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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巖眉毛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遇人微笑並問好，

人間處處有歡笑；

說請謝謝對不起，

人我之間多歡喜。

佛光山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3／25
(六)

英文一日修道會

3／26
 (日)

中文一日禪

4／2
 (日)

孝親報恩清明水懺法會

4／5
 (三)

光明燈法會

全球佛教學者座談 讚悼星雲大師

護生畫集

犬母遺兔
文／林少雯   圖／豐子愷

五代的翠巖令參禪師，是湖州（浙

江吳興）人。他在雪峰義存禪師座下

參學，蒙受印可後，便移住明州（浙

江鄞縣東）翠巖山接引學人，開演教

法。翠巖禪師的教學方式，活潑中又

不失嚴謹，常常自設問答點撥學人，

破除一般人死守語言文字的框架，展

現禪的靈活大用。

有一次，翠巖禪師在某一個夏安居

即將結束前，對眾人說：「宣講佛法

，可以讓大眾蒙受佛法利益，達到證

悟解脫；然而誤傳佛法的罪過也很大

，會得到眉鬚脫落的果報。我回想這

三個月當中，為大家說了不少法語，

但唯恐說得不如法，所以今天要請各

位幫我看看，翠巖的眉毛還安然存在

嗎？」

翠巖的法兄保福從展禪師語帶笑意

地應和：「呵呵！做賊的人心虛。」

意思是譏諷他自知罪過，就如同做賊

人心虛，還沒等到別人來質問，就先

自圓其說以求脫罪。

另一位法兄長慶慧稜禪師並不認同

保福的說法，為翠巖辯解說：「不盡

然如此呀！翠巖在這次安居圓滿前向

大家提出這個問話，就如翻轉逆勢，

不但沒有眉鬚脫落的顧慮，反而能因

此展現出無限生機。」

雪峰門下師兄弟三人的這段對話，

傳到雲門文偃禪師的耳中，他只是笑

一笑，直截了當地說：「無事生事，

不如截斷眾流，關閉門戶。」

【 人間社記者陳肯香港報導】香港中

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中國北京大學

佛學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

學理論研究所，3月5日在線上共同舉辦「

讚悼 星雲大師——全球佛教學者追思座

談」，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佛光山人間

佛教研究院院長妙凡法師、香港中文大學

教授藍饒富、藍凱麗，前香港中文大學校

長劉遵義，以及來自美國、加拿大、新加

坡、日本、南韓、馬來西亞及兩岸三地的

專家學者齊聚，透過五場座談，感念佛光

山開山星雲大師一生為社會所做的貢獻。

會議開幕式由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

研究中心主任陳劍鍠主持。劉遵義致詞表

示，星雲大師圓寂是全人類失去了一位敬

佩的人生導師，他回憶2005年以香港中文

大學校長身分接待星雲大師，受益良多，

後雙方成立香港中大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2017年，香港中文大學由前校長沈祖堯到

