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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身安，先淨其心；

欲求心安，先防己過。

星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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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微電影 演繹人間真善美

護生畫集 島嶼拼圖

知音犬 公路地藏菩薩
文╱林少雯   圖╱豐子愷 文與圖╱鍾秉諺

作福無願，無所標立，

願為導御，能有所成。

 　──《大智度論》

在佛教裡，發心行善助人、

利益大眾就是作福、修福。但

是「作福無願，無所標立」，

不管做什麼善行善舉，先要有

願。佛經記載，過去諸佛無不

由他們的願力而成就淨土。如

阿彌陀佛發下四十八大願、觀

世音菩薩的十二大願、普賢菩

薩的十大願，乃至地藏王菩薩

發下「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

生度盡方證菩提」的弘願，都

是從發心利他的願力中，圓成

自己的佛道。

自古以來，佛教徒對各種社

會公益也多有貢獻。如過去交

通行旅不便，許多佛教徒發心

提供房舍給人住宿；或者施茶

、施燈，甚至修橋鋪路、為民

眾碾磨米麥、協助民間的經濟

調度；亂世時，提供醫療救護

、施粥施藥，乃至我們現在所

吃的胡椒、胡蘿蔔、胡桃等，

很多都是過去西行求法的僧人

所帶回的。由於他們無私的願

心與奉獻，豐富了我們的生活

內涵。

發願其實不難，不一定要像

過去聖賢發大弘願，可以從小

的願心開始。例如：我願對自

我認真負責、我願孝養父母、

我願教育子女成人、我願對社

區服務、我願貢獻社會、我願

世界和平，願眾生離苦得樂等

等，從小的願心集聚眾願，願

力也會日日增長。現今社會，

做善事的人多，發願的人也很

多。好比佛光山創辦大學，多

少年來，不少人發願參與「百

萬人興學委員」活動，每個月

持續不斷地捐助一百塊。為什

麼要設定每個月一百塊呢？主

要是集合百萬人的心力，凝結

眾人的善緣，讓大家做善事保

有恆長心，以小錢成就百年樹

人的大業。

「願為導御，能有所成」，

發願，等於人生有了目標，心

中就會有方向、定位。願力可

以引導我們完成自己的所做所

行，能擴大我們的人生，昇華

我們的境界。

這首偈子主要是告訴我們，

不論是行善修福，乃至生活中

的一切善行，應當以發心為首

，立願為先。當我們在成就利

益他人的同時，其實也是完成

自己的道德人格。何樂而不為

呢？

【記者羅智華、人間社記者童于

庭綜合報導】有「世界微電影奧斯

卡」美譽的「三好微電影國際創作

競賽」，今年邁入第6屆，以「有
，沒有—Let's go places!」為主題
，鼓勵創作者從「無」孕育「有」

的無限可能，共收到3013件作品，
來自巴西、羅馬尼亞、巴基斯坦、

伊朗、波蘭、法國、加拿大等115
個國家地區創作者，聚焦社會關

懷議題。國際佛光會2024年世界理
事會議暨三好微電影頒獎典禮9月
6日於佛光山法水寺舉行，波蘭導
演Marcin Tomaszewski以紀錄片《
INUSSUK-The way home（因努蘇
克──回家的路）》奪首獎，抱走

1萬美金獎金。
今年12組入圍導演及評審王耿瑜
一行25人，前往日本參與9月6日的
頒獎典禮，在2000位佛光人見證下
，頒發各項獎項。主辦單位國際佛

光會世界總會表示，為響應佛光山

開山祖師星雲大師提倡三好運動初

心，發起微電影甄選比賽，鼓勵創

作者以短片呈現生命善美故事，發

揚愛與和平真諦。自2019年創辦迄
今，6屆累計9268件作品，彰顯三
好微電影在國際影壇的影響力。

媒體力量 無遠弗屆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總會長心保

和尚表示，媒體的傳播力量無遠弗

屆，透過創作影片，導演們努力讓

世界變得更加和平。巴西籍創作者

關雅冉與心保和尚接心後，深受啟

發，認為這樣的信念是他的使命。

競賽引發全球參賽熱潮，評審團

陣容亦十分堅強，今年邀請資深影

展策展人王耿瑜、金雞國際影展藝

術總監方美寶、前台灣藝術大學傳

播學院院長朱全斌，以及導演與編

劇靳家驊等專家學者，讓賽事更具

專業度。

首獎作品《因努蘇克──回家的

路》，15分鐘的影片以格陵蘭島冬
天西海岸為場景，敘述2位攀岩者
的故事，影片並沒有特別呈現攀岩

技術，反而著重於描述人物的內在

與思考，展現大自然的壯麗景觀，

也深入剖析生命意義與人生歸屬感

，獲評審一致肯定。

關懷社會 傳遞希望

獲 劇 情 片 第 2 名 的 作 品 《
Cranberry Chorus（蔓越莓合唱團
）》，巴西籍導演關雅冉（Lina Li
）的鏡頭，讓觀者看見美國蔓越莓

小鎮、聾啞孩子組成合唱團的真實

故事，以真摯的情感打動人心。

劇情片第3名作品《The Gold 
Teeth（金牙）》，感人劇情反映
阿富汗難民的艱困處境，如同評審

靳家驊所言，本片恍如透過牙醫手

術刀，將家人的情感、文化的傳遞

與國族的苦難層層剝解，透過金牙

落在鐵盤上的聲音，提醒世間的戰

爭與苦難。

其他得獎作品還包括：榮獲動畫

片第2名的澳洲導演Radheya Jang 
Jegathev作品《Bird Drone（鳥 無
人機）》、獲紀錄片第2名的羅馬
尼亞導演Eduard Nistru作品《Rubi 
& Aram（露碧和阿拉姆）》、獲
綠色公益第2名的巴基斯坦導演
Imran Sajid作品《Reminiscing the 
Brittle（凝視‧消逝）》等，展現
三好微電影的藝術美感、人文思考

