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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
仁
惠
／
綜
合
報
導
】
回
顧
二

○

二
三
年
福
慧
自
在
的
成
長
，
展
望

人
間
有
幸
福
的
二○

二
四
年
，
法
鼓

山
護
法
總
會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於
桃
園

齋
明
寺
主
現
場
，
舉
辦
歲
末
感
恩

分
享
會
，
時
值
強
烈
冷
氣
團
南
下
，

七
千
八
百
多
位
信
眾
不
畏
寒
流
，
攜

手
回
到
各
分
寺
院
、
分
會
，
願
心
愈

加
凝
聚
。
今
年
共
有
包
括
馬
來
西
亞
、

新
加
坡
、
澳
洲
雪
梨
等
十
六
個
視
訊

點
，
與
臺
灣
的
護
法
信
眾
在
空
中
相

聚
。
方
丈
和
尚
果
暉
法
師
、
僧
團
都

監
暨
護
法
總
會
副
都
監
常
遠
法
師
、

護
法
總
會
總
會
長
張
昌
邦
等
人
，
也

到
齋
明
寺
與
大
眾
歡
喜
團
聚
。

「
物
質
的
滿
足
，
並
不
能
獲
得
真

正
的
平
安
，
只
有
心
安
才
是
真
正
的

平
安
幸
福
。
」
方
丈
和
尚
以
年
度
主

題
「
人
間
有
幸
福

―
―

安
身
安
心
，

生
活
時
時
都
平
安
；
我
和
人
和
，
人

間
處
處
有
幸
福
」
勉
勵
大
眾
，
運
用

心
靈
環
保
的
觀
念
、
心
五
四
的
方
法
，

就
能
讓
生
活
時
時
平
安
。
方
丈
和
尚

進
一
步
表
示
，
當
今
社
會
中
，
「
和
」

更
顯
得
重
要
，
當
心
與
身
和
，
個
人

就
能
健
康
；
能
主
動
與
他
人
和
，
個

人
、
團
體
乃
至
國
家
、
民
族
之
間
就

不
易
產
生
衝
突
，
正
是
「
慈
悲
沒
有

敵
人
，
智
慧
不
起
煩
惱
」
的
實
踐
。

回
顧
二○

二
三
年
，
法
鼓
山
全
面

恢
復
實
體
活
動
，
各
項
禪
修
、
法
會
、

課
程
、
營
隊
皆
蓬
勃
發
展
，
特
別
是

美
國
象
岡
道
場
再
度
傳
授
在
家
菩
薩

戒
、
助
念
團
邁
入
三
十
週
年
、
農
禪

寺
水
月
道
場
落
成
十
週
年
等
，
都
是

僧
俗
四
眾
共
同
成
就
而
來
。

總
會
長
張
昌
邦
代
表
護
法
信
眾
，

感
恩
方
丈
和
尚
及
僧
團
法
師
的
帶

領
，
無
論
在
佛
法
的
關
懷
或
教
育
，

以
及
硬
體
設
備
上
，
都
給
予
社
會
大

眾
愈
來
愈
好
的
學
佛
環
境
，
也
感
恩

各
地
信
眾
長
期
護
持
與
投
入
，
讓
法

鼓
山
的
理
念
能
推
廣
得
更
深
、
更
遠
。

「
能
夠
在
法
鼓
山
學
佛
護
法
，
真

好
！
」
來
自
中
壢
的
姜
振
田
表
示
，

聆
聽
資
深
義
工
分
享
學
佛
的
生
命
故

事
、
觀
看
《
二○

二
三
法
鼓
山
大
事

記
》
影
片
，
看
到
大
眾
護
法
的
熱
忱
，

非
常
感
動
，
與
有
榮
焉
，
祈
願
來
年

世
界
和
平
，
繼
續
奉
獻
。
第
三
次
參

加
歲
末
感
恩
分
享
會
的
法
青
呂
誠
章

說
，
每
次
回
到
寺
院
彷
彿
回
到
心
靈

的
懷
抱
，
法
師
和
義
工
們
的
支
持
與

鼓
勵
，
是
法
青
學
員
前
進
的
動
力
，

他
力
邀
年
輕
人
到
寺
院
參
加
活
動
，

學
習
在
生
活
中
運
用
佛
法
的
智
慧
。

活
動
最
後
，
在
「
心
潮
悅
音
」
樂

團
的
歌
聲
中
，
法
青
代
表
大
眾
於
佛

前
供
燈
，
祈
願
邁
向
幸
福
、
光
明
的

一
年
。     

（
更
多
內
容
請
見
二
版
）

【
釋
常
華
／
西
雅
圖
報
導
】
一
月
四
至
十
一

日
，
副
住
持
果
廣
法
師
及
東
初
禪
寺
監
院
常
華

法
師
應
邀
前
往
位
於
美
國
西
雅
圖
郊
區
的
舍
衛

精
舍
（Sravasti A

bbey

）
，
參
與
該
寺
比
丘
尼
戒

律
研
討
的
第
一
週
課
程
。
由
於
二○

二
三
年
夏

天
，
果
廣
法
師
應
邀
擔
任
第
二
屆
國
際
聯
合
比

丘
尼
結
夏
的
住
持
尼
，
負
責
講
戒
及
帶
領
默
照

禪
七
的
因
緣
，
接
受
舍
衛
精
舍
的
邀
請
，
前
往

講
戒
及
分
享
比
丘
尼
的
修
行
與
生
活
。

舍
衛
精
舍
是
圖
丹
．
卻
准
長
老
尼
（Ven. Thubten 
C

hodron

）
在
美
國
創
辦
的
第
一
個
西
方
比
丘
尼

僧
團
，
至
今
已
有
二
十
年
歷
史
，
每
年
冬
季
定

期
舉
辦
戒
律
研
習
營
，
二○

一
八
年
僧
團
常
華

法
師
、
常
玄
法
師
、
常
諗
法
師
等
曾
代
表
參
與
。

這
次
為
期
兩
週
的
戒
律
研
習
，
除
了
常
住
眾

二
十
三
人
，
還
有
六
位
來
自
美
國
以
外
地
區
的

法
師
，
共
二
十
九
人
參
加
。

由
於
舍
衛
精
舍
今
年
將
送
五
位
僧
眾
到
臺
灣

受
比
丘
尼
戒
，
對
此
，
果
廣
法
師
與
卻
准
長
老

尼
輪
流
授
課
，
從
「
出
家
的
信
願
行
」
開
始
，

漸
次
談
到
出
家
律
儀
的
重
要
，
分
享
漢
傳
出
家

眾
的
生
活
作
息
、
衣
著
、
五
堂
功
課
等
。
接
著
，

提
及
出
家
人
的
執
事
分
工
，
如
何
平
衡
執
事
與

修
行
、
如
法
如
律
地
建
立
僧
眾
倫
理
，
以
及
如

何
處
理
僧
眾
與
信
眾
之
間
的
關
係
等
議
題
。
再

進
一
步
地
引
導
大
眾
反
思
「
群
體
修
行
」
需
和

樂
共
住
的
挑
戰
、
「
獨
修
」
所
必
須
具
備
的
條

件
，
以
及
這
兩
種
修
行
型
態
的
互
補
關
係
。
最

後
，
果
廣
法
師
以
「
無
我
通
涅
槃
」
來
總
結
出

家
戒
定
慧
三
學
的
總
目
標
。

課
程
期
間
，
與
會
僧
眾
紛
紛
表
示
，
對
於
果

廣
法
師
出
家
的
因
緣
、
從
一
出
家
在
廚
房
開
始
，

到
擔
任
都
監
的
請
執
過
程
，
以
及
六
年
閉
關
的

修
行
經
歷
，
她
們
從
中
獲
得
很
大
的
啟
發
。
而

卻
准
長
老
尼
，
也
根
據
自
己
的
經
驗
，
對
於
當

代
僧
眾
在
國
際
化
的
宗
教
組
織
與
在
單
一
道
場

修
行
所
面
臨
的
不
同
挑
戰
，
做
了
精
闢
的
分
享
。

十
二
日
，
果
廣
法
師
授
課
圓
滿
，
卻
准
長
老

尼
及
舍
衛
精
舍
的
住
眾
們
，
特
別
表
達
感
恩
臺

灣
比
丘
尼
眾
對
他
們
的
護
持
與
鼓
勵
，
包
括
臺

灣
大
學
恆
清
法
師
、
香
光
尼
僧
團
悟
因
長
老
尼

等
的
提
攜
。
近
幾
年
和
法
鼓
山
僧
團
建
立
的
殊

勝
法
緣
，
雙
方
多
次
的
交
流
、
學
習
，
也
使
得

這
個
西
方
僧
團
，
得
以
建
立
律
制
的
生
活
，
即

便
面
臨
各
種
挑
戰
，
仍
能
堅
持
下
來
，
繼
續
努

力
地
向
前
行
。

【
本
刊
訊
】「
守
護
三
代
，

功
存
靈
山
；
明
鑑
自
心
，
往

生
極
樂
！
」
一
月
十
八
日
上

午
，
在
方
丈
和
尚
果
暉
法

師
、
退
居
方
丈
果
東
法
師
、

祖
師
禪
林
住
持
果
如
法
師
、

中
華
佛
學
研
究
所
前
所
長
李

志
夫
等
近
二
百
位
僧
俗
四
眾

祝
福
下
，
「
二
師
伯
」
鑑
心

長
老
尼
的
靈
柩
緩
緩
移
出
了

他
守
護
六
十
七
年
的
中
華
佛

教
文
化
館
，
荼
毗
後
，
植
存

於
金
山
環
保
生
命
園
區
。

深
受
法
鼓
山
僧
俗
四
眾
敬

重
的
「
二
師
伯
」
鑑
心
長

老
尼
，
於
一
月
十
三
日
清

晨
捨
報
，
世
壽
九
十
九
歲
，

僧
臘
六
十
九
年
。
長
老
尼

一
九
二
六
年
生
於
臺
灣
彰

化
，
三
十
歲
依
止
演
培
長
老

剃
度
出
家
。
一
九
五
七
年
四

月
，
與
俗
家
姊
姊
錠
心
法
師

一
起
到
文
化
館
協
助
東
初
老

和
尚
推
動
法
務
。
一
九
八
六

年
起
，
擔
任
文
化
館
住
持
直

至
捨
報
。

回
顧
二
師
伯
的
一
生
，
可

說
是
文
化
館
及
法
鼓
山
發
展

歷
程
的
縮
影
。
一
九
五
七
至

一
九
七
七
年
，
二
師
伯
隨
侍

東
初
老
和
尚
，
儘
管
語
言

不
通
，
仍
盡
心
協
助
管
理

寺
務
、
辦
理
冬
令
救
濟
。

一
九
七
七
年
底
，
老
和
尚
捨

報
，
聖
嚴
師
父
自
美
國
返
臺

承
接
法
務
，
於
文
化
館

主
持
禪
七
、
講
經
說

法
，
許
多
大
專
青
年

前
來
學
佛
乃
至
出
家
，

如
方
丈
和
尚
、
副
住
持

果
祥
法
師
等
人
，
皆
受

到
二
師
伯
的
關
懷
與

照
顧
。

一
九
八
五
年
，
師
父
在
文

化
館
創
辦
中
華
佛
學
研
究

所
，
延
續
佛
教
高
等
教
育
事

業
，
直
至
二○

○

三
年
遷
往

法
鼓
山
園
區
，
師
生
的
起
居

飲
食
多
由
二
師
伯
協
助
打

理
。
一
路
走
來
，
法
鼓
山
的

大
關
懷
、
大
普
化
、
大
學
院

教
育
，
皆
有
二
師
伯
慈
悲
守

護
的
身
影
。

十
八
日
的
追
思
告
別
法

會
，
方
丈
和
尚
親
自
主
法
，

果
祥
法
師
代
表
介
紹
生
平

時
，
分
享
與
二
師
伯
四
十
多

年
來
的
法
緣
，
平
淡
卻
深

刻
，
讓
大
眾
重
溫
二
師
伯
吃

苦
耐
勞
、
柔
忍
、
安
穩
的
生

命
態
度
。

「
出
家
好
像
是
說
，
我
們

現
在
手
捧
著
一
個
碗
，
要
走

這
麼
遠
的
路
，
沒
有
一
件
事

是
不
困
難
的
…
…
每
件
事
都

要
忍
耐
、
要
堅
強
，
這
是
一

生
的
代
誌
」
，
追
思
影
片
傳

來
二
師
伯
對
大
眾
的
叮
嚀
，

二
師
伯
一
生
忠
於
道
場
的
景

象
歷
歷
在
目
，
從
東
初
老
人

座
下
時
萬
般
艱
困
，
到
協
助

聖
嚴
師
父
弘
法
興
學
、
駐
錫

文
化
館
推
廣
法
務
，
六
十
七

年
如
一
日
的
精
神
，
是
法
鼓

山
僧
俗
四
眾
學
習
的
典
範
。

（
更
多
相
關
內
容
，
請
見
六

版
）

▲�邁向 2024 歲末感恩分享會，在主現場齋明寺的方丈和尚以「人間有幸福」，透過視訊連線，向全

球各地的法師和信眾傳達勉勵與祝福。�������������������������������������������������������������（許朝益�攝）