佛光山，頒授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予星

雲大師。

心保和尚感謝各位學者專家對大師的追

思悼念，強調大師非常重視人間佛教的學

術探討，盼透過學術研究，讓大家真正了

解佛法般若智慧，建立積極人生觀。

大師重學術研究 度眾深入般若

妙凡法師分享大師圓寂讚頌會是按照大

師10年前的指導，稱念「南無本師釋迦牟

尼佛」、「不做經懺佛事法會」等，感謝

大家追思大師一生推動人間佛教思想的因

緣。

第一場座談，中國社科院王志遠教授以

「終生勤勉，法身常在；弘道五洲，功德

恆久」，總結大師一生對佛教的貢獻。《

星雲大師全集》主編蔡孟樺道出「無盡的

給，心中有人，樹立典範，文心雕佛」，

回顧編輯《全集》的往事。新加坡佛學院

紀贇教授提出，「佛光模式」的人間佛教

，可為漢傳佛教現代化提供借鑒。中國人

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張文良教

授認為，以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理念

作為研究方法，審視當今社會問題，是人

間佛教的未來展望。

第二場座談，中國社科院黃夏年教授讚

歎大師以「三好」，讓佛教傳統倫理配合

時代，深入人心。香港教育大學朱慶之講

座教授說，大師是為人間佛教發展作出歷

史性貢獻的偉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索

羅寧教授認為大師的平易近人，讓人永懷

難忘。韓國東國大學中文系朴永煥教授說

，當今人間佛教的發展，離不開星雲大師

的功勞。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譚偉倫教授說，佛光山世界神明聯誼會倡

導宗教共融，是大師慈悲創舉。

引領佛教現代化 廣度青年學佛

第三場座談，則是由中國人民大學佛教

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何建明教授、台灣政

治大學宗教所劉宇光教授、加拿大麥吉爾

大學教授融道法師、美國亞利桑那大學佛

教研究中心主任吳疆，探討星雲大師和佛

光山教團，在中華佛教文化的現代化，發

揮著引領作用，其中以佛光山西來大學為

例，讚歎星雲大師對美國高教之貢獻。

第四場邀請佛光山西來大學宗教系龍達

瑞教授、陳劍鍠教授、日本愛媛大學邢東

風教授、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許源泰教

授、新加坡佛學院顧偉康教授，分別從《

佛光大藏經》、漢語佛教在世界有廣泛的

影響等，讚歎大師創造奇蹟。

最後一場則是由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

謝明達教授、韓國東國大學佛教學術院郭

磊教授、台灣師範大學吳有能教授、香港

中文大學禪與人類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學愚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張雪松教授分享，深

入大師以科技、多媒體方式度年輕人學佛

、解析大師謀求百姓幸福的信念，並從中

看見大師浩瀚寬廣的胸襟。

閉幕式由陳劍鍠主持，邀請王頌教授、

張雪松教授以及紀贇教授做總結發言。陳

劍鍠勉眾承繼星雲大師的思想理念。

⬆「讚悼 星雲大師——全球佛教學者追思

座談」線上舉行，來自各國及兩岸三地的專

家學者齊聚，透過五場座談，感念星雲大師

的貢獻。 圖／人間社記者陳肯提供

【人間社記者杜美華洛杉磯報導】佛光

山西來寺2月25日舉辦英文一日修持活動

，在急風驟雨之下，仍然吸引來自美國洛

杉磯地區，不同文化背景、種族逾五十人

參加。

藉由太極、書法、佛法課程、跑香、禪

修、小組討論和心得交流，重拾內心深處

寧靜，讓生活上充滿真正幸福、自在。

回首疫情時期，生活的變化使許多人心

情低落、焦慮、孤獨，一時無法調適。西

來寺知行法師講述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十修歌〉的意義，並帶領學員專心一致提

起毛筆抄寫。

雖然多數本土化學員都不識中文，但仍

帶著尊敬心專注於一筆一畫中；如何找回

生活中真正幸福快樂自在？西來寺慧澄法

師則以「四給」說明佛法意涵，勉眾成為

心靈主人。

西來寺一日修持 重拾內心寧靜

⬅學員專心一致提起毛筆，學習以中文抄寫

〈十修歌〉。 圖／人間社記者張志誠

〈犬母遺兔〉出自《北周書‧孝義傳》

，這幅護生畫的畫題，乍看不太明白是什

麼意思，得把全篇題詞讀完，才能理解故

事的內容。

從圖來看，有人、有狗、有兔子，這三

者之間的關聯，構成了一則感人的護生故

事。故事中的那位年輕人名叫張元，是一

位個性謙和，為人恭謹的讀書人，還是一

位為人稱頌的孝子。有一天，他有事外出

，在路上發現一隻被人遺棄的小狗。

張元見這狗如此年幼，根本無法獨自生

存，主人竟將狗丟棄，不管牠的死活，實

在狠心！這可憐的小狗找不到媽媽，肚子

大概也餓了，發出嗚嗚的叫聲在哭著呢！

張元看了實在不忍心，若讓小狗在路上流

浪，很快就會餓死的，當下慈悲心起，決

定將小狗抱回家去。

張元將狗帶回家後，叔父生氣地說：「

人家丟掉的狗，你帶回來幹什麼？」

張元恭敬有禮地告訴叔父：「有生命的

都是有情眾生，眾生沒有不愛惜自己生命

的，沒有不貪生怕死的。這隻小狗被人棄

養，是主人的不對，而我遇見這隻小狗，

算是我倆有緣。這狗若沒人照顧就會餓死

，因此我若見死不救，就是一個沒有仁心

、無德的人。」

叔父聽他這麼說，也就不再反對了。

過沒多久，突然有一隻母狗出現在張元

家，嘴裡銜著一隻兔子，放在張元面前。

張元心想，這應該是小狗的母親，發現主

人遺棄了牠的孩子出來尋找，見到孩子有

人收養，狗媽媽萬分感謝，於是就去捕獵

了一隻野兔來報答恩人。

一個有愛心的小夥子，多麼慈悲；一隻

失去愛子的狗媽媽，多麼心焦。最後，狗

媽媽用兔子來表達謝意，構成了這幅感人

的護生故事。

多麼感人的故事，看得人眼眶含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