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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吸盡西江水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龐蘊是唐代著名的在家禪者，湖南

衡陽人，世稱龐翁、龐居士、龐大士

。他家中世代以來，崇尚的是儒學，

只有龐蘊獨尊佛法。

唐德宗貞元初年，龐蘊前往參謁石

頭希遷禪師，頗有領悟。後與丹霞天

然禪師往來，成為終生的同參道友。

此外，龐蘊也與藥山惟儼禪師、百靈

禪師、大梅法常禪師等禪林碩德時有

往來。

唐憲宗元和年間，北遊湖北襄陽，

因喜愛當地的風土民情，於是偕同妻

子、兒女躬耕在鹿門山下。那時，前

來向他拜訪問道者很多，他的妻子、

兒女也都參禪而有所悟道，一家人可

謂菩提眷屬。龐蘊被喻為「東土維摩

」，與梁代的傅大士並稱居士典範。

好友節度使于頔曾為他編輯《龐居士

語錄》傳世，頗受歷代禪林之重視。

龐蘊居士曾經到江西參禮馬祖道一

禪師，向禪師提問說：「不與萬法為

侶者是什麼人？」

馬祖道一禪師回答說：「等你一口

吸盡西江水時，我再告訴你。」

龐蘊居士言下大悟，並且呈上一偈

語：「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

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沒有悟道的人，不要說無法吸盡西

江水，就是一盆水、一桶水，肚子也

撐不下。假如是悟道的人，虛空都能

涵藏在心中，西江水又算什麼呢？

歷史上，傅大士、龐蘊、蘇東坡都

是禪法的高手，尤其，龐蘊居士與禪

門的諸大師們往來，對於禪詩、禪偈

、禪語早就了然於心了，所以他覺得

到處都是選佛場，到處都能心空包容

一切。這則故事，在禪門裡也是很有

名的公案啊！

為受窘的人，說一句解圍

的話；為沮喪的人，說一

句鼓勵的話。

時間 活動名稱

9／19
（日）

國際佛光會2021年全球佛學會
考──英文
（線上應考，1：00pm）

9／21
（二）

光明燈法會
（線上視訊，10：00am）

9／25
（六） 2021佛光西來書院秋季班開學

佛光山西來寺近期活動

全球佛學會考 佛光人提升信仰

 佛光會跨國援助 送出40萬個防疫面罩 

換肝之父陳肇隆微傳記 37年為眾生

【人間社記者許貴婷綜合報導】國際佛

光會主辦跨時代、跨國際的全球佛學會考

，在世界各地時間9月11、12日同步舉行

，全球佛光人、對佛學有興趣的人士踴躍

報名，經最後統計，考生年齡從4歲到104

歲、來自近百個國家地區，總計近4萬人

報考，使用中文、英文、葡文、西文、法

文、德文、韓文、日文、印度泰米爾文等

9種語言試題。為配合時差，全球分作10

個考區，以線上Google form、傳統紙本及

聽寫方式進行。各方的協調和技術克服，

展現佛光人集體創作，從無到有的精神。

聞思修證 觀照自心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總會長心保和尚表

示，這次全球佛學會考是一大突破，讓大

家透過研讀佛學，增加佛法知識。佛教講

聞思修，透過學習和思惟去改正身體行為

、體證佛法。除了文字上的考試，在日常

大家一樣會面對很多的考驗，隨時隨地要

觀照自己有沒有慈悲心、布施心、忍耐力

、禪定力，甚至智慧。所以在佛法上的體

驗，是多層面的。全球佛光人都可以透過

這次佛學會考，提升自己修行層次。感謝

主辦單位，也感謝大家的參與，共同讓佛

學更上一層樓、更高的層次。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署理會長慈容法師

表示，這次全球佛學會考是一個好機會，

讓大家從閱讀深入佛法，更重要的是能知

行合一，行解並重。經過這次考試，大家

都能更深入體會佛理，運用在生活上面，

自我覺悟。

集體創作 共寫歷史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祕書長覺培法師指

出，感謝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創辦國際佛

光會，面對疫情，全世界的佛光人並沒有

懈怠，反而更加精進，大師說有佛法就有

辦法，透過共同讀書，創造共學、共好、

共同成長，這次跨越各個國家地區共同雲

端參與佛學會考，為佛光人寫下歷史，希

望未來持續每年舉辦，建立佛法正確觀。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財務長陳居，也是

此次全球佛學會考總幹事，他表示，疫情

關係，2020年北美佛光會開始第一次線上

佛學會考。今年感謝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

邀請北美各協會，共同承辦2021年全球佛

學會考。在心保和尚、慈容法師及覺培法

師的指導下，4月24日開始邀請全球各洲

總幹事、各組工作人員及各協會長，共同

召開籌備會議；邀請中華總會檀講師出題

、法師們講解《佛法真義》三冊精要，翻

譯人員協助製做各國語言的試卷，發揮集

體創作精神。

〈佛法真義──佛學會考篇〉鼓勵大家

多研讀佛書，以淨化個人的身心，提升內

在的精神世界。今年的佛學會考以星雲大

師《佛法真義》為內容，為了幫助大家學

習，大會提供各類題庫及考試大補帖，國

際佛光會中華總會也製作了12個《佛法真

義》提要影片，各區積極召開衝刺班，希

望讓大家輕鬆讀書。

積極赴考 以法相會

國際佛光會北美洲區近1500人同步參加

