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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尊嚴，

來自互敬互愛；

人我的敬愛，

來自共信共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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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屬他，則名為苦；

一切由己，自在安樂。

 ──《大般涅槃經》

佛法有時候講「有我」，有

時候講「無我」，這些都是方

便說，最高的境界，是到達所

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

厄」的無我境界。無我，是一

個超越時空、泯除分別對待的

涅槃世界。然而我們置身於現

實的世間，還是有苦、有樂，

要做到「無我」並不容易。這

個苦樂是怎麼來的呢？

「一切屬他，則名為苦」，

人往往因為別人擁有錢財，我

沒有；別人擁有房子，我沒有

；所有的一切，別人有而我沒

有，就會感到自己比別人苦。

尤其看到別人榮華富貴，自己

窮困潦倒，嫉妒心便油然生起

；看到他人一切現成，自己什

麼也沒有，更是苦不堪言。所

以很多人抱持著一顆不歡喜的

心來做事，總認為這個公司、

工廠是你的，又不是我的；社

會上很多的善行，他也不願意

去做，總認為做好事只是對別

人有利益，和我一點關係也沒

有。人一旦有了這樣的心態，

不管他走到哪裡，都會感到人

生很痛苦。

假使「一切由己」，就會「

自在安樂」。好比種田，想到

這是自己的田，即使汗流浹背

，將來收成的是自己，一定會

很歡喜去做；同樣的，世間很

多的工作，只要能想到是自己

的，自然會心甘情願去承擔它

。所以，當你認為這個世間是

我的世間，世界是我的世界，

怎麼會不愛護這個世間、這個

世界呢？想到河川是我的，公

園是我的，道路是我的，怎麼

會不要它整潔美觀呢？甚至你

認為這個世界、一切的眾生，

都是和我有關係的生命共同體

，又怎麼會不希望大家共存共

榮，彼此安居樂業、幸福吉祥

呢？

因此，過去有年輕人到佛光

山請求出家，我都會問他：「

佛光山是誰的？」從這個問題

可以看出他有沒有資格在佛光

山出家。如果他說「佛光山是

你的」，表示和他沒有關係，

那麼他在這裡怎麼會快樂？如

果他說「佛光山是我的」，認

定這個地方是他的，他才會好

好的安住在這裡。

這首偈語啟示我們：一個人

若能感受到世間所有的一切，

都是和自己有關係的，自然會

對它產生歡喜，進而與它融和

共存，那麼他就能擁有一個自

在安樂的人生了！

【記者江俊亮、羅智華台北報導

】佛光山2025年禪淨共修獻燈祈福
法會，3月2日下午在台北小巨蛋登
場，共有超過1.5萬人同場修持，
並透過電視、網路實況轉播，與全

球上百萬大眾一起點燈祈福，匯聚

眾人的願力與能量，共祈世界和平

、平安幸福。

國際佛光會署理會長慈容法師說

明儀軌表示，禪淨共修法會從1993
年舉辦迄今32年，已成佛光山重要
傳統。這次海內外齊聚一堂，除了

有澳洲、巴拿馬、加拿大信眾不遠

千里而來，還有來自全台及離島的

佛光人共襄盛會，成就殊勝法緣。

集結大眾誠心 

以光明照耀人間

慈容法師指出，佛光山開山祖師

星雲大師常說心中有佛，透過獻燈

法會，不只讓社會更光明，更集結

大眾誠心，為社會祥和祈願、為世

界和平祝禱，以光明照耀人間。

法會由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退

居和尚心培和尚等11位主法和尚與
