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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靜，應如深夜安眠，

沒有一絲聲響；

善動，應如海浪翻騰，

沒有一秒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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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僧伽教育60年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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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必契理，言可承領，

言則信用，言無可譏。

 　──《十善業道經》

這是《十善業道經》裡的一

段話，提示我們說話的技巧與

方法。

做人有做人的藝術，說話也

有說話的巧妙。所謂「做人難

，人難做」，關鍵在於說話的

不容易。假使一個人談吐誠懇

得體，符合進退之道，處人處

事自然圓融無礙，人生路上會

更加平順多彩。那麼，話該怎

麼說呢？

第一、言必契理。有的人說

話，懂得因應對方的需要而說

，比方見到農夫，就說農夫的

語言；見到軍人，說軍人的語

言；見到商人，說商人的語言

；見到工人，說工人的語言，

這就是「契機」。除了契機，

還要「契理」，說話的內容要

合乎道理，更要能有益於人。

因此佛經的言論，是「上契諸

佛之理，下契眾生之機」，不

但契合眾生的根機，也契合諸

佛的真理。

第二、言可承領。有的父母

怪兒女不聽話，兒女也反抗父

母，認為父母不聽他們的心聲

；有的老師不懂得因材施教，

學生無法吸收，考試自然也不

盡理想；有的人聽到好話「聞

善言不著意」，不能承受、領

會別人的教導，這是非常可惜

的。說話最大的妙用，是要對

方能接受，才有可能作進一步

的溝通交流。

第三、言則信用。所謂「人

無信不立」，做人忠誠守信，

是立身處世的根本。

如果一個人輕諾寡信，說出

的話不能兌現，就難以再讓人

相信。因此我們要學習說真實

語，守信不妄言，才能獲得他

人永久的信賴。

第四、言無可譏。說出來的

話不但要讓對方可以接受，還

要能不讓人譏評。很多人一開

口就讓人不高興，因為他只顧

及自己的立場，說話不得體；

有的人一開口就給人不歡喜，

因為他傷害別人的尊嚴，甚至

得罪了人還不自知。

佛光山開山之初，我為佛光

人定下四大工作信條：給人信

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

人方便。主要的用意，是勉勵

大家要處處給人、為人設想，

因為慈悲沒有敵人。常說柔軟

的愛語，給人一點慈悲，給人

一點佛法，收穫的不只是別人

，自己也能得到很大的利益。

【人間社記者李生鳳高雄報導】

從1965年到2024年，佛光山開山祖
師星雲大師推動僧伽教育至今已60
年。從壽山佛學院到佛光山叢林學

院，60年、2萬1900個日子，培養
出6000位學子，弘法世界五大洲。
透過「薪火傳燈──星雲大師僧伽

教育60周年紀念展」，呈現60年來
，大師為僧伽教育寫下的歷史。

紀念展11月16日於佛光山檀信樓
大禮堂開幕，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

、泰華寺住持心定和尚、退居和尚

心培和尚，海內外僧信800人共襄
盛舉，開場由佛光山叢林學院學生