分
享
漢
傳
佛
教
出
家
眾
的
律
制
生
活  

交
流
當
代
僧
眾
修
行
的
挑
戰
與
堅
持

▲�果廣法師、常華法師受邀至舍衛精舍講戒、分享修行與生活。�（舍衛精舍�提供）

【
本
刊
訊
】
以
傳
承
梵
唄
法
門

為
畢
生
職
志
的
廣
慈
長
老
，
一
月

八
日
於
苗
栗
三
合
禪
寺
示
寂
，
世

壽
一○

六
歲
，
僧
臘
九
十
四
年
。

長
老
生
平
不
建
道
場
、
不
收
徒
弟
、

不
主
辦
佛
事
，
然
奔
波
各
道
場
主

持
法
會
、
教
授
梵
唄
佛
事
，
為
臺

灣
佛
教
界
共
同
的
梵
唄
老
師
，
法

鼓
山
僧
團
亦
蒙
惠
澤
。

一
月
十
五
日
上
午
，
方
丈
和
尚

果
暉
法
師
率
同
寺
院
管
理
副
都
監

果
理
法
師
、
寶
雲
寺
僧
俗
四
眾
前

往
三
合
禪
寺
致
敬
，
由
住
持
本
光

法
師
親
自
接
待
。
方
丈
和
尚
感
恩

長
老
長
年
無
私
教
授
，
引
領
僧
團

深
進
音
聲
佛
事
。
長
老
早
年
曾
任

《
人
生
》
月
刊
主
編
，
護
持
東
初

老
人
推
廣
佛
教
文
化
，
方
丈
和
尚

也
於
長
老
靈
前
感
念
追
思
。

廣
慈
長
老
一
九
一
九
年
出
生
於

江
蘇
，
十
二
歲
出
家
，
十
六
歲
就

讀
焦
山
定
慧
寺
佛
學
院
，
當
年
副

院
長
即
是
東
初
老
和
尚
。
畢
業
後
，

長
老
至
常
州
天
寧
寺
參
學
，
由
於

音
聲
宏
亮
莊
嚴
，
兩
年
後
被
延
攬

擔
任
維
那
。

一
九
四
九
年
前
後
，
諸
多
法
師

輾
轉
來
臺
，
各
以
專
善
，
繼
起
太

虛
大
師
所
倡
人
生
佛
教
理
念
。
其

中
，
東
初
老
和
尚
創
辦
《
人
生
》

月
刊
、
環
島
倡
印
《
大
正
藏
》
、

興
建
中
華
佛
教
文
化
館
，
都
見
長

老
投
身
其
間
，
參
與
護
持
。

一
九
八○

年
代
中
期
，
聖
嚴
師

父
初
建
僧
團
，
即
禮
請
長
老
指
導

大
悲
懺
、
淨
土
懺
、
梁
皇
寶
懺
、

瑜
伽
焰
口
法
會
、
水
陸
法
會
等
唱

誦
和
儀
軌
，
傳
授
梵
唄
法
門
近

四
十
年
。
去
年
（
二○

二
三
）
十

月
底
，
僧
大
副
院
長
常
寬
法
師
率

學
僧
至
桃
園
佛
照
淨
寺
請
益
，
長

老
仍
神
色
歡
喜
為
學
僧
解
惑
，
一

席
法
談
近
四
十
分
鐘
。

長
老
曾
語
，
梵
唄
佛
事
，
清
淨

莊
嚴
，
內
攝
諸
根
，
外
絕
諸
緣
。

「
我
從
前
人
所
學
的
，
就
要
交
給

下
一
代
，
這
是
我
傳
承
的
責
任
。
」

長
老
此
生
傳
授
梵
唄
，
廣
結
十
方

善
緣
，
功
德
圓
熟
，
祈
願
長
老
再

來
人
間
，
普
濟
有
情
。

果
廣
法
師 

舍
衛
精
舍
講
戒

副
住
持 

守護法鼓三代六十七載

鑑心長老尼捨報文化館住持

▲�

法
鼓
山
僧
俗
四
眾
護
送
二
師
伯

鑑
心
長
老
尼
的
靈
柩
，
緩
緩
移

出
中
華
佛
教
文
化
館
。

（
李
東
陽�

攝
）

法
鼓
山
感
念
廣
慈
長
老
惠
澤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
全
臺
各
地
近
三
百

位
僧
眾
回
到
總
本
山
，
在
方
丈
和

尚
果
暉
法
師
的
帶
領
下
，
於
開
山
紀
念
館

辭
歲
、
禮
祖
，
並
聆
聽
創
辦
人
聖
嚴
師
父

的
開
示
，
接
著
隨
方
丈
和
尚
發
願
，
為
來

年
作
好
「
心
」
的
準
備
，
繼
續
推
動
「
提

昇
人
品
，
建
設
淨
土
」
的
大
願
。

時
值
歲
末
，
聖
嚴
師
父
的
影
音
開
示
中

特
別
提
醒
，
過
年
圍
爐
的
精
神
，
在
於
檢

討
過
去
這
一
年
自
己
的
道
心
有
沒
有
成

長
？
團
體
有
沒
有
進
步
，
對
於
社
會
有
沒

有
貢
獻
？
面
對
新
的
一
年
，
師
父
勉
勵
大

眾
，
新
年
是
重
新
開
始
的
時
候
，
個
人
的

成
長
之
外
，
還
要
配
合
著
團
體
的
腳
步
一

起
向
前
，
時
時
對
未
來
抱
持
危
機
感
，
回

應
全
球
的
脈
動
與
需
求
，
才
能
真
正
對
社

會
有
所
貢
獻
。

方
丈
和
尚
關
懷
時
，
提
出
「
三
隨
安
身

心

―
―

隨
時
安
身
、
隨
處
安
心
、
隨
眾
安

住
」
，
鼓
勵
僧
眾
善
用
方
法
，
保
持
身
心

的
健
康
、
平
和
，
自
己
安
住
了
，
就
有
力

量
幫
助
更
多
的
人
。

 

（
文
／
釋
演
穩
．
圖
／
李
東
陽
）

僧團辭歲禮祖 同願萬行

邁向 2024 年  全球四眾圍爐團圓  共勉實踐心靈環保  邁向平安與光明

歲末感恩祈願法鼓山



2 護法關懷410期 2024.2法鼓山體系暨
各地分院聯絡網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Tel: (02)2498-7171

雲來寺/法鼓山基金會

Tel: (02)2893-9966

法鼓山世界青年會

Tel: (02)8978-2081

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

Tel: (02)8978-1996

法鼓文理學院

Tel: (02)2498-0707

聖嚴教育基金會

Tel: (02)2397-9300

■北部

農禪寺

Tel: (02)2893-3161

雲來別苑/護法總會

Tel: (02)2896-6119

中華佛教文化館

Tel: (02)2891-2550

安和分院

Tel: (02)2778-5007

天南寺

Tel: (02)8676-2556

齋明寺

Tel: (03)380-1426

齋明別苑

Tel: (03)315-1581

基隆精舍/基隆分會

Tel: (02)2426-1677

中山精舍/中山分會

Tel: (02)2591-1008

新竹精舍/新竹分會

Tel: (03)5258-246

松山分會

Tel: 0921-690-545

圓山分會

Tel: (02)2585-1585

內湖分會

Tel: (02)2793-8809

社子分會

Tel: (02)2816-9619

石牌分會

Tel: 0937-819-855

北投分會

Tel: (02)2892-7138

淡水分會

Tel: (02)2629-2458(新民街)

Tel: (02)2628-1246(中正路)

城中分會

Tel: (02)8978-2081轉1003

大安信義南港分會

Tel:  (02)2933-0085

文山分會

Tel: (02)2933-0085(景興路)

Tel: (02)2236-4380(和興路)

三石分會

Tel: 0978-207-781

萬金分會

Tel: (02)2408-1844

雙和分會

Tel: (02)2231-2654

重陽分會

Tel: (02)2986-0168

新店分會

Tel: (02)2219-2998

海山分會

Tel: (02)2269-2578

板橋分會

Tel: (02)8951-3341

林口分會

Tel: (02)2600-3007

      (02)2601-8643

新莊分會

Tel: (02)2994-6176

桃園分會

Tel: (03)302-4761

中壢分會

Tel: (03)2813-127

屈尺共修處

Tel: (02)2666-7983

樹林共修處

Tel: (02)2681-0286

三鶯共修處

Tel: (02)8672-3406

蘆洲共修處

Tel: (02)2281-3377

泰山共修處

Tel:  (02)8531-1262

■中部

臺中寶雲寺/臺中分會

Tel: (04)2255-0665轉3558

臺中寶雲別苑

Tel: (04)2465-6899

南投德華寺

Tel: (049)242-3025

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

Tel: (04)2223-1055

苗栗分會

Tel: (037)362-881

豐原分會

Tel: (04)2524-5569

海線分會

Tel: (04)2622-9797

彰化分會

Tel: (04)711-6052

員林分會

Tel: (04)837-2601

南投分會

Tel: (049)231-5956

苑裡共修處

Tel: (037)741-715

竹山共修處

Tel: (049)264-5456

東勢共修處

Tel: (04)2588-1337

      (04)2577-2923

■南部

臺南分院/臺南分會

Tel: (06)220-6329

臺南雲集寺

Tel: (06)721-1295

高雄紫雲寺/

高雄南/北區分會

Tel: (07)732-1380

高雄三民精舍

Tel: (07)225-6692

嘉義分會

Tel: (05)276-0071

屏東分會

Tel: (08)738-0001

潮洲分會

Tel: (08)789-8596

虎尾共修處

Tel: (05)636-4382

朴子共修處

Tel: (05)370-8758

■東部

臺東信行寺/臺東分會

Tel: (089)225-199

      (089)223-151

蘭陽分院/羅東分會

Tel: (03)961-0296

宜蘭分會

Tel: (039)332-125

花蓮精舍

Tel: (03)834-2758

法鼓山體系暨
各地分院聯絡網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Tel: (02)2498-7171

雲來寺/法鼓山基金會

Tel: (02)2893-9966

法鼓山世界青年會

Tel: (02)8978-2081

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

Tel: (02)8978-1996

法鼓文理學院

Tel: (02)2498-0707

聖嚴教育基金會

Tel: (02)2397-9300

■北部

農禪寺

Tel: (02)2893-3161

雲來別苑/護法總會

Tel: (02)2896-6119

中華佛教文化館

Tel: (02)2891-2550

安和分院

Tel: (02)2778-5007

天南寺

Tel: (02)8676-2556

齋明寺

Tel: (03)380-1426

齋明別苑

Tel: (03)315-1581

基隆精舍/基隆分會

Tel: (02)2426-1677

中山精舍/中山分會

Tel: (02)2591-1008

新竹精舍/新竹分會

Tel: (03)5258-246

松山分會

Tel: 0921-690-545

圓山分會

Tel: (02)2585-1585

內湖分會

Tel: (02)2793-8809

社子分會

Tel: (02)2816-9619

石牌分會

Tel: 0937-819-855

北投分會

Tel: (02)2892-7138

淡水分會

Tel: (02)2629-2458(新民街)

Tel: (02)2628-1246(中正路)

城中分會

Tel: (02)8978-2081轉1003

大安信義南港分會

Tel:  (02)2933-0085

文山分會

Tel: (02)2933-0085(景興路)

Tel: (02)2236-4380(和興路)