與社會關懷。

主辦單位也宣布明年第7屆三好
微電影國際創作競賽，將以「轉念

間—─Change within a Thought」
為主題，探討天堂與地獄在於一念

之間，若懂得轉念，必會有轉機的

人生哲理，即日起開放徵件。

⬆《因努蘇克──回家的路》以格陵蘭島冬天西海岸為場景，敘述攀岩者在
征途過程的內在思考，也剖析生命意義與人生歸屬感，獲評審高度肯定。 

 圖╱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提供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副總會長劉長樂(左)頒發2024三好微電影國際創作競
賽首獎，給予波蘭籍導演Marcin Tomaszewski(右)。 

【人間社記者滿樂巴西報導】為

分享中華傳統藝術，巴西如來寺社

教組於下半年特邀林呂千慧老師展

出「紙上風華」，30幅剪紙作品與
中巴大眾分享中華文化之美，並安

排3場體驗活動，讓大眾親手實踐
剪紙技藝。

剪紙是中華文化中歷史悠久的民

間工藝，起源於漢代，隨著造紙術

的發展而興起。作為中國傳統文化

的獨特藝術形式，剪紙常用來裝飾

窗戶、門框、燈籠等，特別是在節

慶期間，象徵吉祥與幸福，展現中

華民族的審美和精神追求。

9月22日如來寺舉行剪紙展開幕
儀式，巴西如來寺住持妙佑法師、

如理法師、林呂千慧老師、Cotia
市旅遊局局長Nelson、巴西協會許
永隆會長共同揭幕。

林呂千慧表示，剪紙藝術起初只

紙上風華展 巴西人體驗東方剪紙藝術

是為了娛樂，但隨著紙張的普及，

它逐漸成為中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剪紙不僅是美學的展現，

更蘊含中國人的生活智慧與對自然

世界的敬畏，常見的圖案如「雙喜

」象徵喜慶，「魚」象徵年年有餘

，「龍鳳」則象徵祥瑞和力量。剪

紙創作精細，透過剪刀或刻刀，在

一張紙上雕刻出對稱且富有藝術性

的作品。

妙佑法師讚揚林呂千慧敬業精神

，為剪紙藝術不斷精進、日夜創作

的努力，活到老學到老，至今還不

斷教學，這種精進不懈的精神是值

得大家學習的。並贈送佛光山開山

祖師星雲大師墨寶「雲水自在‧祥

和歡喜」以示敬意。

Nelson感謝林呂千慧分享中華文
化，指出音樂、繪畫、雕塑等藝術

是文化傳承的重要形式，透過這次

展覽，讓巴西人有機會感受到中華

文化的深厚底蘊與多元美學。

3場教育推廣活動吸引50餘人參
與，許多巴西友人在林呂千慧指導

下完成剪紙初體驗，帶著滿意的作

品與歡喜的心情離去，並表示會邀

請朋友一同來觀賞「紙上風華」剪

紙展。

⬆如來寺住持妙佑法師致贈大師墨寶
予林呂千慧老師。 

⬆Cotia市旅遊局局長Nelson代表市
民致謝。 圖╱如來寺提供

⬆巴西小朋友歡喜體驗。

〈知音犬〉這幅護生畫，單看畫

題，讀者諸君可能已經猜到這幅畫

的內容了，此畫描繪的，是一隻懂

音律和音樂的狗的故事。

這則護生畫出自明朝劉玉所著《

已瘧編》一書，講述的是勾吳這個

地方一隻有特異功能的狗。勾吳，

就是吳國，也叫工吳、攻吾等，是

春秋時期長江下游太湖邊的國家。

此地有一名叫孫方伯的人，家中飼

養了一隻非常特別的狗。

這隻狗很愛聽音樂，只要聽到有

人在彈奏樂器或是唱歌，就會高興

地搖著尾巴跑到那個人身邊，安靜

地坐在一旁側耳傾聽。看牠乖順的

模樣，還有臉上那享受的表情，就

知道牠正陶醉在美妙的樂聲中。

狗愛聽音樂已經是很稀奇的事，

這狗還不僅如此，牠聽著聽著，竟

會隨音樂搖頭晃腦，喉嚨裡發出低

鳴聲，好似跟著曲子在和音一般。

這時候若有人想將狗趕走，牠是不

依的，怎麼趕也不肯走；但是只要

音樂或歌聲停了，牠就會自己走開

。而當樂聲或歌聲再度響起，牠又

會立即跑過來，乖巧地在一旁靜靜

地聽著。

這隻狗的前世，肯定是一位愛聽

曲也愛唱歌的人。今生雖投胎為畜

牲，可能是投胎轉世時孟婆湯喝得

不夠，竟不受隔陰之迷的影響，習

性不改，一聽到音樂，那遙遠的隔

世記憶就悄悄回來，讓牠隨著樂聲

起舞。

這隻與眾不同的狗，很得主人家

疼愛，家裡人都稱牠為「知音犬」

。相信牠一定也很得鄰里的疼愛，

因為只要有人彈奏音樂或唱歌，牠

就也會跑到一旁安靜地欣賞，狗兒

聽音樂時那陶醉的模樣，一定是人

見人愛的。

菩薩不僅只供奉在廟裡，更出現

在人們需要的地方。位在台灣彰化

芳苑鄉的西部濱海公路旁，就有一

尊地藏王菩薩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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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苑鄉公路旁的

菩薩，即為台灣「西」方地藏王，

在菩薩雕像的基座，也以「西」做

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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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