帶來歌詠讚頌〈星雲詩〉。

培養人才  正法久住

繼創辦院長星雲大師後，接任院

長的佛光山長老慈惠法師回憶道，

早年在壽山佛學院，為維持開銷，

不趕經懺的大師甚至到太平間通宵

念佛。後來空間不敷使用，於是找

到現在的佛光山。當時學生的日記

刊登在《覺世旬刊》，更是帶動國

際學生前來就學；佛光山的出家眾

幾乎畢業於佛學院，歷任宗長都是

優秀校友。

畢業於中國佛教研究院的心保和

尚表示，辦教育相當不容易，但仍

要堅定前行。有教育，佛教才有人

才，才能弘法利生，佛法才能久住

人間。感謝大師的教育，讓他有機

會在佛光山和很多人廣結善緣。

第3屆傑出校友心定和尚曾經協
助佛學院建設，追隨大師出家56年
，走過40個國家地區。心定和尚說
，他一個鄉下孩子能如此，一切都

要感謝大師。還能在70歲古稀之年
奉大師之命至泰國建設泰華寺，推

動南北傳佛教融和，現在已81歲耄

耋之年，自覺一生沒有白費。

會中以影像見證星雲大師的教育

奇蹟，大師在影片中開示佛學院的

生命能點亮人間的光明，佛學院的

生命，是諸佛如來所賦予的法身慧

命，讓我們懂得慈悲，有智慧，將

佛法、歡喜普遍。

佛光山南華大學校長高俊雄表示

，他每天接觸的都是佛學院的校友

，從他們身上看到大師的「四給」

，他要向大家學習承擔與發心、常

精進和盡形壽。

星雲大師僧伽教育研究主持人、

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越建東，

從學術角度說明佛光山叢林學院教

育，在眾多實證佐證下，以「最好

的」評價佛光山叢林學院教育。

春風化雨 學院美名揚    

展場分兩處，一館雲來集以6個
10年──「奠基期、發展期、國際
期、深耕期、革新期、光大與繼起

」，建構佛光山僧伽教育發展史。

二館檀信樓還原從入口處佛學院的

圓門、第一棟教室懷恩堂、壽山佛

學院時期的筆記等，滿滿懷舊感。

「叢林大數據」、「叢林答客問」

、數位互動等，則是充滿活力的嶄

新面貌。

展覽策展人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

法師，和佛光緣美術館高雄館主任

有泉法師，偕逾百位義工布展，包

括主視覺設計道璞法師等多位，由

心保和尚、佛光山長老慈容法師、

心培和尚、佛光山常務副住持慧傳

法師頒發感謝狀。

最後，眾貴賓拉下綵球，落下大

師偈語「佛光山上聞，讀書聲朗朗

」、「佛光永普照，法水永流長」

，宣布展覽開幕。

⬆「薪火傳燈──星雲大師僧伽教育
60周年紀念展」11月16日於佛光山檀

信樓大禮堂開幕，心保和尚（右13）

與貴賓一同拉下綵球，落下大師偈語

「讀書聲朗朗，佛光山上聞」、「佛

光永普照，法水永流長」。 

 圖╱人間社記者莊佳穎

位在中國泉州晉江市安海鎮的龍

山寺，不僅是歷史悠久、高僧輩出

的閩南名剎，也將觀音信仰傳播至

台灣、港澳及東南亞華人地區，近

年來更是推動閩台佛教交流的基地

。

安海龍山寺始建於隋皇泰年間，

古稱「天竺寺」，又名「普現殿」

，因供奉千手千眼觀音，俗稱「觀

音殿」。相傳當地龍山之麓有1000
年樟樹，有僧人在此設壇弘法，因

久受佛法薰陶，而現祥瑞異相。後

來修建該寺，以此樟木雕觀音像、

門板及鼓身，成為寺內3件著名古
物。康熙32年（1693）靖海侯施琅
等人捐資重修，而成現有閩南式寺

宇建築樣貌。

現今龍山寺占地兩千多坪，整體

格局依中軸線而建，由放生池、照

牆、前埕、鐘鼓樓、金剛殿（天王

殿）、天井、兩廡、拜亭、圓通寶

殿（正殿）、大雄寶殿、藏經閣等

排列組成。建築保留大量木雕、石

雕、彩繪等精緻工藝作品，正殿內

頂有橫梁遺刻「大唐貞觀十三年魯

國公程知節捐俸壹仟兩銀督修」字

樣，見證該寺年代之久遠。

內還保存許多名家的匾額，金剛

