遇見的奇事告訴了雪峰義存禪

師。

雪峰義存禪師聽了也說：「奇怪，

太奇怪了！」

隔沒幾天，雪峰義存禪師想去探探

這位庵主的境界虛實，於是偕同侍者

，帶著剃頭刀前去拜訪。

一見面，雪峰義存禪師便直截地問

：「吶，你能說出個道理來，我就不

剃你的頭！」

這位庵主沒有答話，只是默默地走

到溪邊，舀水洗頭。雪峰義存禪師也

二話不說，即刻執刀為他剃度。

佛光山長老口述 星雲大師行誼
【人間社記者李慧琳高雄報導】佛光山

人間佛教研究院期望大眾能更理解人間佛

教行者的發心立願，同時認識近百年來人

間佛教的發展史，11月3日於佛光山東禪

樓舉辦「從長老口述歷史讀星雲大師行誼

」講座，邀請主筆群慧喜法師、妙願法師

、如介法師、蔡孟樺，除了分享採訪過程

中獲得的法喜與感動，也講述從書中看到

佛光山開山祖師星雲大師心懷眾生的慈心

悲願。全場近五百人出席聆聽。

為緬懷星雲大師開創佛光教團，同時為

人間佛教行者撰寫記錄，佛光山人間佛教

研究院自2020年起統籌策畫「佛光山開山

口述歷史」叢書系列，在人間佛教研究院

院長妙凡法師帶領下，迄今已陸續推出《

心定和尚訪談錄：行佛──以師心為己心

》、《蕭碧霞師姑訪談錄：跨世紀的追隨

──我生命裡的良師》、《慈惠法師訪談

錄：星光雲水──隨侍大師七十年》、《

慈容法師訪談錄：有容乃大──走進佛光

走向世界》等書。

嚴謹態度建構 星雲大師弘法歷史  

主持人妙凡法師引用學者的談話表示，

回憶是文化傳承的重要方式，尤其對於宗

教團體，可透過不斷記憶與回憶，達到不

斷傳承的效果。並提及口述歷史採訪前期

的縝密工作規畫，包括積極查找文獻，建

立口述歷史資料庫；走訪長老的家鄉宜蘭

，尋訪大師當年帶著青年歌詠隊走過的足

跡，以最嚴謹的態度，完整建構大師的弘

法史。期望透過「佛光山開山口述歷史」

，讓大眾對人間佛教有更多認識與理解。

撰寫《慈惠法師訪談錄》的蔡孟樺，講

述書中內容包括早期在雷音寺為大師台語

翻譯、前往日本留學、人間佛教的僧伽教

育、社會教育的發展歷程，以及佛光山建

寺與興學的規畫、佛光山文化的傳播與成

果。從中可見大師為佛教培養人才的用心

良深，紀實台灣佛教70餘年發展的軌跡，

更見證台灣比丘尼對世界佛教的偉大貢獻

。其中佛門師徒的相互知心、彼此尊重，

溫潤含光的慈愛，彰顯人間佛教人情味的

深義。

妙願法師以佛光會為例，詳述慈容法師

如何在大師帶領下，共同創造一個跨國際

的人民社團，以實踐觀音的悲心，一年繞

地球兩圈半的無我精神，把佛教從台灣傳

播到全世界，讓佛光會的旗幟飄揚在全球

每一處地方，真正做到「有陽光照過的地

方就有佛光人，有海水流過的地方就有佛

光人。」並點出佛光會創會的深意，「不

只是活動度眾，更是為全民的安樂與幸福

，為社會的正義與公平而努力」。

慧喜法師闡述心定和尚跟隨大師出家的

因緣與初心，並列舉許多開山事例，如住

持妙香林寺、興建東方佛教學院、大雄寶

殿等、淨土洞窟工程，說明心定和尚從大

⬆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11月3日於東禪樓舉辦「從長老口述歷史讀星雲大師行誼」講座。

由院長妙凡法師（中）主持，邀請主筆群慧喜法師（右2）、妙願法師（左1）、如介法師

（右1）、蔡孟樺（左2），分享採訪過程的法喜與感動。 圖／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提供