百位法師帶領，誦持八十八佛及懺

悔發願文，僧信二眾手持心燈，共

同祈願祝禱，並透過電視、網路直

播，發起「點一盞燈，讓世界亮起

來」全球點燈祈願行動，不分地域

、宗教、種族點燈，融匯足以照亮

寰宇的能量，讓祈福願力最大化。

佛光山常務副住持、都監院院長

慧傳法師表示，人人行三好，世界

更美好；一隻燕子，喚不醒一個春

天；一盞燈，也沒有辦法點亮一片

燈海，唯有每一個人心靈都能點亮

，就能照破黑暗，光明到來。

利益廣大眾生 

盼明年前進大巨蛋

高齡87歲的國際佛光會榮譽總會
長吳伯雄致詞表示，很歡喜看到台

北市長蔣萬安出席，他自己30多年
前也曾擔任過台北市長，希望蔣市

長支持，讓法會在大巨蛋舉行，利

益更多眾生。

吳伯雄此語一出，全場立即響起

如雷掌聲、喝采響應。

台北市長蔣萬安說，「禪淨共修

獻燈祈福法會」不只是佛光山重要

的傳承，也是所有信眾心裡的寄託

，星雲大師教導大眾「三好、四給

」、「思想國際化、學習現代化」

，他銘記在心。希望明年禪淨共修

祈福法會能在大巨蛋舉辦，相信「

向前有路 光明在望」。
內政部常務次長吳堂安致詞時，

以「明年我們大巨蛋見！」來呼應

吳伯雄的期待。吳堂安表示，佛光

人遍及五大洲，每當天災發生時，

總能看到大家第一時間挺身而出救

災，感謝佛光人付出，祝福法會圓

滿。

斷煩惱智慧生 

勤修三好四給五和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表示，這場

法會能夠得以莊嚴、圓滿，都是源

自大家的不忘初心。所謂「世界何

緣稱極樂？只因眾苦不能侵」，在

《阿彌陀經》裡面講：「其國眾生

，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

。」我們也要思惟一下，在還沒到

達極樂世界之前，要如何回歸我們

的內心，不要有貪瞋痴的煩惱。

心保和尚指出，如何不生起貪瞋

痴，這是一門學問、一門智慧，沒

有種種分別，煩惱不生，「極樂淨

土」與「娑婆世界」等無差別。

只要我們修三好、四給、五和、

六度，智慧增長，身心自在，就等

同人間淨土，也是佛國淨土。

與會貴賓還有佛光山文化院院長

依空法師、慈善院院長依來法師、

內政部宗教及禮制司司長林清淇、

台北市議會議長戴錫欽、台北市議

員吳志剛、台北市民政局長陳永德

、台北市消防局長莫懷祖、國際佛

光會中華總會總會長潘維剛、國際

佛光會世界總會法制長吳志揚及中

華總會理監事等僧信代表。

⬆佛光山2025年禪淨共修獻燈祈福法
會，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等11位主法

和尚與百位法師，薰壇灑淨。 

 圖╱人間社記者彭日清

⬅佛光山2025年禪淨共修獻燈祈福法
會。 圖╱人間社記者周倫

【人間社記者心諧巴西報導】適

逢巴西嘉年華連假，佛光山如來寺

於3月1日及4日舉辦兩梯次「靜心
一日禪」，吸引167位中巴學員參
與，體驗從嘉年華的熱鬧轉向禪修

的寧靜。

兩梯次禪修分別由如理法師及滿

樂法師帶領，全程採用中、葡雙語

進行，並實行禁語，讓學員更專注

於內在修行。其中，約八成參與者

為首次接觸禪修的巴西學員。

課程從禪堂規矩講解開始，強調

「禪的自在建立於戒」，唯有在規

範中修習，才能達到真正的安心與

自在。此外，學員亦學習佛法基礎

靜心一日禪 巴西嘉年華連假新選擇

，例如三法印的重要性，培養正信

與正知見，以避免修行偏差。

學員在心得分享中表示：「一日

禪讓身心靈得以修復，回去後會持

續靜修，不再讓擔憂與煩惱傷害自

己。」「對生命在呼吸間的體悟更

深，原來呼吸如此重要，而自己平

時卻總是忽略如何好好呼吸。」「

靜定刮畫的體驗十分特別，在黑色

畫紙上刮出一道道金色線條，彷彿

