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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之美，美譽常隨；

助人為惡，惡名不離。

星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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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論壇 心保和尚談人間佛教

護生畫集

佛門覽勝

水下攝影

青蛙雪冤

成都大慈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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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軟慈心根，無上大悲莖；

功德葉智華，持戒為妙香。

 　──《華嚴經》

《華嚴經》有四句偈，「柔

軟慈心根，無上大悲莖；功德

葉智華，持戒為妙香」，主要

是告訴我們，如何在日常生活

中修養身心。

「柔軟慈心根」，人的性格

、言語應該常保持柔軟謙和。

不管做什麼事情，如果太剛強

固執，就容易產生煩惱，所以

凡事要從自己的身口意做起，

不要太耿直、嚴苛，柔能克剛

，柔軟就是慈悲心的根源。

「無上大悲莖」，有了柔軟

、慈心的根，還要以大悲心滋

養，讓它的莖幹可以挺立、向

上生長，高大而有力量。佛教

經常講慈悲，慈悲兩字的意義

是不一樣的：慈，是給人快樂

；悲，是為人拔除痛苦。如果

我們具備給人快樂，解決他人

痛苦的力量，這就是「無上大

悲莖」了。

「功德葉智華」，做人處世

，群我相處，要與人廣結善緣

，要有功德給人。如何廣結善

緣？佛門裡講究隨緣隨喜。你

做好事，我隨緣助成，你成功

了，我隨喜讚歎，這是一種心

意淨化、光明的生命態度。與

人廣結善緣，必能為自己帶來

更大的方便，因為人我是一體

，在成就他人的過程中，無形

中就是完成自己。古人也說：

「人生在世當有三不朽──立

德、立功、立言。」把功德留

予後人，生命的意義才能擴大

。凡事都能抱持隨緣隨喜的心

態廣結善緣，等於蓮花雖好，

也要有落葉浮池相襯，功德的

葉與智慧的花相輔相成，功德

更為殊勝莊嚴。

「持戒為妙香」，當我們以

大慈為心、大悲為莖，有了功

德智慧為花葉之後，更要持戒

守法。持戒就是守法，當一個

人持戒守法，就像花朵綻放，

能散發宜人的香氣。在一個進

步的社會裡，人人都在法制的

規範裡生活，社會才能井然有

序，人民得以和諧共存。所以

持戒不是束縛，持戒守法，必

然能帶給自己和他人更大的自

由。

這首偈語以樹木的根、莖、

花及花香，譬喻慈悲、功德、

智慧、持戒，堪為我們修身處

世的參考。

【特派記者張科寧波報導】第6
屆世界佛教論壇10月15日至17日於
中國大陸浙江寧波市舉辦，論壇由

中國佛教協會、中華宗教文化交流

協會主辦，第6屆世界佛教論壇浙
江組委會承辦，主題為「同願同行

‧和合共生」。來自全球72個國家
和地區的佛教界人士、專家學者和

嘉賓代表，近千人參加論壇。16日
上午，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在主題

論壇發言，肯定主題「同願同行‧

和合共生」恰好彰顯了佛教平等與

慈悲的普世價值，並分享佛光山開

山祖師星雲大師的「同體共生」、

「共生共榮」人間佛教理念，期待

人間佛教能為世界帶來和平曙光。

世界佛教論壇15日晚上盛大開幕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

會主席王滬寧等貴賓致詞，佛光山

住持心保和尚、佛光山傳燈會會長