殿正門上方有明代高僧虛懷所題〈

一片慈雲〉，殿內則有宋代大儒朱

熹所題〈普現殿〉、近代名僧弘一

大師的〈紹隆佛種〉；另有一〈鎮

國佛〉匾，附記該寺歷經倭寇、遷

界及匪亂，皆能安然無恙，且庇佑

地方平安，誠如清宰相李光地所譽

「安海鎮國佛」。拜亭上方，有前

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所題〈龍

山寺〉。正殿內，則有明代書法家

張瑞圖所題〈通身手眼〉。

明清之際，許多晉江先民渡海來

台，亦將安海龍山寺的香火帶入此

地，陸續在台南、鳳山、鹿港、艋

舺、淡水等地建寺，觀音信仰也在

民間大為盛行。艋舺龍山寺有楹聯

「分南海支流派接安平普渡慈航超

萬劫」，此「安平」即安海之舊名

，顯示此一分靈關係。清末台灣多

座龍山寺即曾返回安海祖庭進香，

迄今雙方仍維持往來情誼。

民初高僧圓瑛、會泉、轉武等法

師，皆曾任安海龍山寺的住持或監

院，弘一、太虛大師亦曾來此參訪

，顯見其在佛教界的地位。其中，

圓瑛法師還在該寺西廂功德堂創辦

安海職業學校，開當地職業教育之

先河；轉武法師則攜該寺觀音香火

南渡新加坡，創建龍山精舍，後人

擴建為龍山寺，今已是星國名剎。

安海龍山寺雖經多次重修，但大

致保存清初以來的原有樣貌，被列

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
晉江市佛教協會接管該寺，持續深

化海外分靈寺廟的情誼，也積極推

〈雞卵乞命〉是雞來託夢，而人

因記起並理解夢境，而做出慈心善

舉的護生故事，讀來相當感人。故

事出自《夷堅志》這部古籍，說的

是宋朝時在山東東平縣這個地方，

有一位名叫董瑛的人，他的父親因

一籃雞蛋不再殺生。

有一次，董瑛的父親將一籃雞蛋

掛在屋裡的梁柱上。過了幾天，董

瑛的妹婿來家中拜訪並留下作客，

掌廚的婦人請示董父，能否以梁上

的雞蛋作為第二天的早餐？董父應

允了。

當天晚上，董父睡覺時作了一個

奇怪的夢。夢中，他見到23個小孩
從梁上爬下來，異口同聲地求他饒

命，其中一個小女孩還跛了一隻腳

，讓他印象深刻。

第二天一早起來，董父正好見到

廚娘拿著長叉，將梁上那一籃雞蛋

取下來，準備拿去做成早餐。廚娘

告訴董父，籃子裡共有23顆雞蛋，
這個數字，讓董父想起了昨晚的怪

夢，夢中23個小孩向他求饒的聲音
在腦中縈繞不去。

董父看著那籃雞蛋，心中一驚，

莫不是雞卵中的生靈託夢給他，請

求饒命？23條性命，可不是小數目
！他一時慈悲心起，告訴廚娘將蛋

全部留下，用其他東西做早餐，並

決定將那一籃雞蛋孵化出來。不久

，果然孵出23隻小雞，而且其中一
隻小母雞天生就是跛腳！

夢境成真，讓董父大吃一驚。經

過這件事之後，董父明白了生命的

可貴，從此不再殺生。

食材：

地瓜120公克、乾白木耳4朵、枸
杞10公克、糖適量。
作法：

①番薯洗淨去皮切塊。

②白木耳洗淨泡軟切小分塊。

③將食材放入電鍋容器，並加入適

量水。

④外鍋放1杯水。
⑤待煮好，電鍋開關跳起，再加入

糖。

河流是文明的起源，水更是生存

的重要元素，潺潺流水洗滌人們的

心靈，有河流的地方生態更是豐富

，萬物欣欣向榮！然而，人類因個

人利益任意開發，掠奪鳥類及其他

生物的棲息地，這美麗的景象卻正

逐漸消失中。

我用染色楮皮紙拼貼青青草原，

以銀箔表現河流的波光、陽光的照

射，讓河流的光影充滿朝氣；草原

上悠閒漫步其間的白鷺鷥，則是用

長纖維的楮皮紙撕出來的效果，展

現了楮皮紙的纖維之美。希望，看

到此畫作的人，能想起環境帶給我

們的美好，珍惜好時光！

⬆〈河畔青青〉：銀箔、染色棉紙、
典具紙、落水紙，60.5×50cm，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