中文組佛學會考，其中最年長的考生年齡

89歲，創下北美洲佛學會考新紀錄；除中

文組考試外，北美洲的兒童組和英文組考

生也積極備考，於9月19日美西時間下午1

：00應試。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美西副祕書長慧東

法師表示，佛教是一個講究智慧的宗教，

智慧就是要讓我們內心明白前進的方向，

且對所有的一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希

望每一位佛光人和護法居士，都可以在這

次的全球佛學會考中取得好成績，最重要

的是，享受和珍惜與全球佛光人以法相會

的機會。

紐澤西協會的殷楚枝師姐指出，兒子朱

沐暉在去年佛學會考兒童組中拿到滿分，

今年母子再次報名參加。考試時，兒子安

靜陪伴在她的身邊，令她欣慰的是，孩子

正在準備兒童組會考，「佛法真的創造了

美好因緣，拉近了家人間的距離」。

【人間社記者覺開綜合報導】南非

、賴索托與剛果3個國家地區、共245

人，9月12日參加「2021年國際佛光

會全球佛學會考」，組別分成中英文

成人組、中英文兒童與法文組等，讓

各年齡層的大眾都能親近佛法。

佛光山南華寺職事們皆踴躍報名，

也帶領他們的下一代參加兒童組考試

，讓孩子早日種下菩提種子。小菩薩

Sipho Simione看見試題：「佛光山創

辦人是誰？」引發他的興趣，考完試

後向法師請教，「師公星雲大師的眼

睛好了嗎？」關懷之情令人感動。

在剛果協會輔導法師慧徹法師的推

動下，共56人應試，一大早考生們齊

聚在剛果黑角佛光緣，埋頭閱讀做最

後衝刺。非洲區佛光人認為，參與會

考後對佛法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星雲

大師《佛法真義》為他們釐清很多觀

念，且在疫情期間能有精神寄託；攜

手全球佛光人參加會考，為生命增添

色彩，更為非洲人間佛教見證歷史。

大人小孩都應試
菩提種子撒非洲

佛光山南華寺職事帶領孩子參與兒

童組考試。� 圖／非洲區佛光協會提供

國際佛光會北美

洲區近1500人參加

中文組佛學會考。

�圖╱國際佛光會

� 北美洲區提供

【人間社記者真裕洛杉磯報導】國際佛

光會洛杉磯協會7月初協助佛光會世界總

會，以8個40呎貨櫃裝載40萬個防疫面罩

，自美國洛杉磯分批運到亞洲日本、印度

、緬甸、泰國、菲律賓及馬來西亞等6個

國家地區；9月7日，洛杉磯佛光人將最後

2個貨櫃貼完標籤後，等待結關上船運到

泰國，圓滿跨國援助。

洛杉磯協會核桃分會、河濱分會會員先

行在2500個外箱上貼國際佛光會標籤，以

方便佛光山道場及各地佛光會收到物資後

，能立即送到當地政府機關和慈善團體。

歷時2個月的運送期間，因印度、緬甸

的疫情加劇，世界總會適時調度物資，並

由馬來西亞佛光人協助轉運至印緬兩地。

第一個貨櫃5萬個面罩8月2日抵達日本

，並於8月9日開始發送到東京、川口、寶

塚、名古屋及山梨等當地政府單位及非營

利慈善機構。參與運送的Janet Huang說：

「大阪協會會長松田傳來照片分享消息，

當我看到這些物資送到需要的人手上，覺

得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核桃分會會員

王慧表示，感謝因緣，讓她出力助人，對

遠在亞洲的有情大眾奉獻一點心力。

【人間社記者彭高鳳高雄報導】享有「

亞洲換肝之父」稱譽的高雄長庚醫院名譽

院長陳肇隆，以仁心仁術行醫救世、守護

病患生命外，也種樹護地，創造永續循環

；由詹氏書局出版、「左上角企劃」創辦

人齊瓦哥著作的《LIVE&FOREVER無私

．超越．傳承》，以微傳記方式，記述陳

肇隆的人生況味。

高雄場簽書會日前於國城建設定潮接待

中心舉行，作者齊瓦哥把肝（LIVER）拆

解，分別解釋為生活（LIVE）、永恆（

FOREVER），將陳肇隆生命故事，匯集

為病患換肝的奮鬥史。1984年，陳肇隆成

功開創台灣與亞洲肝臟移植首例後，陸續

促成亞洲國家腦死器官移植立法、研究發

展活體肝臟移植，維持全球最高的存活率

等，至今已完成2000例肝臟移植手術，為

病患創造新生命；陳肇隆也秉持醫療不藏

私的理念，不遺餘力提攜後進，並醫援海

外、傳承經驗，自1988年起他培訓近400

位海外醫師，進行肝臟移植手術。

《LIVE&FOREVER無私．超越．傳承

》書中記述陳肇隆的3位恩師：「生命導

師」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專業之師」

美國匹茲堡史達哲（Thomas Starzl）教授

，以及「濟世之師」長庚醫院、台塑企業

創辦人王永慶；陳肇隆從他們的行誼和教

誨，學習到不忘初心、堅毅不拔與鍥而不

捨的精神。

「植樹最好的時機是20年前，第二好的

時機是今天，任何事情都一樣，Never too 

late」，這是陳肇隆津津樂道的植樹哲學

。在每一個最哀傷或喜樂的重要時刻，陳

肇隆都會去種樹，他認為，移植肝臟跟移

植樹木，都是生命的延續，經由他的綠手

指，永慶紀念公園和長庚生態公園綠意盎

然，為長庚醫院的員工、病患和家屬，提

供紓壓的休憩空間。

以「深耕台灣、立足國際、醫援海外」

開展醫療專業的主軸，陳肇隆細數37年來

，於肝臟移植領域的耕耘，不斷的尋求突

破與精進，每十年為一發展的階段，每一

階段都為肝臟醫療樹立新的指標；他卸下

行政職務後，便一直致力於肝臟移植第一

線的醫療與傳承。

日本佛光協會轉送防疫面罩，由當地政府

機關和慈善團體代表接受。

� 圖／佛光山本栖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