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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擻精神透關去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宋朝的昭覺道祖禪師，是臨濟宗楊

岐派圜悟克勤禪師的弟子，他第一次

參拜圜悟克勤禪師時，就因為一句「

即心是佛」，除卻了心中的葛藤而有

所領悟。後來，圜悟克勤禪師還命昭

覺道祖禪師登座說法。

昭覺道祖禪師平常在眾中語言很少

，只是勤勞作務。但大家知道他的密

行很高，常常邀請他開示禪法，然而

昭覺道祖禪師總是說：「我那有禪法

開示？」

有一天，大家正在作務的時候，昭

覺道祖禪師忽然對大家說：「你們不

是要我開示禪法嗎？我現在就來開示

禪法。」

一眾人等就放下手中的器具，聚神

聆聽禪師將開示什麼禪法。

昭覺道祖禪師不慌不忙地問大家：

「當生死來時，你們應該要如何安置

？」

在場二十多個僧眾，面面相覷，不

知如何回答。因為一說到生死，每一

個人都很茫然。

昭覺道祖禪師說：「你們既然無法

安置，那我自己就安置來給你們看吧

！」

說完，他將手裡的拂塵一丟，即刻

盤腿示寂了。

眾人一見大驚，不相信眼前的昭覺

道祖禪師竟已圓寂，慌得手足無措，

趕緊去報告圜悟克勤禪師。

圜悟克勤禪師前來一看，大叫一聲

：「道祖首座！」

昭覺道祖禪師忽然微微張開眼睛，

看了看圜悟克勤禪師。

圜悟克勤禪師悠然一笑，神色儼然

地說：「抖擻精神，透關去！」

昭覺道祖禪師點了點頭，雙手合十

，說聲「謝謝！」便不再言語，這一

回真的示寂坐化了。

禪門有修行的禪者，對生死有的預

知時至，有的來去自由。像船子和尚

吹簫覆舟而逝，普化禪師遊化四城門

後示寂，飛錫禪師倒立而亡，正壽禪

師試塔坐化等，昭覺道祖禪師不就是

此中之人嗎？

對頑強眾生，給予包容； 

對怯弱眾生，給予鼓勵； 

對冤家對頭，心存平等； 

對親朋好友，心存感恩。

時間 活動名稱

12／18
（六）

2021北美雲來集講壇，
主講人慧東法師
（線上視訊  4：30pm）

12／19～26
（日～日）

彌陀佛七法會
（線上視訊）

12／26
（日）

2021北美雲來集講壇，
主講人覺培法師
（線上視訊  4：30pm）

佛光山西來寺近期活動

【人間社記者戴慶華台北報導】結

合11月25日國際素食日，以及延續推

廣「e起復蔬，全民相挺」，國際佛

光會中華總會、綠色公益基金會舉行

「復蔬線上公益路跑VEGRUN」，

透過「你跑步、我捐餐」公益行動，

凝聚社會大眾關心氣候變遷及環境議

題，擴大蔬食環保的全球影響力；截

至11月25日，共逾1萬2000人報名參

加，總挑戰公里數達7萬公里。

為強化社會關懷及地球環保的效應

，佛光會特將路跑復蔬餐的捐贈上限

，從10公里提升到30公里，因此大家

完成參賽目標後，仍可以持續跑及上

傳里程紀錄，跑愈多就幫助更多人；

此舉也代表佛光會將愛心從7000餐，

有機會延伸到近4萬餐。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趙怡總會長鼓

勵大家繼續跑下去，跑愈多對地球幫

助愈大，更能從中注入對人的關懷。

邀請大家相挺「e起復蔬，全民相挺

」，讓自己帶來環保、健康的生活，

也能讓需要的人收到愛心復蔬餐。

星雲教育獎 林寶貴獲終身獎

順應心境念佛 修持無罣礙

【記者曹麗蕙台北報導】由公益信託星

雲大師教育基金主辦的「2021星雲教育獎

」11月28日揭曉得獎名單，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特殊教育學系退休教授林寶貴，奉獻