禪坐時閉上眼見一片黑暗，但隨著

呼吸，漸漸看見心中的一道光。」

⬆行禪。 圖╱如來寺提供⬆禪坐。 圖╱如來寺提供

二二八和平公園原稱「台北新公

園」，園內林木蓊鬱、綠意盎然，

亭台樓閣曲徑通幽、詩情畫意的景

緻，令人心曠神怡，因而自1899年
興建以來，一直是市民散步放鬆的

熱門地點，也是情侶約會的甜蜜角

落。到了1996年，歷經物換星移，
見證台北蛻變發展、承載許多人回

憶的場域，為了要撫平二二八事件

的傷痕，始更名為「二二八和平公

園」。

如今公園內不僅有高聳的二二八

和平紀念碑，還有許多頗具年代感

的地標物，諸如：日式雪見石燈籠

、拱橋映水池、中式亭閣、牌坊、

露天音樂台，以及巴洛克式的台灣

博物館等。每一座建物均洋溢藝術

之美與文化氣息，穿梭其間，彷彿

和歷史一起漫步，感受時代流轉中

的美麗與哀愁。

遊逛園區，除醉心於翠亨閣與四

座涼亭的古色古香外，我最喜歡細

細品賞佇立於公園中央，猶似被時

光遺忘的「台灣廣播電台放送亭」

。雖然周邊並未擺放解說牌，牆體

上的文字亦斑駁模糊難以辨識，但

亭式建築依舊展現出獨特韻味。

此放送亭（舊稱「放送頭」）於

1934年設置，是日據時期台灣第一
座廣播電台「台北放送局」（現為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擴音亭

。造型類似日式石燈籠，直立的牆

體為精緻磨石子，閩式飛簷屋頂下

有網狀方形喇叭盒，可向四面八方

傳播政令、新聞、音樂等；1945年
日本戰敗投降時，天皇的宣告亦是

透過此放送亭傳播。

走過百年風華的放送亭，現今雖

已無播音功能，但因典藏著時代記

憶與歷史情感，而被列為市定古蹟

，讓市民與遊客可以來此品味舊時

光，緬懷曾經的流金歲月。

⬆宮殿式三層二十四角的翠亨閣。

⬆台灣廣播電台放送亭形似日式石燈
籠。

晨起沖一杯熱咖啡，小坐在落地

窗前，溫暖如羽絨被的陽光灑下，

就這樣寧靜地開始一天的生活。

風是風城的名產之一，初初遷

居時還有些不適應，現今也已住滿

三十年，堪稱是我的第二故鄉並不

為過。

鄰近有幾座小山，是強健體魄，

陶冶心靈都好去處。退休後的生活

，屬於靜態的，就是回到書桌前閱

讀與寫作。

回顧這前半生的歲月，不免有「

此身雖在堪驚」的感慨。生活的淬

煉，沉澱出智慧，如鋼鐵般的心志

是不可或缺的要件。

紅塵就是一座熔爐，我們在學業

，人事，經歷中學習，最終鍛鍊出

清澈見底的心境，照見一切，包容

所有，消化痛苦與磨難。一如「寒

潭過雁影」，過而不留。最終在現

實的淤泥中開出一朵朵淨蓮。

這次的主角──鱉，是一種與龜

一樣慢吞吞的冷血動物，對配偶的

愛如此之深，竟願意冒著生命危險

、心焦如焚地找尋失蹤的愛侶。不

止鳥多情，連鱉也如此重視自己的

伴侶，讓人另眼相看！

這則故事出自《警心錄》，內容

描述住在山西山陰縣一位叫陳爾誠

的人，有一天在家門口的水澤中，

用簡單的傘狀魚網抓到一隻大鱉。

他高興地將大鱉養在水缸裡，等著

晚餐時間全家人都到齊後，好好料

理一道大餐。

傍晚時分，陳爾誠的祖父陳華宇

回到家，見門口的水缸裡有一隻大

鱉，心想這一定是孫子爾誠捕獲的

。這時，他看到水缸外還有一隻鱉

，繞著缸走來走去，狀似尋找著什

麼。

他一看這情況，想到水缸外那隻

鱉可能是尋找配偶來了，於是將外

面那隻鱉放進水缸裡。果然他猜得

沒錯，兩隻鱉立即在缸裡相依相偎

，碰頭碰腦地游來游去，一看就是

對恩愛夫妻，為著短暫的分離戀戀

不捨。

陳華宇叫孫兒來看，陳爾誠也深

受感動，感嘆連鱉都如此深情，又

怎麼忍心吃了牠們？於是，祖孫倆

就將這對恩愛的鱉夫妻放回水澤中

，從此陳家也不再吃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