三石分會

Tel: 0978-207-781

萬金分會

Tel: (02)2408-1844

雙和分會

Tel: (02)2231-2654

重陽分會

Tel: (02)2986-0168

新店分會

Tel: (02)2219-2998

海山分會

Tel: (02)2269-2578

板橋分會

Tel: (02)8951-3341

林口分會

Tel: (02)2600-3007

      (02)2601-8643

新莊分會

Tel: (02)2994-6176

桃園分會

Tel: (03)302-4761

中壢分會

Tel: (03)2813-127

屈尺共修處

Tel: (02)2666-7983

樹林共修處

Tel: (02)2681-0286

三鶯共修處

Tel: (02)8672-3406

泰山共修處

Tel:  (02)8531-1262

■中部

臺中寶雲寺/臺中分會

Tel: (04)2255-0665轉3558

臺中寶雲別苑

Tel: (04)2465-6899

南投德華寺

Tel: (049)242-3025

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

Tel: (04)2223-1055

苗栗分會

Tel: (037)362-881

豐原分會

Tel: (04)2524-5569

海線分會

Tel: (04)2622-9797

彰化分會

Tel: (04)711-6052

員林分會

Tel: (04)837-2601

南投分會

Tel: (049)231-5956

苑裡共修處

Tel: (037)741-715

東勢共修處

Tel: (04)2588-1337

      (04)2577-2923

■南部

臺南分院/臺南分會

Tel: (06)220-6329

臺南雲集寺

Tel: (06)721-1295

高雄紫雲寺/

高雄南/北區分會

Tel: (07)732-1380

高雄三民精舍

Tel: (07)225-6692

嘉義分會

Tel: (05)276-0071

屏東分會

Tel: (08)738-0001

潮洲分會

Tel: (08)789-8596

虎尾共修處

Tel: (05)636-4382

朴子共修處

Tel: (05)370-8758

■東部

臺東信行寺/臺東分會

Tel: (089)225-199

      (089)223-151

蘭陽分院/羅東分會

Tel: (03)961-0296

宜蘭分會

Tel: (03)928-0013

花蓮精舍

Tel: (03)834-2758

處處串起

【
本
刊
訊
】
緣
起
金
山
，
感
恩
有
您
！
回
饋
鄉
里
長
期
的

支
持
，
法
鼓
山
社
會
大
學
自
二○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底
至
二
月

初
，
展
開
長
者
關
懷
、
咖
啡
國
際
認
證
班
成
果
展
、
養
護
中

心
義
剪
、
小
農
市
集
、
過
年
花
教
學
等
一
系
列
「
感
恩
有
里
」

活
動
，
與
金
山
、
新
莊
區
民
眾
提
前
感
受
年
節
的
歡
喜
。

一
月
二
十
日
於
金
山
金
美
國
小
登
場
的
「
感
恩
有
里
」
，

近
六
百
位
居
民
參
與
講
座
、
農
產
、
園
藝
、
手
作
、
年
菜
教

學
、
揮
毫
送
春
聯
等
活
動
，
現
場
熱
絡
又
溫
馨
。
退
居
方
丈

果
東
法
師
、
社
大
校
長
曾
濟
群
以
「
緣
起
金
山
」
為
題
，
邀

請
居
民
「
作
伙
開
講
」
。

如
何
過
好
不
煩
人
生
？
如
何
走
出
疫
情
漩
渦
？
…
…
居
民

踴
躍
提
問
，
退
居
方
丈
妙
語
如
珠
，
以
處
理
俗
家
長
輩
往
生
、

關
懷
病
重
信
眾
的
故
事
，
鼓
勵
眾
人
正
面
解
讀
、
逆
向
思
考
，

學
習
「
坦
然
面
對
、
欣
然
接
受
、
泰
然
處
理
」
，
便
能
「
安

然
放
下
」
。

以
全
職
義
工
為
己
任
的
曾
濟
群
校
長
，
回
憶
當
年
聖
嚴
師

父
帶
他
到
金
山
，
指
著
荒
煙

蔓
草
的
法
鼓
山
，
邀
請
他
一

起
興
辦
法
鼓
大
學
，
那
份
悲

願
令
他
動
容
。
這
一
念
，
讓

他
決
定
自
國
家
圖
書
館
退
休

後
，
情
歸
法
鼓
山
，
開
啟
服

務
奉
獻
的
人
生
。

「
感
恩
法
鼓
山
社
大
，
為

萬
金
石
地
區
民
眾
做
了
很
多

貢
獻
，
這
是
金
山
獨
有
的
幸

福
！
」
曾
在
社
大
教
授
桌
球

的
張
公
展
，
也
是
二
胡
、
農

耕
、
園
藝
等
班
學
員
，
多
次

參
加
「
感
恩
有
里
」
的
他
，

歡
喜
聆
聽
講
座
，
學
習
在
生

活
中
運
用
佛
法
，
讓
心
靈
滿

載
而
歸
。

▲�退居方丈（左）、曾濟群校長（右）與金山居民

分享「緣起金山」的故事。�（法鼓山社大�提供）

▲�新加坡護法會．交換供果互道祝福。

� （蔡采佃�攝）

▲馬來西亞道場．掛上新年祈願卡。（林振東�攝）

▲信行寺．感恩各組悅眾。（信行寺�提供）

▲�花蓮精舍．吉祥彩色龍出場。

� （楊明勳�攝）

▲蘭陽分院．小菩薩感恩演出。（蘭陽分院�提供）

▲�臺南分院．合唱團獻唱幸福悅音。

� （蔡明典�攝）

▲農禪寺．法師分享農禪生活。（盧羽妍�攝）

▲�總本山．法師與義工大殿團聚。（楊智薰�攝）

緣起金山  法鼓山社大感恩有里緣起金山  法鼓山社大感恩有里

▲�紫雲寺．小菩薩與法師互動。

� （紫雲寺�提供）

鼓手

幸福

▲雪梨分會．視訊齊聲隊呼。（雪梨分會�提供）

【
本
刊
訊
】
邁
向
二○

二
四
年
，
護

法
鼓
手
疫
後
大
團
圓
！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
護
法
總
會
一
年
一
度
的
「
歲
末
感

恩
分
享
會
」
，
除
了
於
主
現
場
齋
明
寺
，

法
鼓
山
園
區
、
全
臺
各
分
寺
院
、
分
會
，

以
及
馬
來
西
亞
、
新
加
坡
、
雪
梨
等
護

法
會
，
也
都
同
步
展
開
。
僧
俗
四
眾
共

聚
一
堂
，
分
享
護
法
奉
獻
的
幸
福
，
並

響
應
年
度
主
題
「
人
間
有
幸
福
」
，
發

願
成
為
散
播
幸
福
的
人
。

在
法
鼓
山
園
區
，
八
百
多
位
來
自
北

海
岸
金
山
、
萬
里
、
三
芝
、
石
門
四
區
、

基
隆
地
區
及
園
區
義
工
，
將
大
殿
坐
得

滿
滿
。
副
住
持
果
品
法
師
、
法
鼓
文
理

學
院
副
校
長
果
鏡
法
師
代
表
僧
團
，
向

長
期
護
持
園
區
各
項
運
作
的
義
工
頒
贈

感
恩
禮
，
感
謝
無
私
奉
獻
的
萬
行
菩
薩
，

成
就
園
區
最
美
的
風
景
。

「
農
禪
義
工
，
怎
麼
那
麼
幸
福
！
」

活
力
熱
情
的
隊
呼
，
透
過
視
訊
傳
遞
了

近
一
千
六
百
位
義
工
的
幸
福
。
延
續
去

年
精
彩
的
「
農
禪
講
古
」
，
今
年
「
水

月
新
語
」
由
常
博
法
師
、
常
用
法
師
、

常
提
法
師
分
享
水
月
道
場
落
成
十
年

來
，
弘
化
與
修
行
的
生
活
點
滴
，
幽
默

對
談
讓
全
場
歡
笑
不
斷
，
感
動
飽
滿
。

睽
違
三
年
，
六
百
多
位
中
部
各
分
會

鼓
手
及
義
工
再
度
共
聚
寶
雲
寺
。
勸
募

二
十
年
以
上
的
行
願
菩
薩
在
滿
場
掌
聲

中
，
發
願
持
續
奉
獻
；
大
寮
廚
清
組
義

工
分
享
全
家
出
坡
、
清
除
心
中
垢
穢
的

法
喜
，
展
現
福
慧
傳
家
的
幸
福
。

至
臺
南
分
院
關
懷
的
法
鼓
山
僧
大
副

院
長
果
光
法
師
，
為
雲
嘉
南
鼓
手
解
密

今
年
春
聯
上
的
圖
案
，
為
法
鼓
山
園
區

的
蕨
類
植
物
，
簡
稱
「
蕨
物
」
，
意
即

「
覺
悟
」
，
藉
以
勉
勵
眾
人
時
時
覺
察

身
口
意
，
安
心
安
家
、
我
和
人
和
，
即

是
慈
悲
智
慧
的
展
現
。

來
自
屏
東
、
潮
州
、
高
雄
南
北
區
的

鼓
手
齊
聚
紫
雲
寺
，
帶
來
扇
子
舞
、
短

劇
、
音
樂
等
表
演
。
剛
受
證
為
勸
募
會

員
的
李
月
娥
，
第
一
次
帶
小
菩
薩
參
加
，

看
到
全
球
護
法
信
眾
的
熱
情
，
感
受
聖

嚴
師
父
願
力
無
窮
，
她
發
願
落
實
心
靈

環
保
，
要
將
佛
法
分
享
給
家
人
朋
友
。

宜
蘭
、
羅
東
地
區
的
鼓
手
共
聚
蘭
陽

分
院
，
繪
本
故
事
「
願
我
是
蝴
蝶
」
的

演
出
，
讓
眾
人
深
有
啟
發
，
「
肯
定
自

己
的
優
點
就
是
自
信
。
」
游
清
海
校
長

欣
賞
後
分
享
心
得
，
把
心
念
轉
過
來
，

命
運
就
會
好
轉
過
來
。

花
蓮
精
舍
的
分
享
會
宛
如
多
元
文
化

嘉
年
華
，
義
工
手
作
「
吉
祥
彩
色
龍
」

登
場
，
長
笛
、
古
樂
器
和
薩
克
斯
風
演

奏
、
南
非
祖
魯
族
民
歌
演
出
、
防
身
運

動
表
演
，
掌
聲
不
斷
。
「
回
來
真
好
！
」

資
深
義
工
林
小
鳳
因
生
病
七
個
月
未
到

精
舍
，
她
說
幸
好
有
佛
法
相
伴
，
自
己

以
感
恩
心
面
對
病
痛
，
希
望
很
快
回
法

鼓
山
大
家
庭
，
繼
續
為
大
眾
服
務
。

在
海
外
的
馬
來
西
亞
道
場
，
義
工
們

身
著
節
慶
服
飾
，
攜
家
帶
眷
回
如
來
家

提
早
過
節
，
眾
人
還
一
起
進
行
當
地
新

年
習
俗
「
撈
生
」
儀
式
，
期
許
個
人
善

念
帶
動
善
的
循
環
，
匯
聚
小
小
的
好
，

變
成
大
大
的
好
。
新
加
坡
護
法
會
的
鼓

手
們
以
交
換
供
佛
的
平
安
之
果
，
體
驗

「
擁
有
很
幸
福
，
分
享
更
幸
福
！
」
澳

洲
雪
梨
分
會
的
鼓
手
們
連
線
時
，
則
以

鏗
鏘
有
力
的
隊
呼
，
宣
示
在
南
半
球
弘

法
、
護
法
的
使
命
與
決
心
。

▲寶雲寺．一日一刻法華放光。（何國亮�攝）

巡
迴
全
臺
二
十
五
場
的
助
念
團
三
十
週
年
聯

誼
分
享
會
，
二○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於
蘭
陽
分
院
圓
滿
。
聯
誼
分
享
會
以
農
禪
寺
為
起