特教65年，為開拓台灣溝通障礙教育先趨

，榮獲「終身教育典範獎」；另外，「典

範教師獎」共頒給22位深具熱誠與愛心，

足堪為學生「生命中貴人」的老師，頒獎

典禮訂於明年2月19日於佛光山法寶堂舉

行。

今年邁入第9屆的「星雲教育獎」獎項

分2大類，「終身教育典範獎」鼓勵j終其

一生孜孜不倦為教育、為學子奉獻的資深

或退休教師。今年得主林寶貴18歲畢業於

台北女子師範專科學校後，受到台北盲啞

學校一群默默耕耘的教師及學生所感動，

放棄當時明星學校的教職，選擇跨入特教

園地，一耕耘就是逾一甲子。

手寫筆記 流傳逾200萬份

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表示，林寶

貴統合台灣北中南區手語，從事長達13年

手語教材、辭典、負責帶領教師編撰啟聰

學校國語文統編課本、倡議並推動口語訓

練進入課程，也輔導全國大專建立資源教

室方案，並將台灣特殊教育發展推展至國

際，即便退休多年，依然為特教奔波戮力

，成立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台灣手語

翻譯協會，以自身的專業素養、造就後進

、服務弱勢及教育貢獻，足為「終身教育

典範獎」得主。

「典範教師獎」今年則評選出22位，均

是能堅持教育理想、不畏逆境、默默耕耘

，全心全意帶領每名學生向上向善，令學

生、家長感念的良師。

其中，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特聘教授林

秀豪，在清大以熱情、積極聞名；他年年

教學創新、注重啟發性與引導學生自行思

考，儘管評分嚴格，學生仍然給予高評價

，其教授內容手寫成「豪豬筆記」，被譽

為「有溫度的科學筆記」，校內外流傳超

過200萬份。

台東女中老師康毓庭推廣東部偏鄉美感

教育，多年來號召美學服務義工行動，發

起藝術結合公益義賣美術品活動，為在地

公私立醫院、教養院及弱勢公益團體募集

社福基金，讓學生從服務實踐中深耕品格

與感恩的心。

如師如母 為弱勢打造課程

花蓮縣化仁國中教務主任蔣佳珈，面對

新課綱教改，扮演領頭羊角色，主動積極

參與研習並在校內跟同仁分享，帶領學校

老師研發教材、校訂課程，以弱勢學生需

求觀點設計教案，量身打造適性課程，也

邀學校同仁一起照顧經濟弱勢學生，她如

師亦母關心學生的行為，形塑了學校教師

的文化。

「能力再大，還是要付之行動才有用」

，屏東市信義國小老師黃慧娟，從班級導

師到阿緱囝仔人聲樂團領隊，總是盡心盡

力，2019年更自願出任教育部國教署訪問

教師，協助偏鄉學校及教師，開展課程發

展及教學改革；她全面關照加入人聲樂團

的每名學生飲食起居和待人處事，甚至有

學生說：「慧娟老師比自己的父母更像父

母」。

嘉義市私立貝萊登幼兒園園長李琇如，

自行創設幼兒園並擔任園長多年，近年加

入準公共幼兒園政策，提供弱勢家庭幼兒

就學機會，她熱心公益，尤其重視老幼議

題，也擔任國際義工，積極投入社會服務

，讓幼教專業也可以推廣到其他領域並產

生影響力。

台北市五常國中老師何銘軒以自身弱視

的同理心，幫助孩子學會「好好生活」的

能力，無論是翻吐司、童軍露營野炊、成

立「五常心樂團」或親作「點字卷」等，

他用心設計、耐心指導學生一步步學習，

並至普通班推廣融合教育，讓一般生體驗

視障生的困境，增進彼此的理解互動和接

受。

扌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退休教授

林寶貴，今年獲得星雲教育獎「終身教育

典範獎」。

扌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特聘教授林秀豪

，擅長引導學生自行思考。

➡台北市五常國中老師何銘軒在學校擔

任視障資源班召集人16年，圖為他在為視

障學生製作教具。

� 圖／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提供

自古以來，因為念佛而得道的人，可以

說如過江之鯽，無法數得清。念佛方法也

各有千秋，比方在不同心境也能有不同的

念佛方法來修持，如：

1.歡歡喜喜的念
念佛時的心情，好像唱歌跳舞般的歡喜

。念佛的目的在求生西方極樂淨土。

