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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上一點雪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唐朝的石頭希遷禪師是六祖惠能大

師最小的弟子，出身於曹溪，禪道修

養自然不在話下。石頭希遷禪師後來

駐錫在湖南南嶽，與江西的馬祖道一

禪師，可說同負盛名。而潭州（湖南

）的長髭曠禪師則是石頭希遷禪師之

法嗣，俗姓曠，因臉蓄長鬚而得名，

悟道得法之後，著名的藥山惟儼禪師

還曾命弟子雲巖曇晟，前來向長髭曠

禪師請法。

最初，長髭曠禪師到湖南參禮石頭

希遷禪師的時候，兩人才一見面，石

頭希遷便問：「你從什麼地方來？」

長髭曠禪師回答說：「我從曹溪來

。」

石頭希遷禪師點點頭，說：「哦，

嶺南曹溪來的呀！」

石頭希遷禪師又問：「那麼嶺南的

佛祖有完成了嗎？」

長髭曠禪師篤定地回答：「很久以

前就已經完成了。」

石頭希遷禪師聞言不語，一雙炯炯

有神的眼睛只是逼視著他。

長髭曠禪師說：「如今就少禪師的

開光點眼了。」

石頭希遷禪師又開口問：「你究竟

是要開光？還是要點眼？」

長髭曠禪師就說：「既要開光，也

要點眼。」

石頭希遷禪師聽了，便垂下一足，

長髭曠禪師一看，趕快跪地禮拜。

石頭希遷禪師問：「你有見到什麼

嗎？為什麼要禮拜？」

長髭曠禪師說：「我看到佛祖開光

點眼了。」

石頭希遷再問：「那是什麼樣子？

你有所見嗎？」

長髭曠禪師回答：「就如紅爐上一

點雪。」

紅爐上的一點雪，這是沒有的啊！

縱然有，也只是剎那間，紅爐會即刻

將雪給融化了。佛像、佛身就等於阿

佛國，縱有所現，一現過後就不會

再有了。因此，諸佛如來的法身不可

從相上去見，正所謂若見諸相非相，

才能見到如來啊！

以恆順他人來處世，世界

自然和平；以覺悟他人來

處世，世界自然進步。

佛光山徒眾聯展 展藝術修行法門

佛光僧信攜手 弘揚人間佛教
【人間社記者李生鳳大樹報導】「佛光

山2022年供僧法會」開示8月19日於佛光

山雲居樓舉行，此為疫情2年多來，徒眾

和信眾難得有機會回山參加供僧法會，聆

聽和尚、長老開示，了解佛光山以「文化

、教育、慈善、共修」四大宗旨弘法的成

果、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建設發展、疫情

期間如何關懷民眾、實踐永續等，共325

位佛光人在場聆聽。

從點滴做起 佛教擴展到世界

「疫情要見面不容易，大家透過供僧法

會，回到佛光大家庭是非常溫馨的事情。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表示，疫情這1、2

年來，弘法方式有別以往，法會、演講都

可在線上觀看，日前與教界交流得到的結

論為：實體結合線上，是理想方式，可以

利益更多人；佛光山在佛光山開山星雲大

師領導下，僧信二眾一起為弘法努力，在

現今局勢下，大家都希望和平而非對立，

印證佛法的可貴。

「看到大家特別歡喜！」國際佛光會署

理會長慈容法師表示，信徒回山總是很開

心，「佛光山能有今日，大家都說星雲大

師很了不起，但大師認為這都是信徒發心

來的，所以大師稱呼各位『頭家』」，早

期大師採許多創新模式弘法，雖然大多因

當時保守風氣遭到批評，但從這點點滴滴

做起，將佛教發展到全世界。

佛光山文化院院長依空法師分享，星雲

大師出版365冊《星雲大師全集》，預計

將有增修版《全集》，今年工作包括出版

《中國佛教文學史》、與商務印書館合作

《啟動斜槓人生，星雲大師的自學之道》

，並拿出8月19日《人間福報》刊登〈星

雲大師雲水96年．宗教交流60年〉，是大

師宗教交流里程碑紀實，「感謝大師給予

佛法的慧命」。

佛光山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報告2022年

已舉辦活動，如春節平安燈法會、地宮珍

寶入宮暨百萬心經入法身法會、禪淨共修

獻燈線上祈福法會、全球線上同步參與的

甘露灌頂三皈五戒典禮、雲端浴佛等，並

預告「佛光山2022年傳授國際萬佛三壇大

戒」、傳授在家菩薩戒會、法寶節送臘八

粥等活動。

40萬人連署 吃蔬食實踐永續

佛光山慈善院院長依來法師說明「以慈

善福利社會」，佛光人展現「慈善為方便

，文教為根本」的精神，佛光聯合診所去

年6月加入施打新冠疫苗，還有關懷偏鄉

弱勢學童的「佛光愛心商品卡」、「三好

助學金」，去年高雄城中城大火關懷慰問

、捐贈公益輪椅、《獻給旅行者365日》

送進監所等。

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都監妙士法師提到

，星雲大師期許大覺寺是法燈普照、延續

人間佛教正法的道場，至今舉辦眾多活動

以教育弘法，藉由影片說明佛光樓建設成

果，包括觀音殿、美術館、宗史館、藏經

樓，並涵蓋社教、行政等多元功能區域。

國際佛光會祕書長覺培法師報告「佛光

山綠色永續貢獻」，秉持大師「環保與心

保」理念，心保和尚在亞太永續行動博覽

會上，宣誓佛光山2030年達到淨零碳排目

標，「蔬食Ａ計劃」已近40萬人連署、植