點
，
八
個
月
當
中
，
關
懷
院
監
院
常
哲
法
師
率
同

團
長
黃
欣
逸
、
副
團
長
們
與
專
職
，
在
各
分
寺
的

協
助
下
，
關
懷
超
過
三
千
五
百
位
大
事
關
懷
組
的

菩
薩
，
同
時
為
四
百
多
位
助
念
三
十
年
的
悅
眾
頒

發
感
謝
狀
，
在
同
行
菩
薩
道
的
感
動
中
，
發
願
邁

向
下
一
個
三
十
年
！

回
顧
這
三
十
年
的
歷
程
，
從
一
九
八
三
年
農
禪

寺
念
佛
會
設
立
的
關
懷
小
組
，
一
九
九
三
年
聖
嚴

師
父
指
示
成
立
助
念
團
，
到
二○

○

七
年
金
山
環

保
生
命
園
區
啟
用
，
法
鼓
山
大
事
關
懷
的
範
疇
，

從
臨
終
關
懷
、
往
生
助
念
、
慰
問
關
懷
、
追
思
祝

福
到
植
存
，
乃
至
後
續
關
懷
，
帶
動
社
會
提
昇
清

淨
、
莊
嚴
的
殯
葬
文
化
，
都
是
由
法
鼓
山
僧
俗
四

眾
與
助
念
團
成
員
點
滴
奉
獻
的
成
果
。

聯
誼
分
享
會
上
，
透
過
聖
嚴
師
父
對
助
念
團
開

示
的
影
片
、
歷
屆
團
長
分
享
助
念
團
發
展
歷
程
、

助
念
實
務
分
享
、
頒
發
感
謝
狀
、
Q
&
A
等
活
動
，

期
以
佛
法
的
內
涵
與
溫
馨
的
關
懷
，
感
恩
大
眾
的

投
入
與
奉
獻
，
凝
聚
共
識
、
接
引
新
人
。

「
我
抱
著
感
恩
的
心
承
擔
，
報
恩
的
心
奉

獻
。
」
從
北
到
南
、
全
程
參
與
籌
備
、
規
畫
和
執

行
的
團
長
黃
欣
逸
分
享
，
在
推
廣
大
事
關
懷
理
念

的
過
程
中
，
深
刻
體
會
到
修
持
的
安
定
、
奉
獻
的

法
喜
與
無
常
的
示
現
，
因
此
非
常
珍
惜
廣
結
善
緣

的
機
會
。

「
資
深
悅
眾
的
實
務
分
享
，
最
令
人
感
動
，
也

最
能
引
起
現
場
的
共
鳴
。
」
副
團
長
蔡
耀
蘭
觀
察

到
，
在
臺
中
場
，
九
十
多
歲
的
資
深
悅
眾
唐
家
珪

的
分
享
，
除
了
生
命
故
事
打
動
人
心
，
也
從
助
念

團
草
創
時
期
的
社
會
氛
圍
，
如
何
在
保
守
的
喪
葬

文
化
中
推
廣
正
信
、
正
知
、
正
見
，
堅
定
地
以
助

念
為
行
菩
薩
道
的
方
法
，
那
份
一
同
走
過
、
同
甘

共
苦
的
感
動
，
讓
人
自
然
生
起
傳
承
的
使
命
感
。

「
每
位
從
事
大
事
關
懷
的
菩
薩
，
都
是
觀
音
的

化
身
、
彌
陀
的
行
者
，
以
普
賢
的
願
行
，
實
踐
法

鼓
山
的
理
念
。
」
監
院
常
哲
法
師
感
恩
大
眾
的
奉

獻
，
更
從
巡
迴
關
懷
中
，
看
見
大
眾
對
佛
法
的
渴

求
，
因
此
「
課
程
要
像
流
水
一
樣
地
辦
下
去
。
」

法
師
表
示
，
無
論
是
大
事
關
懷
解
行
課
程
、
助
念

梵
唄
、
聯
誼
關
懷
，
關
懷
院
都
將
持
續
開
辦
，
以

提
昇
法
鼓
山
大
事
關
懷
的
品
質
，
實
踐
以
佛
法
自

度
度
人
的
菩
薩
萬
行
。

▲�助念團三十週年聯誼分享會，最後一場於蘭陽分院

圓滿，關懷院監院常哲法師為資深助念悅眾頒發感

謝狀。� （蘭陽分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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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
金
山
訊
】
舊
金
山
道
場
﹁
經
典
與
生

命
﹂
系
列
講
座
，
一
月
十
三
至
十
六
日
一
連

舉
辦
五
場
，
由
副
住
持
果
廣
法
師
主
講
﹁
從

︽
阿
含
經
︾
看
佛
教
的
生
死
觀
﹂
、
﹁
從
︽
阿

含
經
︾
看
佛
教
的
因
果
觀
﹂
、
﹁
閉
關
心
得

分
享
：
空
劍
與
空
盾
﹂
，
東
初
禪
寺
監
院
常

華
法
師
主
講
﹁
幸
福
與
快
樂
的
心
法
﹂
，
兩

位
法
師
並
一
同
分
享
去
年
︵
二○

二
三
︶
至

印
度
結
夏
的
心
得
。
每
一
場
義
理
與
實
踐
兼

具
，
令
現
場
與
線
上
的
聽
眾
法
喜
充
滿
。

第
一
場
講
座
﹁
幸
福
與
快
樂
的
心
法
﹂
，

常
華
法
師
以
︽
地
藏
十
輪
經
︾
所
示
的
禪

定
修
持
為
例
，
說
明
快
樂
幸
福
的
心
法
。

法
師
表
示
，
幸
福
是
心
處
於
一
種
清
楚
、

愉
快
而
平
靜
的
狀
態
，
方
法
是
專
注
活
在

當
下
，
透
過
﹁
透
視
煩
惱
﹂
、
﹁
對
治
煩

惱
﹂
、
﹁
放
下
煩
惱
﹂ 
的
步
驟
達
到
幸
福
。

法
師
回
憶
聖
嚴
師
父
曾
說
：
﹁
我
盡
心
盡
力
，

結
果
不
管
有
沒
有
成
功
，
我
都
滿
意
。
﹂
即

是
實
踐
幸
福
心
法
的
最
佳
示
範
。

果
廣
法
師
在
兩
場
︽
阿
含
經
︾
講
座
中
，

介
紹
這
部
經
典
是
佛
法
的
根
本
，
最
接
近
佛

陀
所
說
。
當
年
佛
陀
尚
為
悉
達
多
太
子
時
，

對
生
老
病
死
產
生
巨
大
疑
惑
，
於
是
開
始
修

定
、
修
苦
行
，
直
到
在
菩
提
樹
下
悟
道
，
才

體
悟
到
生
命
是
依
緣
生
起
。
﹁
﹃
緣
起
﹄
是

佛
陀
獨
到
的
見
解
，
也
是
佛
法
的
核
心
。
﹂

法
師
表
示
，
了
解
十
二
因
緣
才
能
了
知
生
死

的
根
源
，
所
有
的
現
象
都
不
是
偶
然
發
生
，

背
後
都
有
形
成
的
因
緣
，
藉
以
期
勉
大
眾
常

常
審
查
長
久
以
來
為
貪
、
瞋
、
癡
所
雜
染
的

心
，
力
行
清
淨
行
、
八
正
道
，
才
能
轉
化
自

己
的
生
命
。

【
本
刊
訊
】
以
清
淨
安
定
的

禪
心
，
迎
接
二○

二
四
年
的
幸

福
心
光
。
二○

二
三
年
底
至
二○

二
四
年
第
一
天
，
農
禪
寺
、
寶
雲

寺
、
紫
雲
寺
、
齋
明
別
苑
、
馬
來
西

亞
道
場
、
溫
哥
華
道
場
等
皆
舉
辦
跨

年
活
動
。
﹁
過
去
心
不
可
得
，
不
要

被
過
去
綁
住
，
時
時
做
好
現
在
的
身

分
、
責
任
、
義
務
。
﹂
方
丈
和
尚

果
暉
法
師
於
農
禪
寺
跨
年
法
會

上
，
以
︽
金
剛
經
︾
法
義
勉

勵
大
眾
﹁
應
無
所
住
﹂
，
生

起
智
慧
心
，
就
不
會
有
煩

惱
；
生
起
慈
悲
心
，
就
不

會
有
對
立
。
﹁
過
年
﹂
就

是
要
清
理
內
在
的
心
，
把

握
現
在
、
迎
向
未
來
。

二○

二
三
年
最
後
一
晚
，

農
禪
寺
湧
入
逾
三
千
六
百
位

民
眾
，
人
數
創
歷
年
之
最
。

大
眾
一
同
誦
經
、
聽
法
師
開
示
、

抽
取
﹁
新
年
心
功
課
﹂
、
享
用
桂
圓

糕
，
已
成
為
廣
受
歡
迎
的
寺
院
跨
年

活
動
。
百
歲
人
瑞
周
慶
霞
在
女
兒
蘇

韻
華
陪
伴
下
，
第
一
次
到
水
月
道
場

跨
年
，
隨
同
法
師
誦
念
︽
金
剛
經
︾
、

︿
叩
鐘
偈
﹀
，
帶
著
佛
法
的
智
慧
迎

新
年
。

臺
中
寶
雲
寺
於
二○

二
三
年
最
後

兩
天
舉
辦
念
佛
禪
二
，
由
禪
堂
監
院

常
乘
法
師
帶
領
三
百
多
人
精
進
共

修
。
新
年
第
一
天
，
則
有
七
百
多
位

民
眾
共
修
元
旦
早
課
，
許
多
考
生
也

前
往
參
與
。
即
將
會
考
的
國
三
學
生

蔡
汶
妡
，
為
生
病
中
的
阿
嬤
及
大
阿

姨
祈
福
，
也
希
望
自
己
如
佛
菩
薩
的

心
一
樣
安
定
，﹁
如
同
法
師
的
開
示
，

抱
持
無
所
求
的
心
，
只
管
努
力
，
自

然
有
所
回
報
。
﹂

高
雄
紫
雲
寺
的
跨
年
禪
三
，
由
傳

燈
院
演
廣
法
師
帶
領
，
共
有
七
十
多

位
來
自
全
臺
及
香
港
的
禪
眾
參
加
。

跨
年
夜
裡
，
外
面
音
聲
熱
鬧
、
煙
火

燦
爛
，
眾
人
在
禪
堂
內
感
恩
禮
拜
，

迎
接
新
年
。
來
自
新
竹
的
禪
眾
李
金

妮
，
感
恩
法
師
提
點
﹁
不
迎
不
拒
﹂

的
觀
念
，
引
導
她
直
觀
疼
痛
，
不
與

之
對
抗
，
反
而
較
清
楚
痛
的
變
化
，

﹁
這
次
充
電
再
出
發
，
期
許
未
來
待

人
處
事
更
能
同
理
包
容
。
﹂

齋
明
別
苑
於
年
終
當
晚
舉
行
﹁
二

○

二
三
歲
末
祈
福
法
會
﹂
暨
﹁
二○

二
四
心
蓮
綻
放
︽
法
華
經
︾
圓
滿
總

迴
向
﹂
，
三
百
三
十
人
恭
誦
︿
普
門

品
﹀
，
禮
拜
︿
叩
鐘
偈
﹀
及
發
願
，

祈
願
新
的
一
年
裡
處
處
有
平
安
。
馬

來
西
亞
道
場
的
跨
年
祈
願
，
近
三
百

人
也
以
︿
叩
鐘
偈
﹀
禮
佛
的
方
式
，

體
驗
不
一
樣
的
寺
院
跨
年
氛
圍
。

溫
哥
華
道
場
原
訂
舉
行
跨
年
禪

四
，
因
故
改
為
半
日
禪
。
﹁
禪
修
就

是
在
幫
助
我
們
提
高
覺
照
力
，
清
楚

自
己
的
起
心
動
念
。
﹂
監
院
常
悟
法

師
提
點
眾
人
，
這
是
一
次
很
好
的
練

習
，
面
對
不
合
意
時
，
我
們
能
如
實

面
對
、
接
受
當
下
因
緣
嗎
？
曾
參
加

跨
年
禪
五
的Fay

說
，
得
知
禪
四
取

消
時
有
些
失
落
，
但
很
快
轉
念
，
同

時
提
醒
自
己
，
好
好
珍
惜
每
一
次
禪

修
因
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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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丈和尚請大眾運用《金剛經》所說「無我相、無人相、