那裡沒有生老病死的痛苦，住的是七寶

嚴飾的樓閣、蓮池寶樹的園林；相處的是

諸上善人等大善知識，又可親聆佛陀說法

。如此物質、精神方面的圓滿，人生還有

比這更快樂愜意的事嗎？

如此思惟臆想，法喜由心中溢於言表，

口裡就會歡喜地念佛。要念到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發出至心微笑的程度。這樣念

到心念純淨，熱情洋溢，必能收到很大的

效果。

2.悲悲切切的念
人間的苦，莫過於死別。我們念佛也要

如此，彷彿自己親愛的人死了，以極其哀

傷悲泣的音調來稱念。又好比失去依怙的

孤兒，找尋母親依靠一般，悲切地呼喚。

我們無始以來，一直沉淪在生死大海中，

遍歷了無盡的輪迴之苦，不知何時才得出

離？思臆及此，怎不大哀大痛，悲泣莫已

呢？

在這極苦的深淵裡，只有仰賴如慈母般

的阿彌陀佛慈悲救拔，才能脫離苦海，到

達安樂之國，怎不感激涕零呢？如此悲悲

切切地念佛，如孤兒回到母親懷抱，如異

鄉遊子回到故鄉般的悲切。以這種心境持

續地念下去，心中很容易就能和阿彌陀佛

的心相應。寺院裡打佛七時，常常有人悲

切涕零，感動莫名，就是悲悲切切念佛最

真實的寫照。

3.空空虛虛的念
念佛時，內心要像宇宙一般渺無邊際，

空空虛虛，毫無罣礙。《八大人覺經》說

文／星雲大師

：「國土危脆，四大苦空。」我們生存的

世界，以及我們的身心本就不是真實，唯

有一句「阿彌陀佛」，才是究竟的歸宿。

我們安心無罣礙，空空虛虛地念，念得手

也空，腳也空，我也空，你也空，天也空

，地也空；念得天地粉碎，不知身在何處

；念得悠悠揚揚，飄飄渺渺，心田識海無

限擴大。一句「阿彌陀佛」，如游絲般充

塞於宇宙虛空，剎時心與虛空合而為一。

這樣的境界，在打佛七時，很多人有過這

種經驗，所以並不困難。

4.誠誠懇懇的念
念佛時，內心是非常懇切實在的。阿彌

陀佛以難行難忍的大願力，在因地修行成

就，莊嚴淨土，攝度苦海中一切眾生的慈

悲願力，讓人很自然的生起虔誠恭敬的心

。所以，我們應當至心誠摯，切實地稱念

佛號，每句「阿彌陀佛」念得實實在在，

耳朵聽得清清楚楚，心裡也想得明明白白

，如佛在眼前一般。朝也誠懇念，晚也誠

懇念，「朝朝共佛起，夜夜抱佛眠」，則

人有誠心，必得佛的感應。

� （節錄自《談淨土法門》）

佛光山西來寺特於國曆12月19日至
12月26日舉行「彌陀佛七法會」（
網路直播），藉此禮佛拜懺，淨化
身心，培福修慧，並祈願社會安和
樂利，平安吉祥！法會詳情請連結
http://www.hsilai.org/tc/cal/dfA7.php

佛光山西來寺彌陀佛七法會【本報台北訊】62歲的謝錦堂自國小畢

業後就出社會工作，21歲時他帶著所有積

蓄遠赴日本拜師學藝，苦學服裝設計1年

多後，返台創業；他的作品涵蓋西服、漢

服、皮帶、各式包款等，從設計到完工都

一手包辦。

受到疫情影響，經營自有品牌服飾店的

謝錦堂也被這波危機襲擊。苦撐多時的他

Call�In至廣播節目訴說遭遇疫情困境。節

目主持人期間多次鼓勵、撫慰，但因節目

近尾聲也只能讓這通電話隨之結束，但其

實另一個故事才正要展開。

許多聽眾都被這通電話觸動心情，私下

透過店址資訊「尋找謝先生」，也透過網

路社群力量，將謝錦堂的困境傳遞出去。

從事攝影和文字接案工作的季子弘聽到

廣播對話後，立即在個人臉書發文表示，

這通Call� in內容就是現實中的標準小人物

劇本。後來他到店家探視謝錦堂，並協助

拍攝商品照片，以及網路上架、銷售等事

宜，首波網路訂單就逾百件。

短短一周，謝錦堂的商店「程式設計」

人氣不斷，但謝錦堂看到每名登門顧客都

雙手合十地說「不要同情我、也不要可憐

我」，希望大家是喜歡他的作品才購買。

謝錦堂指出，高齡88歲母親告訴他「62

歲才翻身，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要珍惜

這份際遇和知足常樂。「被救濟之後，也

要想辦法翻身，不能每天等著別人幫忙」

，謝錦堂說，他很認同廣播主持人的這句

話，因此會持續以自我要求的職人態度，

來回報眾人。

響應復蔬路跑
1.2萬人跑7萬公里

Call�in想輕生
百人傳愛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