樹展開森林復育、公益路跑Vegrun等；「

2022佛光防疫救護專案」則捐贈口罩、快

篩劑、防護衣和關懷包等。

「文化獻禮」由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王春

申伉儷，贈送收藏於國家圖書館的《大般

若波羅蜜經》，心保和尚代表接受。心保

和尚總結表示，佛光山能有今日都是信眾

給予的，期許大家一步一腳印弘揚人間佛

教，不僅是自己的功德，也給後代子孫好

因好緣。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中）表示，在現

今世間局勢下，大家都希望和平而非對立，

更印證佛法的可貴。�圖／人間社記者趙 超

佛光山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9／9
（五）

大悲懺法會
（線上視訊 7：30pm）

9／10
（六）

光明燈法會
（線上視訊 10：00am）

月下中秋祈福晚會
（地點：西來寺  8：00pm）

9／17
（六）

北美人間學院秋季班開學
西來書院秋季班開學 

【人間社記者潘青霞洛杉磯報導】

佛光西來學校教職員、學生、家長及

義工等近400人，8月20日相聚在西來

文教館迎接周六中文班開學；西來學

校執行長滿兆法師說：「過去2年的

疫情，對每個人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

響，西來學校盡其所能，以佛法及三

好理念，安定家長及學生們的心靈，

讓生命更發光、更截然不同。」

此期中文班報名熱烈，其中注音拼

音入門班從3班擴增至5班，線上成人

中文班也同步開學。有家長予以肯定

：「西來學校重視中華文化，且老師

們熱心教導，讓我們十分放心。」

在禪修靜坐時，何祥鈺老師帶領學

生調息，觀察內心的變化，他分享，

孩子都很專注，禪定的心不可限量。

西來學校義工、青少年校友、佛光

山西來寺義工、佛光會會員等近30人

組成一支義工團，在開學日集體創作

，服務大眾。15歲的校友Erica Xie在

西來學校就讀8年了，開學日當天與

其他校友們發心加入報到登記及引導

小組；多位義工表示，認同佛光山開

山星雲大師說的「忙就是營養」。

適逢星雲大師華誕，學生們手繪生

日賀卡，並寫上「親愛的師公，感謝

您教育我們三好、四給、五和。敬祝

生日快樂、身體健康！」

佛光西來學校學生進行禪修靜坐。

� �圖／人間社記者潘青霞

扌繪畫類佛光獎，慧人法師〈溪聲盡

是廣長舌〉。

【人間社記者李生鳳大樹報導】「佛光

淨土──佛光山2022徒眾作品聯展」由佛

光山傳燈會及佛光緣美術館總部主辦，此

次共展出201件作品，涵蓋繪畫、書法金

石、攝影、影音、立體等，8月19日在佛

光緣美術館總館開幕，逾200人出席。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致詞表示，經由

學習可以從不會到會，但為何有人有成就

西來學校中文班
400人迎接開學

，有人卻平平無奇？其實深入探究就可以

知道，愈是專注愈有成就，以佛陀和比丘

二十億耳以「不緩不急」比喻琴弦的故事

，說明「不緩不急」可以運用在多方面，

例如參加徒眾作品聯展，大家也是「不緩

不急」，因為藝術創作急不來，緩慢懈怠

則無法成。

作品審查委員洪根深表示，擔任評審約

有4、5年，可以感受到法師如何在修行、

工作以外的時間，用最虔誠的心意、秉持

初心創作；身為藝術創作者，深知其中的

辛苦，對作品的執著與精進，也是一種修

行的法門。

開場由佛光山國樂二胡班演出〈有佛法

就有辦法〉、〈弘法者之歌〉等曲目，此

次邀請展為慧是法師〈行佛〉、慧本法師

〈佛說轉法輪經〉，由佛光緣美術館台北

館主任妙仲法師及各類前3名得主導覽。

繪畫類佛光獎〈溪聲盡是廣長舌〉得主

慧人法師表示，靈感來自蘇東坡詩句「溪

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希望

讓大家感受佛陀的清淨法音；覺常法師以

〈金剛經塔〉獲書法金石類佛光獎，透過

影片分享抄經的歷程與法喜。

影音類佛光獎得主能超法師作品〈燈燈

相續〉，剛自佛學院畢業的他，體會到無

論創作、修行，都要一步一腳印。其他獲

得佛光獎的有：攝影類有宏法師、立體類

知田法師。

扌立體類佛光獎，知田法師

〈佛光普照法水長流〉。

扌攝影類佛光獎，有宏法師〈鏡中境〉。

� 圖／人間社記者梁清秩

為什麼要修行？禪宗惠能大師說：「菩

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人生就是

要精進修行，向內心探索，找回自己的佛

性。

我選擇提早退休後，每天看書、抄經、

誦經，也常常去道場上課、聽經聞法、當

義工結緣等，覺得自己身心輕安、少有煩

惱。星雲大師提倡人間佛教，推行三好、

四給，就是要我們在生活中行佛，學習佛

陀的行儀與教化，在生活裡修行，淨化身

口意三業。

惠能大師說：「惟求作佛，不求餘物。

」成佛需三大阿僧祇劫，但求精進佛道，

願不虛此生！

生命留言板

在生活裡修行
文╱徐小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