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去參究過年的意義。

� （吳竺燕�攝）

信
眾
於
海
內
外
各
道
場 

透
過
法
會
、
禪
修
、
念
佛
、
早
課 

為
心
靈
除
舊
布
新

▲�中部信眾於寶雲寺參加元旦早課，開啟新年

第一道心光。� （寶雲寺�提供）

▲�各地禪眾安住紫雲寺跨年，以禪修為自己歸

零充電。� （紫雲寺�提供）

【
洛
杉
磯
訊
】
一
月
四
至
五
日
，
洛
杉
磯
道
場
舉
辦

大
專
青
年
冬
季
二
日
營
，
在
監
院
常
統
法
師
全
程
陪
伴

下
，
三
十
位
學
員
由
僧
團
常
濟
法
師
、
常
諗
法
師
帶

領
，
在
兩
天
的
寺
院
生
活
中
，
從
早
晚
課
、
出
坡
、
用

齋
、
打
坐
到
安
板
，
練
習
將
上
課
所
學
的
佛
法
、
禪
修

觀
念
與
方
法
，
連
結
到
生
活
裡
的
行
住
坐
臥
、
食
衣
住

行
當
中
。

營
隊
由
常
濟
法
師
帶
領
主
題
討
論
，
學
員
透
過
引

導
，
循
序
走
入
內
在
自
我
的
探
索
。
學
員
時
而
沉
默
地

思
考
，
未
曾
真
正
認
識
的
﹁
自
己
﹂
是
誰
？
時
而
與
法

師
、
小
組
同
學
互
動
分
享
。
一
位
學
員
分
享
，
第
一
次

認
真
去
審
視
和
面
對
自
己
的
優
缺
點
，
感
覺
好
像
較
有

自
信
了
。

禪
修
課
程
由
常
諗
法
師
帶
領
禪
坐
和
經
行
。
有
學
員

發
現
，
腦
袋
中
的
念
頭
一
直
出
現
，
告
訴
自
己
不
要

想
，
卻
控
制
不
了
。
也
有
學
員
分
享
：
﹁
很
少
如
此
專

心
吃
飯
，
沒
有
手
機
、
沒
有
電
腦
，
仔
細
享
受
口
中
的

飯
菜
，
才
發
現
原
來
如
此
美
味
。
﹂

營
隊
還
邀
請
曾
在
寺
院
生
活
四
十
天
、
目
前
擔
任
企

業
C
E
O
的D

ennis W
ang

，
分
享
佛
法
對
生
命
和
事
業

帶
來
的
影
響
。
這
次
冬
季
營
的
學
員
，
多
數
是
道
場
已

舉
辦
三
年
﹁
大
專
青
年
禪
工
作
坊
﹂
︵C

ollege Students 
C

han W
orkshop

︶
線
上
課
程
的
學
生
。
常
統
法
師
表
示
，

培
養
年
輕
人

學
佛
不
容
易
，

尤
其
在
海
外
，

期
盼
佛
法
的

傳
承
因
他
們

走
向
年
輕
化
、

國
際
化
。
新
學

期
的
﹁
大
專
青

年
禪
工
作
坊
﹂

將
於
三
月
開

課
，
歡
迎
青

年
學
子
加
入
，

詳
情
請
上
洛

杉
磯
道
場
網

站
查
詢
。

▲�在大專青年冬季二

日營裡，青年學員

透過互動分享，探

索內在自我。�

�（洛杉磯道場�提供）

洛杉磯青年冬令營  探索內在自我

▲�果廣法師、常華法師分享至印度參加「國際大乘比丘尼聯合

結夏」的心得。� （舊金山道場�提供）

分享印度結夏心得

【
呂
俊
慧
／
花
蓮
報
導
】
一
月

二
十
日
上
午
，
花
蓮
精
舍
舉
辦

﹁
講
古
憶
師
恩
﹂
講
座
，
由
法
鼓

山
開
山
前
，
住
山
最
久
的
果
祺
法

師
，
以
及
曾
任
聖
嚴
師
父
侍
者
、

現
為
法
鼓
山
僧
伽
大
學
副
院
長

常
寬
法
師
兩
人
進
行
對
談
。

在
︽
今
生
與
師
父
有
約
︾
第
二

集
中
，
果
祺
法
師
曾
分
享
隨
師
出

家
的
因
緣
，
常
寬
法
師
摘
取
書
中

的
文
字
，
請
現
場
聽
眾
擔
任
旁

白
，
念
出
內
文
中
有
﹁
師
父
說
﹂

的
句
子
，
兩
位
法
師
的
對
談
也
於

焉
展
開
。

談
起
跟
隨
師
父
學
禪
的
過
程
，

果
祺
法
師
體
會
到
眾
生
的
苦
痛
，

是
腳
痛
的
好
幾
倍
，
從
而
生
起
度

眾
生
的
願
心
，
﹁
修
行
是
為
了

度
眾
生
，
不
是
一
味
地
想
開
悟
。

如
果
只
求
開
悟
而
不
度
眾
生
，
那

開
悟
和
不
開
悟
，
又
有
什
麼
差

別
？
﹂
常
寬
法
師
也
回
應
，
每
個

人
度
眾
生
的
願
心
，
都
是
從
自
己

開
始
，
﹁
有
出
離
心
，
就
能
走
上

解
脫
道
；
而
修
行
之
後
，
我
們

便
會
發
起
菩
提
心
，
走
上
菩
薩

道
。
﹂

有
聽
眾
請
教
兩
位
法
師
，
出
家

後
受
師
父
影
響
最
深
的
地
方
。
常

寬
法
師
回
想
第
一
次
開
車
時
，
師

父
坐
在
旁
邊
，
自
己
掌
心
冒
汗
，

下
了
交
流
道
，
師
父
問
他
：
﹁
常

寬
，
你
在
僧
團
能
安
心
嗎
？
﹂
法

師
沒
有
回
答
，
之
後
整
個
人
都
放

鬆
下
來
。
﹁
我
得
到
師
父
的
第
一

個
法
語
：
安
心
。
這
個
法
門
一
直

成
為
我
用
功
的
方
式
。
﹂

﹁
師
父
影
響
我
的
，
無
法
用
嘴

巴
講
，
需
要
去
實
踐
。
﹂
果
祺
法

師
說
，
自
己
的
人
生
觀
從
黑
白
變

彩
色
、
悲
觀
變
樂
觀
，
活
著
為
什

麼
，
死
了
去
哪
裡
？
現
在
知
道
答

案
了
，
﹁
但
是
不
要
告
訴
你
們
，

這
答
案
你
們
要
自
己
去
參
。
﹂

齋
明
別
苑
迎
接
落
成
啟
用

十
週
年
，
一
月
七
至

二
十
一
日
，
以
﹁
︽
法
華
經
︾

鈔
經
作
品
結
緣
展
﹂
揭
開
系

列
活
動
序
幕
。
副
寺
常
林
法

師
表
示
，
︽
法
華
經
︾
具
有

包
容
、
多
元
、
廣
闊
的
特
色
，

鼓
勵
大
眾
一
起
受
持
讀
誦
，

也
邀
請
桃
園
地
區
民
眾
親
近

道
場
，
與
三
寶
同
結
善
緣
。

鈔
經
展
從
二○

二
三
年
九

月
開
始
籌
備
，
由
別
苑
書
法

班
李
文
峰
老
師
帶
領
﹁
以
書

為
舟
話
法
華
﹂
，
近
四
十
位

學
員
和
義
工
分
組
恭
錄
經

文
，
藉
由
相
應
的
法
語
，
不

斷
地
練
字
鍊
心
，
願
以
書
法

內
蘊
之
美
，
讓
人
對
︽
法
華

經
︾
心
生
喜
悅
。 

這
次
鈔
經
展
共
展
出
上
百

件
，
其
中
包
含
鈔

寫
整
部
經
文
七
萬

多
字
、
超
過
上
百

公
尺
的
作
品
。
在

別
苑
擔
任
交
通
、

護
勤
義
工
的
黃
奕

霖
，
每
天
用
一
個

多
小
時
鈔
寫
經

文
，
半
年
多
來
已

完
成
半
部
，
全
長

五
十
多
公
尺
，
字

字
端
正
莊
嚴
，
令

人
稱
讚
。

齋
明
別
苑
十
週

年
活
動
除
了
鈔
經

展
，
還
有
﹁
每
日

一
法
鼓
﹂
，
邀
民

眾
聆
聽
聖
嚴
師
父

的
智
慧
。
三
月
份

則
有
三
場
﹁
禪
悅

自
在
奉
茶
日
﹂
，

歡
迎
大
眾
來
體
驗

清
淨
與
自
在
。

（
文
／
編
輯
室
．

圖
／
張
曜
鐘
）

齋明別苑10週年 舉辦法華經鈔經展

花蓮精舍

講座

講
古
憶
師
恩

果
祺
法
師

常
寬
法
師

舊 金 山 道 場 經典與生命講座

﹁
閉
關
則
是
關
閉
所
有
的
外
緣
，
得
以
精

進
獨
修
。
﹂
果
廣
法
師
分
享
閉
關
六
年
的
體

驗
，
除
了
做
早
晚
課
、
禪
坐
，
同
時
拜
經
、

拜
懺
，
讓
心
處
於
沒
有
妄
念
的
狀
態
。
﹁
只

要
心
是
清
楚
的
，
即
使
遇
到
了
修
行
困
境
，

也
能
夠
平
安
度
過
。
﹂

最
後
一
場
﹁
千
年
常
住
流
水
僧
﹂
，
常
華

法
師
分
享
在
印
度
參
加
﹁
國
際
大
乘
比
丘
尼

聯
合
結
夏
﹂
，
體
驗
到
彼
此
雖
同
為
大
乘
法

脈
，
法
的
核
心
不
變
，
修
行
方
法
及
細
節
仍

有
些
差
異
。
場
地
東
道
主
、
噶
舉
派
直
貢
澈

贊
法
王
鼓
勵
不
同
傳
承
的
尼
眾
彼
此
尊
重
，

相
互
包
容
理
解
，
共
同
為
正
法
住
世
而
努
力
。

﹁
能
在
佛
陀
結
夏
處
修
行
，
是
一
件
非
常

殊
勝
有
意
義
的
事
。
﹂
果
廣
法
師
分
享
在
祇

園
精
舍
及
阿
難
尊
者
種
植
的
菩
提
樹
下
禮
佛
、

禪
修
，
內
心
十
分
感
動
，
並
強
調
﹁
只
要
道

場
有
聖
者
或
祖
師
駐
錫
過
，
即
使
住
眾
改
變
，

法
仍
能
千
古
流
傳
。
﹂

▲
�

跨
年
法
會
後
，
民
眾
抽
取
「
新
年

心
功
課
」
，
做
為
新
年
度
自
我
成

長
的
方
向
。�

（
吳
竺
燕�

攝
）

果廣法師
常華法師

跨
年
祈
福
共
修 

新
年
迎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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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死
是
修
行
最
重
要
的
大
事
，
也
是
人
人
必
須
面

對
的
功
課
。
聖
嚴
師
父
一
生
的
歷
程
，
即
是
生

死
自
在
的
典
範
，
許
多
人
在
面
臨
慰
問
探
病
、
助
念
關

懷
、
佛
化
奠
祭
等
生
死
課
題
時
，
都
十
分
需
要
師
父
的

生
死
智
慧
來
指
引
。
因
應
讀
者
的
需
求
和
期
盼
，
法
鼓

文
化
規
畫
「
生
死Follow

 m
e

」
四
本
小
套
書
，
二
月
已

全
數
出
版
，
有
助
社
會
大
眾
提
昇
正
向
的
生
死
觀
，
看

見
生
命
的
無
限
希
望
。

依
循
四
它 

重
新
整
理
生
死
智
慧

這
套
「
生
死
四
書
」
包
括
《
生
死
不
惑
》
、
《
心
安

病
安
》
、
《
告
別
無
憾
》
、
《
來
生
有
福
》
，
由
法
鼓

文
化
將
師
父
開
示
生
死
智
慧
的
相
關
著
作
，
依
循
「
面

對
它
、
接
受
它
、
處
理
它
、
放
下
它
」
的
次
第
重
新
分

類
，
每
本
精
選
四
十
則
短
文
，
搭
配
「
聖
嚴
法
師
的
叮

嚀
」
法
語
，
循
序
引
領
讀
者
以
自
在
心
面
對
生
死
、
智

慧
心
接
受
生
死
、
祝
福
心
處
理
生
死
、
歡
喜
心
放
下
生

死
。
便
於
攜
帶
的
四
本
小
書
，
對
生
死
問
題
的
解
答
份

量
十
足
，
可
說
至
精
至
要
。

為
傳
達
「
生
、
老
、
病
、
死
」
猶
如
四
季
，
是
生
命

的
自
然
過
程
，
生
死
四
書
的
封
面
特
別
採
用
春
、
夏
、

秋
、
冬
的
風
景

為
象
徵
，
搭
配

溫
馨
的
插
圖
，

讓
讀
者
歡
喜
看

生
死
。
期
望

透
過
這
套

書
，
將
死
亡
規
畫
納
入
生
涯
規
畫
，
為
老
、
病
、
死
的

人
生
歷
程
做
好
準
備
，
進
而
運
用
佛
法
自
度
度
人
。

直
面
生
死 

運
用
佛
法
自
度
度
人

法
鼓
文
化
編
輯
總
監
果
賢
法
師
表
示
，
人
們
對
於
生

死
常
有
許
多
迷
思
，
從
避
談
死
亡
、
追
問
前
世
，
到
種

種
喪
葬
迷
信
，
讓
人
無
法
直
面
生
死
大
事
。
生
死
四
書

中
，
有
師
父
開
示
正
信
佛
教
的
生
死
觀
、
臨
終
關
懷
和

莊
嚴
佛
事
的
理
念
，
幫
助
大
眾
安
頓
生
命
，
祝
福
亡
者

也
造
福
生
者
，
珍
惜
此
生
在
人
間
淨
土
福
慧
雙
修
，
來

生
自
能
圓
滿
往
生
西
方
淨
土
。

生
死
是
一
體
的
，
人
從
出
生
就
開
始
步
向
死
亡
，
當

珍
惜
可
貴
人
身
，
誠
如
聖
嚴
師
父
所
說
：
「
把
生
命
做

為
修
福
慧
的
工
具
，
既
不
貪
戀
生
命
，
也
不
畏
懼
死

亡
；
既
不
厭
惡
生
命
，
也
不
逃
避
死
亡
，
那
就
是
生
死

自
在
。
」
生
、
老
、
病
、
死
都
在
鍛
鍊
人
們
成
為
生
命

的
智
者
、
人
間
的
菩
薩
。

讀
者
藉
由
生
死
四
書
，
可
了
解
生
命
不
僅
此
一
生
，

如
果
能
像
師
父
發
願
「
虛
空
有
盡
，
我
願
無
窮
」
，
今

生
做
不
完
的
事
，
發
願
在
未
來
的
無
量
生
中
繼
續
努

力
，
生
命
將
永
遠
能
看
見
希
望
，
迎
向
希
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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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
招生考試招生資訊 教學單位