師的身上學習到「逼所成慧」、「重視人

要的」、「空中生妙有」等開創精神；至

今即使已80高歲齡，仍秉持為佛教的心，

盡心盡力地繼續行萬里路，結萬種緣。

大師慈悲度眾  感四眾全心追隨

「一個青春正茂的15歲女孩，如何因大

師的一句話，從此與佛教締結深厚法緣？

」如介法師提到蕭碧霞師姑出身郵電世家

，從少女時代就跟隨大師，願意放棄高薪

的電信局退休金，以烹調御廚的身分追隨

大師全球弘法，以美味協助大師度眾。蕭

碧霞師姑發願以僧團護法的形象，以素食

幫助僧團走出去，同時以此身分體現出佛

光山四眾平等的集體創作精神。

妙凡法師最後總結，「佛光山開山口述

歷史」不僅呈現人間佛教的歷程與實踐內

容，更記錄了人間佛教的理念與實踐，期

望大眾共同傳播一代大師行佛的偉業。

《圍城》這本書裡有一句話：「婚姻是

一座圍城，城外的人想進去，城裡的人想

出來。」把婚姻比喻成一座圍城，讓很多

人產生了共鳴。其實不只這句話引發共鳴

，《圍城》的內容同樣引人入勝，用現在

的流行用語來說，可謂「圈粉無數」。

書有名，作者當然也跟著出名。很多書

迷想要一睹作者錢鍾書的文人風采，有的

用書信、有的用電話，或是其他各種不同

管道，總之，就是想方設法要認識或拜訪

這位大作家。

然而書迷雖熱情，卻也打擾了錢鍾書的

生活，原本的生活步調被打亂了，讓他感

到非常困擾。而且錢鍾書的書迷不只有在

中國，而是遍布全世界。因為《圍城》這

本書被翻譯成多種文字，流傳到世界各地

，所以連國外都有他的讀者。

有一位英國的女士在看了《圍城》之後

，成了錢鍾書的粉絲。於是她打電話給錢

鍾書，希望隔天能去拜訪他。電話另一端

的錢鍾書想要拒絕，又恐怕會傷了對方的

心，於是，他委婉地告訴這名女士：「如

果你吃到一顆雞蛋，覺得好吃，又何必去

認識下蛋的母雞呢？」意思是，喜歡一本

書，不一定要認識作者。

這名女士被錢鍾書的幽默給逗笑了。當

然，她也明白錢鍾書的用意，於是便取消

了拜訪的計畫。錢鍾書用幽默的比喻，讓

對方既不會感到尷尬，又能欣然知難而退

，這種拒絕的藝術實在很高明。

【人間社記者郭昭華洛杉磯報導】美國

加州公路巡警聖塔菲泉分局約130名警員

，10月2日齊聚佛光山西來寺，接受分局

長Melissa Hammond及警官Danny Margaris

進行警服、警械及摩托車等裝備檢閱。西

來寺住持慧東法師帶領慧澄法師、慧軒法

師及國際佛光會洛杉磯協會協會長吳帥倫

西來寺迎接公路警察 守護社區安全

⬆130名公路巡警聚集西來寺，接受裝備檢

閱。 

➡美國加州公路巡警聖塔菲泉分局約130名

警員，10月2日齊聚佛光山西來寺，接受分

局長Melissa Hammond及警官Danny Margaris

進行警服、警械及摩托車等裝備檢閱。

 圖／人間社記者Jonathan Thang

，歡迎警員蒞臨。

Hammond表示，警員的日常工作緊張

且充滿危險，因此裝備檢閱至關重要。慧

東法師表示，感謝加州公路巡警在春節平

安燈會期間的支持，警方已成為西來寺的

好朋友，道場提供此次活動場地，以表達

對巡警支持的回饋。同時，國際佛光會洛

杉磯協會也獻上善款支票以表敬意，感謝

警員們的辛勞。

在警員會議前，慧澄法師帶領大家進行

禪修並表示，警員在執勤中面臨生死關頭

，保持平靜的心態對於安全辦案很重要。

人生有很多不可思議之事，我從來沒有

設想過，第一次到訪北美最大的佛教寺廟

──西來寺，就有回家的感覺，更沒有想

到，有機緣在西來寺，和上至花甲老人下

至垂髫孩童、來自世界各地的一百多位同

修道友，一起參加了佛光山西來寺2024年

短期出家修道會。

授課的依超法師一句話：出家，也是回

家，一下子觸動心扉，人生兜兜轉轉，在

外流浪很久，所有一切，原來都是為找回

菩提心，回法身慧命之家。

兩年前，結識了一位民間仙婆，在我們

俗人眼裡，她能見常人不能見之物。一次

，她對我說，你小時候供過觀音，現在要

繼續供觀音啊。我愣了一下，她看到了幾

乎被我忘記的事情。

讀小學時，考試又得了第一，父親為了

獎勵我，騎自行車馱著我到縣城百貨商場

，讓我自己選一個喜歡的東西。80年代的

中國，物資匱乏，我轉半天也不買，心想

著飽飽眼福，給父母省點錢。當我走到觀

音像跟前，竟停下腳步，看了半天，鼓起

勇氣跟父親說，我要這個。父親沒問為什

麼，痛快地答應了。

我把觀音像抱回家，放在書桌上，經常

和她聊著天。我所在的村莊，沒有人信佛

，也沒有見誰家擺著佛像，父母更沒有和

我談論過佛教的事情。當年的舉動有點不

可思議。長大後外出讀大學、工作，一年

也就回老家一兩次，我就漸漸忘記了書桌

上的觀音菩薩。2012年，在北京的一場讀

書會上，我採訪美國漢學家、翻譯了很多

佛經的比爾．波特，問他如何看待佛教？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接觸的教育，灌輸給我

們的觀念是宗教就是迷信，要學習馬克思

唯物主義。

比爾只是反問了我一句，你知道毛澤東

一生最常看的是哪本書嗎？我搖頭。比爾

說，《六祖壇經》。我陷入沉思，開始重

新思考宗教是什麼。

再後來，採訪中遇到不少佛教徒，有企

業家、學者……，他們的人生故事，接引

我接觸佛法。人們常說，當遇到苦難時，

我們才會真正想起佛法。2017年，人生最

大的打擊出現了，父親患病，是朋友帶著

痛苦的我，每周日一起共修，聞法、誦經

，幫我度過難關。

我向曾來過西來寺的比爾．波特分享這

次短期出家的經歷，他說，能聽聞佛法是

幸運的，並不是所有人都有這樣的機會。

生命中的諸多經歷，最終靠佛法串在了

一起。法師把我帶進佛光山開山祖師星雲

大師的人間佛教裡，革新自己重新出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