慈容法師、佛光山文化院院長依空

法師及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居士

代表艋舺龍山寺董事長黃書瑋、教

授張亞中、中華居士會理事長王艾

等代表與會。

和合共生理念

符合人間佛教 

16日心保和尚於主題論壇中發言
表示，主題「同願同行‧和合共生

」恰好彰顯了佛教平等與慈悲的普

世價值。藉由此次難得因緣，分享

星雲大師的「同體共生」、「共生

共榮」的人間佛教理念。

心保和尚指出，佛光山秉持開山

祖師星雲大師所提倡的「人間佛教

」理念作為弘法的指導方針，大師

曾指出：「人生在世，所有事物都

與國家、社會、家庭和朋友息息相

關。因此，身為人間佛教的修行者

，我們需要在眾生身上修習，從內

心出發去學習，與佛心相連、共同

願行，實踐佛教的教義，讓自己的

修行落到實處，擴展心胸，與宇宙

融為一體。就像虛空，容納一切。

」而這正是人間佛教行者「和合共

生」胸襟。

星雲大師強調，學佛最重要的是

「實踐」，這意味著「修行要從佛

心去修，與佛接心，與佛共願，行

佛之所行，做佛之所做，要將自我

的修行意義放大。」當我們所做的

一切都與佛相應時，自然能夠達到

「與佛同行」的境界，這正是與佛

「同願同行」的真諦。在當前的時

代，我們更需團結合作，攜手「同

願同行」，以實現和諧共生，並共

同打造美好的未來願景。

心保和尚進一步說明，早在1993
年大師就提出「同體共生」、「共

生共榮」的理念。所謂「同體」是

平等觀，「共生」是慈悲觀。慈悲

，才能容納對方；融和，彼此才能

共生共存，世界才能和平，人間淨

土才有實現的一天。

超過半世紀以來，佛光山與國際

佛光會在全球積極從事各項慈善活

動，當地發生天災人禍時，佛教總

是「急難救助，撫慰人心」，充分

體現了「同體共生」的理念，回饋

世界，造福人群。

同願同行交流

教界團結弘法

心保和尚表示，台灣「中華人間

佛教聯合總會」更持續與兩岸佛教

界互動友好，甚至跨宗教交流展開

深度對話，這些努力都是在實踐「

同願同行‧和合共生」的精神。而

當今的佛教需要年輕化、普及化，

透過科技所帶來的方便性，走入年

輕世代的生活，讓他們認識佛法的

善美，成為未來佛教的中堅力量。

若能透過佛法的實踐，必定使人

類邁向幸福與安樂。我們期待世界

的佛教，彼此團結友好，攜手共同

前行，「讓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

和合共生』的締造者與實踐者」。

心保和尚感謝主辦單位舉辦「世

界佛教論壇」，為全球佛教徒提供

了寶貴的交流平台。並期待大家共

同弘揚「人間佛教」的理念。

⬆第6屆世界佛教論壇在浙江寧波盛
大開幕，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在主題

論壇發言。 圖╱特派記者張科

➡第6屆世界佛教論壇10月15至17日
於中國大陸浙江寧波市舉辦，全球72

個國家和地區佛教界人士、專家學者

和嘉賓代表，近千人參加。 

有「震旦第一叢林」（震旦，印

度對中國之古稱）之稱的大慈寺，

就坐落在成都繁華的鬧區太古里旁

，滿是奢華品牌的春熙路商圈近在

咫尺。大慈寺又名「大聖慈寺」，

始建於魏晉南北朝，盛於唐宋，高

僧輩出、文化底蘊極為深厚。現占

地近40畝，紅牆黑瓦、翠竹環繞，
是一座集禪修、佛教文化及藝術於

一體的寺廟。

大慈寺歷經戰火，現存各殿建築

乃清朝順治至同治年間所重建，山

門上刻有「古大聖慈寺」，落款時

間是清光緒6年（1880）。寺內中
軸線由山門、彌勒天王殿、觀音殿

、大雄寶殿、地藏殿、說法堂、藏

經樓、接引殿依次排列，兩側為客

堂、齋堂、禪堂、戒堂等。

主體建築大雄寶殿，高20公尺，
面積400平方公尺，殿內供奉釋迦
牟尼佛，牌匾上的「大雄寶殿」4
字是宋朝蘇東坡所題。天王殿是進

入大雄寶殿的前殿，供奉著彌勒菩

薩，左右兩側為四大天王像。觀音

殿供奉的觀音像高達12公尺，是全