以心靈環保為核心價值，培養關懷奉獻、博學雅健人才的園地

【
釋
演
穩
／
新
北
報
導
】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至
二
月
三
日
，
法
鼓
山
僧
伽

大
學
舉
辦
的
生
命
自
覺
營
於
法
鼓
山
禪

堂
溫
馨
展
開
，
由
副
院
長
果
光
法
師
擔

任
營
主
任
、
常
法
法
師
擔
任
總
護
，
今

年
共
有
一
百
八
十
多
位
學
員
參
與
，
是

僧
大
疫
後
首
場
擴
大
舉
辦
的
營
隊
活

動
，
迴
響
熱
烈
。

「
覺
他
之
前
，
得
先
學
習
如
何
自

覺
！
」
營
隊
開
始
前
，
二○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至
三
十
一
日
，
僧
大
全
校

師
生
率
先
進
行
為
期
兩
天
的
營
前
培
訓

課
程
，
除
了
回
顧
營
隊
的
歷
史
與
初

衷
、
歷
屆
學
長
分
享
經
驗
之
外
，
特
別

邀
請
文
理
學
院
生
命
教
育
學
程
主
任
楊

蓓
帶
領
行
動
研
究
工
作
坊
，
並
透
過

一
場
別
開
生
面
的
「
自
覺
覺
他
料
理

會
」
，
讓
學
僧
們
在
分
工
合
作
中
，
認

識
自
他
、
培
養
團
隊
精
神
，
期
能
為
營

隊
帶
來
更
多
「
心
」
的
啟
發
與
動
能
。

首
先
登
場
的
「
自
覺
覺
他
料
理

會
」
，
各
組
抽
籤
領
取
食
材
之
後
，
開

放
討
論
菜
色
並
交
換
食
材
，
正
式
做
菜

時
則
全
程
禁
語
，
考
驗
團
隊
的
默
契
。

九
十
分
鐘
後
，
色
香
味
俱
全
的
料
理
紛

紛
上
桌
，
「
初
次
見
麵
，
請
多
指
餃
」
、

「
覺
性
爆
發
」
、
「
一
花
開
五
葉
」
、

「
自
覺
幸
福
一
把
抓
」
…
…
充
滿
創
意

的
菜
色
，
不
僅
讓
人
食
指
大
動
，
也
引

起
現
場
熱
烈
討
論
。

一
年
級
的
寬
意
菩
薩
分
享
，
他
們
和

另
一
組
抽
到
相
同
的
食
材
，
但
兩
組
的

呈
現
截
然
不
同
，
讓
他
體
會
到
面
對
同

樣
一
個
任
務
或
情
境
時
，
處
理
的
方
式

沒
有
高
下
，
可
互
相
欣
賞
、
學
習
彼
此

巧
妙
不
同
之
處
。

禪
學
系
六
年
級
的
演
期
法
師
表
示
，

該
組
的
作
品
雖
是
一
款
平
凡
的
水
果

茶
，
但
食
材
都
是
和
其
他
組
別
交
換
而

來
，
因
此
既
獨
立
於
各
組
之
外
，
也
能

融
入
每
一
組
當
中
，
反
映
了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相
處
之
道
，
極
富
巧
思
。

「
師
父
的
一
生
，
就
像
一
個
行
動
研

究
的
過
程
；
他
觀
察
這
個
社
會
需
要
什

麼
，
然
後
一
步
一
步
地
用
自
己
的
行
動

去
促
成
這
些
改
變
，
而
這
些
改
變
裡
包

含
了
他
對
自
己
的
改
變
。
」
第
二
天
的

行
動
研
究
工
作
坊
，
楊
蓓
老
師
以
聖
嚴

師
父
的
一
生
，
引
導
大
眾
回
顧
自
己
的

生
命
歷
程
，
透
過
一
個
與
出
家
有
關
的

小
物
件
，
用
說
故
事
的
方
式
，
整
理
出

家
路
上
遭
遇
的
各
種
難
關
，
並
檢
視
其

中
的
動
機
、
選
擇
、
情
感
和
意
志
。

大
堂
分
享
時
，
三
年
級
的
寬
信
法
師

表
示
，
說
出
自
己
的
生
命
故
事
需
要
有

冒
險
的
勇
氣
，
但
隨
著
一
步
跨
出
，
生

命
的
結
彷
彿
鬆
開
了
，
看
見
自
己
也
願

意
接
受
自
己
，
頓
時
變
得
輕
鬆
自
在
。

「
自
覺
營
雖
然
只
有
八
天
，
但
你
的
出

現
可
能
會
讓
學
員
心
生
嚮
往
，
而
且
在

一
來
一
往
之
間
，
讓
人
覺
得
應
該
要
好

好
想
一
想
：
我
未
來
的
路
要
怎
麼
走
？

這
是
最
根
本
的
影
響
力
。
」
課
程
最

後
，
楊
蓓
老
師
鼓
勵
籌
備
自
覺
營
的
學

僧
們
，
結
合
禪
修
方
法
，
幫
助
自
己
保

持
覺
醒
，
並
且
活
得
通
透
，
再
用
這
樣

的
影
響
力
來
感
動
他
人
、
改
變
社
會
。

▲
�自
覺
營
培
訓
課
程
邀
請
歷
屆
學
長
分
享
，
為
即
將
來

臨
的
營
隊
做
好
準
備
。����������������

（
釋
演
穩�

攝
）

	

【
本
刊
訊
】

法
鼓
文
理
學
院

所
發
行
的
《
法

鼓
佛
學
學
報
》
，

經
國
科
會
人
社

中
心
二○

二
三

年
「
臺
灣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期

刊
評
比
暨
核
心

期
刊
收
錄
」
評

比
，
榮
獲
哲
學
學
門
第
二
級
T
H
C
I
核
心
期
刊
。

這
項
三
年
一
次
的
期
刊
評
比
，
受
評
為
第
一
級
與
第

二
級
者
，
收
錄
為
臺
灣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核
心
期

刊
，
為
國
內
期
刊
級
別
的
重
要
指
標
。

《
法
鼓
佛
學
學
報
》
是
以
佛
學
為
專
業
內
容

的
半
年
刊
學
報
，
自
二○

○

七
年
創
刊
號
發
行

迄
今
已
十
六
年
，
於
每
年
六
月
、
十
二
月
出
刊
，

以
達
到
出
版
優
良
學
術
論
文
為
目
的
，
同
時
鼓
勵

佛
教
研
究
風
氣
，
培
養
更
多
有
志
佛
教
學
術
研
究

的
人
才
，
提
高
國
內
佛
教
研
究
的
國
際
學
術
地
位
。

《
法
鼓
佛
學
學
報
》
受
評
期
間
，
由
前
任
主
編

惠
敏
法
師
、
前
任
執
行
編
輯
梅
靜
軒
副
教
授
、
現

任
主
編
莊
國
彬
教
授
主
持
，
編
輯
委
員
包
含
：
廖

肇
亨
研
究
員
、
劉
國
威
研
究
員
、
康
特
教
授
、
越

建
東
教
授
、
關
則
富
教
授
、
陳
一
標
教
授
、
蔡
伯

郎
副
教
授
，
皆
具
學
術
威
望
。
此
次
獲
評
為
第
二

級
T
H
C
I
核
心
期
刊
，
顯
示
《
法
鼓
佛
學
學
報
》

的
學
術
品
質
，
已
在
學
界
獲
得
肯
定
。

◎張果耘

【法鼓書齋】

■《人生》雜誌 486 期 2 月號

禪的傳承
——聖嚴法師圓寂 15 週年

今年是聖嚴師父圓寂十五

週年，對您而言，師父最核

心的教導是什麼？

禪法是聖嚴師父留給世人最珍貴的禮

物。本身承繼臨濟、曹洞兩系法脈，師父立

足傳統之上，提出了「中華禪法鼓宗」。

一九八五年首度傳法繼程法師後，陸續傳法

給多位西方在家居士，如今這些法子們已弘

化一方。本期專訪繼程法師以及二度來臺帶

領禪七的美國法子吉伯．古帝亞茲（Gilbert 
Gutierrez），除了談及師父對他們的影響，分
別提出禪修應有的心態與正知見。在聖嚴師

父座下出家，整理師父在西方培訓禪修師資

教材的常慧法師，與長期帶領禪修活動的僧

大教務長常啟法師，他們又如何為培養下一

代而努力。

邁入新的一年，「清心自在」吉伯從佛教

的時間觀，鼓勵我們如佛一般發願、修行，

超越輪迴的世間。針對五花八門的素食迷

思，「素食 Q&A」邀請臺灣素食營養學會營
養師來解答，首期帶您了解素食者為何容易

骨質疏鬆，如何有效攝取鈣質。

（每本180元，訂閱一年1680元，
另有特惠專案，請見心靈網路書店）

  歡迎加入
《人生》臉書

◎法鼓文化心靈網路書店 http://www.ddc.com.tw 
◎洽詢電話：（02）2896-1600

《
法
鼓
佛
學
學
報
》
獲
評
比
為
核
心
期
刊

生死 
  智慧

Follow
Follow

法鼓文化「生死四書」出版

（
文
理
學
院�

提
供
）

▲�學僧們透過料理，體驗團隊分工、培養默契。��������������������������������������

� （釋演穩�攝）

自覺覺他料理會 融入度眾願心僧大自覺營
營前培訓

【舉辦場次．日期】

 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區 4/20、5/4（六）

 高雄紫雲寺 3/30、4/27（六）

【對象】

  參加過「生命自覺營」，或 42 歲以下想深入

 探索自我的青年

【時間】14：00 ～ 17：00
（每場二堂課，課程內容不同，可重複報名）

【E-mail】seb@ddmf.org.tw

【洽詢】（02）2498-7171 分機 2351

【網路報名】請掃 QR Code

啟動覺醒  繼續前行

2024 自覺工作坊

．
生
死
不
惑 

40
則
生
死
自
在
指
引

人
之
所
以
害
怕
死
亡
，
是
因
為
不
知
死

後
該
何
去
何
從
，
聖
嚴
師
父
說
：
「
我
們

要
想
著
自
己
有
永
遠
的
過
去
，
還
要
想
著

有
永
遠
的
未
來
，
這
是
接
受
死
亡
最
好
的

心
理
準
備
。
」
建
立
正
確
的
生
死
觀
，
解

開
種
種
擔
憂
和
迷
惑
，
練
習
從
生
死
徬

徨
，
轉
為
生
死
自
在
。

．
心
安
病
安 

40
則
身
心
平
安
指
引

生
病
是
人
生
的
隨
堂
考
，
聖
嚴
師
父

提
醒
：
「
健
康
不
一
定
是
身
上
沒
有
病
，

而
是
在
思
想
上
要
有
智
慧
，
即
是
『
活
得

快
樂
、
病
得
健
康
』
。
」
真
正
的
「
健

康
」
，
是
心
理
的
健
康
重
於
身
體
的
健

壯
，
只
要
心
安
定
、
身
自
在
，
就
能
通
過

生
病
的
考
驗
，
鍛
鍊
成
一
位
生
命
智
者
。

．
告
別
無
憾 

40
則
臨
終
安
心
指
引

人
生
沒
有
不
散
的
宴
席
，
與
其
擔
憂
身

後
大
事
，
不
如
提
前
做
好
規
畫
，
在
人
生

的
最
終
一
刻
，
安
心
地
告
別
。
聖
嚴
師
父

說
：
「
死
亡
不
是
喜
事
，
也
不
是
喪
事
，

而
是
莊
嚴
的
佛
事
。
」
建
立
正
確
的
生
死

觀
，
便
能
善
生
，
能
做
好
死
亡
規
畫
和
接

受
臨
終
關
懷
，
便
能
善
別
。

．
來
生
有
福 

40
則
願
生
淨
土
指
引

死
後
的
世
界
充
滿
神
祕
感
，
佛
教
稱
死

亡
為
「
往
生
」
，
表
示
死
後
是
有
未
來
的
。

如
果
生
命
的
下
一
站
是
佛
國
淨
土
，
那
便

只
有
滿
心
歡
喜
而
沒
有
擔
憂
了
。
念
佛
修

行
、
培
養
福
報
，
能
讓
我
們
的
心
與
佛
相

應
，
不
但
來
生
有
福
，
今
生
也
能
活
在
美

好
的
人
間
淨
土
！

讀
生
死
四
書  

學
生
死
自
在

閱
讀
介
紹

生死關懷
影音系列

生死是人人必須面對的功課，法鼓文化將聖嚴師父開示生死智慧的相關著作，生死是人人必須面對的功課，法鼓文化將聖嚴師父開示生死智慧的相關著作，

重新以「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的層次分類整編，重新以「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的層次分類整編，

引領讀者為老、病、死的人生歷程做好準備，提昇正向的生死觀，引領讀者為老、病、死的人生歷程做好準備，提昇正向的生死觀，

進而運用佛法自度度人，看見生命的無限希望。進而運用佛法自度度人，看見生命的無限希望。

▲

▲

�「生死四書」書封以四季為意象，傳達生、老、

病、死是生命的自然過程。�（法鼓文化�提供）

． 一月起，農禪寺行願館（法鼓書店）、法鼓山園

區第二大樓展出「生死四書」及延伸閱讀、相關

影音等資訊，歡迎大眾前往看展。

生死關懷影音系列：

1. 佛事儀軌

2. 經典課誦

3. 生命教育

聖嚴法師生死關懷書系

1. 人間淨土書系

2. 智慧掌中書

3.�學佛入門 Q&A 延伸閱讀
QR�Code

Me
You



早
些
年
，
幾
次
上
總
本
山
參
訪
，

一
直
對
整
體
的
動
線
不
太
適

應
，
總
需
要
層
層
轉
換
，
很
容
易
迷

路
。
當
時
心
想
：
這
麼
好
的
地
方
，

為
什
麼
規
畫
這
麼
多
彎
彎
繞
繞
，

而
不
能
便
利
一
點
呢
？
雖
然
不
太

理
解
，
當
時
仍
試
著
讓
自
己
接
受

和
適
應
這
樣
的
路
線
。

這
次
上
福
田
班
的
課
程
，
再

度
上
山
參
訪
。
聽
法
師
解
說
，

當
初
建
築
設
計
的
理
念
之
一
，

以
「
不
破
壞
原
有
地
形
地
貌
」

為
原
則
，
這
才
了
解
：
原
來
行

走
的
動
線
有
這
麼
多
轉
折
，
是

為
了
保
留
這
塊
土
地
的
原
貌
，

而
不
是
為
了
人
們
的
喜
好
及
便

利
性
，
去
破
壞
改
變
土
地
的
樣

貌
，
讓
人
學
習
去
接
受
、
適
應

大
自
然
環
境
原
本
的
樣
子
。

依
山
而
建
，
尊
重
原
有
的
地

形
，
讓
來
訪
者
經
由
路
徑
，
轉

化
為
心
境
沉
澱
的
過
程
，
練
習

把
自
己
放
下
，
順
應
環
境
，
沉

澱
自
心
，
練
習
「
行
如
水
，
心

如
水
」
，
如
水
一
樣
柔
軟
地
適

應
著
各
種
環
境
的
狀
態
變
化
，
但

本
質
不
變
。

就
像
學
習
禪
修
一
樣
，
剛
開
始

時
，
先
去
感
受
及
了
解
當
下
的
狀

態
，
練
習
接
受
當
下
的
一
切
，
學
習

去
理
解
和
包
容
，
進
而
適
應
不
斷
在

變
動
的
各
種
現
象
，
如
同
修
正
調
整
自

己
的
過
程
，
不
求
快
速
到
達
目
的
地
，

但
求
在
每
個
轉
彎
處
，
步
步
踏
實
，
還

原
自
在
本
心
。

下
次
再
參
訪
總
本
山
時
，
一
定
好
好
感

受
每
一
個
轉
彎
的
過
程
。

5 心靈成長 410期 2024.2

年過四十，有人認為不該再錯過這個世界，因此以環遊世界為目標，

農禪寺「後四十的人生」系列課程則提供另一觀點：

四十歲以後，不該再錯過自己，要向內探索，成為更好的自己。

課外 � 一章

步
入
中
年
，
身
心
、
工
作
、
家
庭

都
來
到
一
個
不
同
階
段
。
身
體

明
顯
變
化
，
可
能
需
戴
老
花
眼
鏡
才

能
看
清
楚
；
心
理
上
，
需
獨
立
判
斷

的
情
況
愈
來
愈
多
；
職
場
中
，
面
臨

後
輩
的
挑
戰
；
家
庭
裡
，
常
是
「
上

有
高
堂
父
母
，
下
有
嗷
嗷
待
哺
」
。

如
何
讓
中
年
人
生
活
得
更
好
？
一

月
六
日
，
農
禪
寺
「
後
四
十
的
人
生

必
修
課
」
以
「
成
為
更
好
的
自
己
」

開
啟
全
新
課
程
，
由
信
眾
教
育
院
監

院
常
用
法
師
引
導
近
一
百
三
十
位
學

員
，
從
傾
聽
自
己
、
向
內
探
索
出
發
，

步
上
更
好
的
中
年
人
生
。

「
要
成
為
更
好
的
自
己
，
首
要
條

件
是
『
活
著
』
。
」
常
用
法
師
說
，

我
們
不
僅
活
著
，
還
可
透
過
思
考
、

覺
察
、
選
擇
、
學
習
佛
法
，
讓
自
己

「
活
得
更
好
」
。
然
而
，
「
好
」
以

什
麼
為
標
準
？
從
佛
法
的
立
場
看
，

平
靜
、
安
定
、
不
受
情
境
影
響
，
就

是
「
好
」
。
那
麼
，
如
何
才
能
活
出

法
緣
相
會
，
法
喜
充
滿
「
人
間
煙
火
」
裡
。
法
鼓
文
理
學

院
人
文
社
會
學
群
與
心
靈
環
保
學
習
中
心
共
同
舉
辦

的
「
繼
程
法
師
講
座—

—

人
間
煙
火
」
，
一
月
十
二
日
晚
間

盛
大
舉
辦
，
現
場
三
百
餘
人
與
線
上
直
播
，
近
千
人
一
起
共

同
參
與
聆
聽
開
示
。

主
持
人
楊
蓓
老
師
說
明
「
人
間
煙
火
」
講
座
主
題
的
緣
起
，

表
示
新
的
生
命
時
時
誕
生
，
因
此
來
到
世
間
的
煙
火
從
來
沒

有
斷
過
；
我
們
都
生
活
在
煙
火
之
中
，
只
是
我
們
在
這
世
界

的
時
間
久
了
，
失
去
了
震
撼
，
與
此
次
主
題
海
報
的
設
計
隱

隱
呼
應
著
。
再
度
來
到
法
鼓
山
心
靈
環
保
學
習
中
心
演
講
，

繼
程
法
師
總
是
能
輕
鬆
幽
默
、
從
主
題
中
自
然
流
露
出
法

語
，
讓
所
有
聆
聽
開
示
的
與
會
大
眾
們
，
得
以
潛
移
默
化
地

熏
習
。

繼
程
法
師
從
人
們
需
要
吃
飯
的
日
常
生
理
現
象
說
起
，
佛

陀
時
期
制
定
戒
律
「
不
非
時
食
」
的
因
緣
，
到
叢
林
道
場
修

行
、
飲
食
方
式
的
改
變
；
因
緣
生
滅
的
過
程
，
看
起
來
好
像

很
簡
單
，
卻
在
因
緣
和
合
中
蘊
含
著
大
道
理
。
法
師
指
出
，

佛
陀
「
覺
悟
」
是
從
有
情
的
身
心
，
看
到
「
諸
法
因
緣
生
、

諸
法
因
緣
滅
」
，
生
起
智
慧
、
體
認
「
中
道
」
，
如
禪
宗
祖

師
說
的
：
「
饑
來
吃
飯
，
睏
來
眠
。
」
生
理
需
要
的
人
間
煙

火
，
如
能
輔
以
禪
修
，
調
和
飲
食
、
睡
眠
，
用
「
中
道
」
來

實
踐
，
恰
到
好
處
。

生
理
、
物
理
都
需
要
能
量
，
「
心
理
」
的
飢
渴
也
需
要
營

養
糧
食
，
能
以
佛
法
、
禪
修
的
熏
習
而
得
到
充
實
的
滋
養
；

法
師
鼓
勵
大
眾
，
能
夠
助
人
、
布
施
、
願
意
奉
獻
，
幫
助
心

靈
飢
渴
的
人
們
也
能
補
充
心
靈
的
糧
食
。
我
們
能
得
到
「
人

身
」
且
要
珍
惜
、
好
好
善
用
因
緣
，
在
人
間
煙
火
中
學
習

佛
法
是
難
得
的
福
報
；
繼
而
勉
勵
大
眾
，
煙
火
在
人
間
、

修
行
在
人
間
，
以
「
出
離
心
」
而
能
修
行
得
力
。

普
化
中
心
副
都
監
果
毅
法
師
回
應
：
「
我
們
這
個
色

身
需
要
人
間
煙
火
，
但
心
不
要
被
人
間
煙
火
所
染
濁
。

我
們
是
很
有
福
報
的
，
能
夠
在
這
裡
學
習
佛
法
與
禪

修
，
在
人
間
煙
火
裡
是
非
常
平
靜
、
開
心
的
。
」

講
座
尾
聲
，
楊
蓓
老
師
在
結
語
時
表
示
，
講
座
適

逢
選
前
之
夜
，
由
於
佛
法
的
熏
習
，
在
人
間
煙
火

中
，
倒
像
是
過
了
一
個
平
安
夜
，
祝
福
大
家
日

日
平
安
、
法
喜
充
滿
。

 