寺最高大的佛像之一，由整塊烏木

雕製而成，建於清光緒年間。寺院

的鐘樓內有一口重達1.5噸的鑄鐵
鐘，對側鼓樓內有一面直徑1.5公
尺的鼓，每日晨鐘暮鼓。

大慈寺院內的玄奘殿，懸掛著〈

玄奘來處〉的匾額，智心門上則懸

掛著牌匾〈西蜀禪源〉，記載著玄

奘在此受戒及講經說法的歷史淵源

。唐武德元年（618）玄奘自西安
來到成都，追隨大師修習佛法經論

，年滿20歲時在大慈寺受具足戒，

隨後也在寺內講經說法。5年後，
出四川取道三峽返回長安，開始了

西天取經的壯舉。

大慈寺一度為皇室親近寺院，乃

緣自當年唐玄宗因安史之亂避難於

此，見寺內僧人發糧濟民、為國祈

福，甚為感動，乃敕書〈大聖慈寺

〉匾額，今寺內仍存有祈福殿。老

成都人稱大慈寺為「太子寺」，乃

因開元16年，新羅國（今韓國）第
三太子無相禪師抵達長安受玄宗接

見，後入蜀參拜禪宗大師，待玄宗

幸蜀時建請擴建大慈寺，供養農田

1000畝，建96院，共計8542間房，
成為一座規模宏大的寺院，興盛時

期占有東城近一半土地。

唐武宗滅佛時，因寺內懸掛著唐

玄宗賜的牌匾，故「不在除毀之例

」，是當時成都唯一被保存下來的

佛寺，也因此成就了唐宋時期中韓

日三國佛教學術交流中心及與皇室

甚深的因緣。今大慈寺設有佛學院

禪修中心培育僧伽，也是信眾學習

佛法和修行禪定的道場。

經行在大慈寺裡，殿宇宏麗、庭

院幽深，百年香樟、銀杏與挺拔的

羅漢松等古木參天，後院還有兩株

高大的曼陀羅，據說6至10月花繁
葉茂，煞是美麗。寺內寂然幽靜，

陣陣誦經聲中，彷彿穿越到1600多
年前的唐代，在成都最繁華處，大

慈寺正日日向眾生傳達佛陀的慈悲

與智慧⋯⋯

大慈寺一進門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天

王殿，供奉彌勒菩薩。

〈青蛙雪冤〉這則護生故事，也

是一樁靈異事件。子愷先生在這幅

畫上畫了一隻小青蛙，因為有冤情

，所以跳到衙門的判官桌上去討公

道。

這故事出自《明史》中的〈熊鼎

傳〉，描寫衙門處理一件官司的經

過。

這件官司案情有點複雜，所以拖

了一段時間，官爺在審案時，因為

罪證不足一直判不下來。當時在浙

江擔任按僉事的官員，就是熊鼎。

熊鼎，字伯潁，臨川人，是一位

奇才。元末舉於鄉，任職於龍溪書

院。江西寇亂，熊鼎結合鄉兵自守

，陳友諒屢次威脅他，不應。鄧愈

鎮守江西，好幾次召見他，奇其才

，推薦給朝廷。授德清縣丞、浙江

按察司僉事，官至刑部主事。

熊鼎任浙江按僉事時，有一位住

在寧海叫陳德仲的人，被懷疑殺害

了黎異。苦主黎異的妻子告上官府

，請官爺主持公道，將殺人凶手繩

之以法。但是黎妻一次又一次告官

，因苦無證據，始終沒能為丈夫雪

冤。

有一天，熊鼎在官署裡閱讀刑事

公文，說也奇怪，不知從哪裡跳進

來一隻青蛙，還跳上了他的桌子，

雙眼直直望著熊鼎，並對著他嘓嘓

嘓叫。熊鼎正為黎異的案子傷腦筋

，便朝著青蛙順口問道：「青哇啊

，你可是黎異轉世來的？若是的話

，你就安靜不要動。」

那青蛙似乎能聽懂人話，在桌上

一動也不動地安靜坐著，熊鼎當下

即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於是他再

次審訊陳德仲，終於讓他坦承犯案

，低頭認罪了。

多神奇啊，青蛙竟會為自己的前

世雪冤！

當黎異轉世為青蛙時，他的神識

依然還停留在前世，見證了天下事

確是無奇不有。而當青蛙跳上桌，

熊鼎竟會聯想到是黎異前來告狀，

這一人一蛙心靈相通，共同偵破這

宗謀殺案，還真是奇聞呢！

形形色色的海洋生物身居海域深

處，各個身懷絕技，有的體表透明

與海水共舞，有的觸手是呼吸器官

。生長於美麗的海域裡，這些憨萌

珍貴的生命，自由自在地在海中游

來游去，它們也是人類的好朋友，

逍遙自在地與我們徜徉在宇宙世界

，來來去去，是生命的共同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