只
要
是
記
得
的
，
就
有
它
的
意
義
。
」
在
關
懷
員
生
命
故

事
工
作
坊
裡
，
楊
蓓
老
師
用
善
巧
的
方
法
讓
我
們
安
心
，

來
一
次
勇
敢
冒
險
說
故
事
的
旅
程
。

楊
蓓
老
師
敘
說
自
己
與
聖
嚴
師
父
的
故
事
。
師
父
曾
問
她
：

「
你
知
道
佛
教
是
無
神
論
嗎
？
」
她
反
問
：
「
那
供
人
參
拜
的

佛
像
是
什
麼
？
」
師
父
說
：
「
那
只
是
象
徵
性
的
雕
像
。
」
說

完
，
敲
一
敲
旁
邊
的
佛
像
，
問
她
是
什
麼
？
「
佛
像
啊
！
」
師

父
說
：
「
不
是
。
」
又
敲
，
她
說
：
「
木
頭
。
」
師
父
說
：
「
對
，

木
頭
。
無
神
論
的
意
思
是
，
佛
像
雕
出
來
後
，
讓
你
想
像
自
己

就
是
一
尊
佛
，
所
以
其
實
你
拜
的
是
自
己
這
尊
佛
。
」

哇
，
這
個
觀
念
，
不
只
當
時
讓
老
師
大
開
眼
界
，
也
是
我
從

來
沒
有
領
受
過
的
。
師
父
又
告
訴
她
：
「
什
麼
是
學
佛
？
就
是

學
習
那
些
已
經
成
佛
的
人
，
讓
他
們
成
為
你
的
楷
模
，
然
後
讓

你
自
己
變
成
佛
。
」
在
這
些
讓
人
震
撼
的
觀
念
中
，
老
師
踏
上

了
禪
修
之
路
。
這
也
讓
我
明
白
，
「
修
行
」
是
為
了
修
正
自
己

的
行
為
，
使
人
漸
漸
與
佛
一
樣
。

老
師
讓
我
們
在
教
室
裡
，
學
習
與
自
己
相
處
，
感
受
孤
獨
，

「
逝
者
已
逝
，
來
者
可
追
」
是
我
當
下
的
心
境
。
接
下
來
我
們

彼
此
「
用
故
事
來
召
喚
故
事
」
，
我
覺
察
到
每
人
心
中
都
有
一

本
幸
福
的
經
，
不
用
比
較
、
羨
慕
別
人
，
好
好
珍
惜
自
己
所
屬

的
經
典
，
將
會
發
現
自
己
擁
有
的
，
絕
對
比
沒
有
的
多
，
而
缺

失
的
，
也
是
自
我
生
命
的
一
部
分
，
試
著
接
受
並
轉
化
它
，
人

生
會
豁
達
許
多
。

人
的
一
生
總
會
遇
到
困
難
挫
折
，
也
或
是
在
現
今
變
動
不
安

的
環
境
中
，
讓
人
希
求
一
份
內
在
的
安
定
力
量
。
自
己
能
否
透

過
修
行
，
成
為
這
份
力
量
，
也
為
身
旁
的
人
帶
來
安
定
？
老
師

提
點
我
們
，
想
達
到
這
目
的
，
要
做
的
就
是
真
誠
、
老
實
地
走

在
修
行
路
上
。
從
這
裡
，
我
感
受
到
一
份
由
內
而
生
的
安
定
與

感
動
。

謝
謝
楊
蓓
老
師
的
帶
領
，
讓
往
後
人
生
路
上
，
自
己
再
次
懷

抱
希
望
，
默
默
耕
耘
，
以
歡
喜
心
走
在
時
光
裡
，
試
著
熱
愛
這

人
間
煙
火
，
熱
愛
目
前
的
所
有─

─

屬
於
我
的
孤
獨
之
旅
。

每
個
生
命
中
的
相
遇
，
都
是
彼
此
的
滋
養

和
力
量
，
更
是
精
彩
的
故
事
與
修
行
。

二○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至
二
十
九
日
期

間
，
聖
嚴
教
育
基
金
會
、
信
眾
教
育
院
於
心

靈
環
保
學
習
中
心
合
辦
「
關
懷
員
生
命
故
事

工
作
坊
」
，
由
法
鼓
文
理
學
院
特
聘
副
教
授

楊
蓓
老
師
帶
領
，
課
程
分
成
一
場
講
座
、
兩

天
的
工
作
坊
來
進
行
，
共
有
一
百
位
來
自
福

田
班
、
佛
學
班
、
長
青
班
的
關
懷
員
參
加
。

「
說
故
事
需
有
冒
險
的
精
神
，
也
要
有
對

自
己
誠
實
的
勇
氣
。
」
一
開
始
，
楊
蓓
老
師

鼓
勵
學
員
在
說
自
己
故
事
、
聽
他
人
故
事
的

練
習
中
，
去
發
現
每
個
人
的
生
命
都
是
一
份

珍
貴
的
禮
物
。
工
作
坊
第
一
天
，

老
師
先
引
導
學
員
在
空
間
中

走
路
，
將
心
思
放
回
自
己

身
上
，
從
一
個
人
體
會
自

己
，
到
與
擦
身
而
過
的

夥
伴
合
掌
問
好
，
漸
次

進
入
小
組
互
動
，
不
知

不
覺
間
打
破
陌
生
的

隔
閡
。

隨
後
，
各
小
組
找

到
一
方
空
間
進
行
分

享
。
以
小
時
候
的
照
片
為

起
點
，
娓
娓
道
出
自
己
的
故

事
，
同
時
覺
察
自
身
當
下
的
情
緒
；

在
聆
聽
他
人
故
事
時
，
不
隨
便
給
意

見
，
不
任
意
給
評
斷
，
給
自
己
空

間
，
也
給
別
人
空
間
。

第
二
次
課
程
，
學
員
將
帶
來
的

線
材
彎
出
自
己
的
生
命
曲
線
，

探
索
生
命
階
段
的
跌
宕
起
伏
，

分
享
彼
此
的
故
事
，
並
回
饋

◎

廖
子
瑜

食
人
間
煙
火  
行
出
世
善
法

▲�繼程法師勉勵大眾珍惜人身，在人間煙火中學

習佛法是難得的福報。� （李佳純�攝）

◎文／林珮雯．圖／農禪寺 提供向內探索

活
出
自
己
的
樣
子

路彎彎 心自寬 ◎葉寬南（農禪寺福田班學員）

「
好
」
的
深
度
與
內
涵
？

「
這
需
從
人
的
知
、
情
、
意
三
方
面

來
實
踐
。
」
法
師
說
明
，
傳
統
教
育
很

少
提
醒
我
們
觀
察
自
己
的
情
緒
，
大
多

訓
練
我
們
向
外
抓
取
，
「
如
果
能
內
省
，

知
道
自
己
的
感
覺
，
才
能
賦
予
行
為
意

義
。
」
法
師
說
，
面
對
情
緒
變
化
，
只

要
經
常
觀
察
、
了
解
自
己
的
反
應
，
便

能
在
情
緒
輕
微
時
加
以
疏
通
。
發
現
情

緒
不
穩
時
，
可
以
練
習
全
身
放
鬆
，
適

度
轉
移
注
意
力
。

聖
嚴
師
父
說
：
「
過
程
即
是
目
的
。
」

生
命
是
在
不
斷
調
整
中
，
持
續
前
進
的

過
程
，
有
如
一
條
山
澗
，
雖
流
經
沙
漠
，

若
勇
於
變
成
水
蒸
氣
，
凝
結
成
雨
，
還

是
可
以
流
入
大
海
。

「
人
生
最
重
要
的
不
是
起
點
、
也
不

是
終
點
，
而
是
轉
折
點
。
」
法
師
鼓
勵

學
員
，
在
每
次
轉
折
中
練
習
覺
察
、
智

慧
選
擇
，
即
使
步
入
中
年
仍
有
成
長
空

間
，
做
更
好
的
改
變
。

來
自
加
拿
大
的
學
員
張
玲
俐
，
早
年

閱
讀
師
父
著
作
《
禪
與
悟
》
感
到
十
分

受
用
，
對
這
次
課
程
主
題
覺
得
很
相

應
，
特
地
與
友
人
李
翠
慧
一
起
報
名
上

課
。
她
們
表
示
，
以
前
遇
到
事
情
都
憑

經
驗
反
應
，
上
了
這
門
課
，
讓
她
們
懂

得
可
練
習
用
方
法
來
思
考
問
題
。

遠
從
南
非
來
的
學
員
王
秀
如
，
體
會

與
自
己
和
諧
共
處
的
重
要
，
希
望
從
佛

法
中
學
習
，
「
法
師
深
入
淺
出
地
將
佛

法
與
生
活
結
合
，
幫
助
我
清
楚
認
知
自

己
的
情
緒
。
」
與
她
一
同
來
上
課
的
友

人
何
麗
雲
、
張
瑛
蘭
表
示
，
四
十
歲
以

後
對
生
命
的
期
限
有
強
烈
感
受
，
藉
由

分
齡
的
課
程
，
提
醒
自
己
把
握
時
間
實

踐
佛
法
，
以
佛
法
面
對
人
生
課
題
。

繼
程
法
師
講
「
人
間
煙
火
」

懷抱希望 歡喜走在時光裡 ◎廖玉梅

自
己
所
看
到
的
對
方
。
楊
蓓
老
師
也
透
過
靜

坐
、
聆
聽
鼓
聲
、
唱
誦
〈
叩
鐘
偈
〉
，
帶
領

學
員
無
相
禮
拜
，
沉
澱
和
整
合
自
己
。

工
作
坊
圓
滿
之
際
，
楊
蓓
老
師
再
次
引
導

學
員
行
走
，
用
眼
神
向
迎
面
而
來
的
夥
伴
問

訊
、
道
謝
、
感
恩
，
「
這
顆
柔
軟
的
心
，
即

是
承
載
生
命
中
所
有
一
切
的
堅
石
。
」
老
師

期
許
眾
人
在
這
次
工
作
坊
中
，
獲
得
三
項
重

要
的
東
西
：
在
有
人
陪
伴
的
孤
獨
中
，
與
自

己
展
開
對
話
；
將
過
往
生
命
碎
片
積
累
、
串

接
起
來
整
合
學
習
；
將
所
學
的
佛
法
，
融
入

到
生
命
不
同
歷
程
中
重
新
觀
照
，
「
當
每
個

人
都
能
活
出
自
己
的
樣
子
，
走
自
己
的
路
，

不
僅
能
幫
助
他
人
，
也
能
幫
助
自
己
。
」

◎

釋
淨
路

生命故事工作坊心得

▲�楊蓓老師引導學員在空間中走路，將心思放回自己身上，

覺察、體會自己。� （信眾教育院�提供）

▲來到人生中年，跟著佛法引領，展開另一場身與心的修行。

▲�學員們一起思考，寫下想要變得更好的人、事、物。

▲�常用法師期勉學員透過覺察和智慧的選擇，成為更好的自己。

「

人生必修課
的的後後4040

關
懷
員
生
命
故
事

工
作
坊
紀
實

▲
�學
員
用
線
材
彎
出
自
己
的
生
命
曲
線
，
探
索

生
命
階
段
的
跌
宕
起
伏
。�

（
曾
惠
忠�

攝
）

成為更好的自己



農
藝
系
畢
業
，
沒
有
任
何
社
會
歷
練
的
我
，

初
到
農
禪
寺
做
行
者
，
時
常
受
到
大
師
伯
、

二
師
伯
的
教
導
與
照
顧
，
像
是
學
習
挖
竹
筍
。
冒

尖
頭
、
有
晨
露
的
竹
筍
最
美
味
，
除
了
自
用
，
也

分
給
鄰
居
，
有
時
竹
筍
長
很
多
吃
不
完
，
我
就
騎

著
鈴
木
五
十
機
車
幫
忙
帶
到
北
投
市
場
上
販
售
，

所
得
用
來
補
貼
農
禪
寺
的
生
活
所
需
。

記
憶
中
，
二
師
伯
還
將
農
禪
精
神
發
揮
在
大
寮

中
，
將
樸
素
的
食
材
，
以
巧
思
料
理
成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的
美
味
。
早
年
出
家
眾
少
，
每
個
人
都
要
到

大
寮
輪
值
，
當
時
我
還
不
太
會
做
菜
，
跟
著
從
頭

學
起
，
每
當
聖
嚴
師
父
要
宴
請
重
要
貴
賓
，
或
是

過
年
要
準
備
較
豐
盛
的
餐
點
，
我
就
跟
著
二
師
伯

學
做
包
子
、
做
點
心
。

多
年
出
家
生
活
中
，
大
家
受
到
二
師
伯
很
多

照
顧
，
他
總
是
默
默
守
護
而

從
不
居
功
。
記
得
一
九
九
七

年
，
師
父
及
僧
團
成
就
我
前
往
日
本
立
正
大
學

深
造
。
冬
天
很
冷
，
二
師
伯
特
別
做
了
棉
襖
與
冬

衣
，
讓
我
可
以
溫
暖
度
過
北
國
的
寒
冬
。

在
樸
實
但
繁
忙
的
農
禪
生
活
中
，
二
師
伯
以
寧

靜
淡
泊
來
面
對
生
命
的
更
迭
起
伏
，
守
護
師
公
留

下
來
的
文
化
館
，
恪
盡
職
守
經
營
祖
庭
。
從
師
公

東
初
老
人
時
期
的
北
投
冬
令
救
濟
及
影
印
《
大
藏

經
》
結
緣
海
內
外
，
到
聖
嚴
師
父
回
國
後
協
助
建

立
僧
團
，
護
持
佛
學
研
究
所
培
育
人
才
，
開
創
法

鼓
山
，
到
發
展
出
三
大
教
育
的
弘
化
事
業
，
二
師

伯
都
盡
心
盡
力
、
無
怨
無
悔
。
農
禪
寺
出
家
眾
從

一
開
始
的
個
位
數
，
到
現
今
數
百
人
的
規
模
，
二

師
伯
可
說
一
路
守
護
著
我
們
僧
團
的
成
長
。

聰
敏
節
儉
，
不
爭
、
不
貪
、
不
求
，
二
師
伯
奉

獻
自
己
，
教
導
僧
眾
，
接
引
信
眾
，
質
樸
謙
卑
，

謹
守
出
家
人
本
分
，
二
師
伯
的
精
神
，
堪
稱
為
僧

眾
的
表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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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盧森堡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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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東
初
師
公
、
聖
嚴
師
父
，
一
直
到
法
鼓
山
四
眾
弟
子
，

守
護
師
徒
三
代
逾
一
甲
子
的
中
華
佛
教
文
化
館
住
持
、
二
師
伯
鑑
心
長
老
尼
，

一
生
協
助
推
動
弘
法
和
興
學
，
堅
毅
當
家
的
精
神
，
是
僧
俗
四
眾
永
遠
敬
重
的
典
範
。

生活在淨土中

◎

圖
／
本
刊
資
料

從
僧
大
實
習
到
僧
團
正
式
領

執
，
在
總
本
山
大
寮
遇
見

許
多
善
知
識
，
他
們
總
是
在
未

知
因
緣
下
出
現
，
並
帶
給
我
們

成
長
及
力
量
，
陳
宜
菊
菩
薩
就

是
其
中
一
位
，
是
護
法
龍
天
送

給
大
寮
的
菩
薩
。

宜
菊
菩
薩
很
勤
勞
、
很
肯
做
、

很
務
實
，
「
盡
心
盡
力
第
一
、

不
爭
你
我
多
少
；
為
了
廣
種
福

田
、
那
怕
任
怨
任
勞
」
，
是
一

位
福
慧
雙
修
的
實
踐
者
。
每
天

跟
著
做
早
晚
課
，
早
課
結
束
後

就
進
大
寮
，
開
始
一
日
的
出
坡

作
息
，
從
挑
菜
、
切
菜
到
收
碗
、

洗
碗
，
從
大
寮
到
齋
堂
，
只
要

哪
裡
需
要
人
，
都
可
以
看
見
她

的
身
影
。

我
們
通
常
形
容
大
寮
是
一
個

「
水
深
火
熱
」
的
地
方
，
但
總

有
一
群
菩
薩
往
那
裡
去
，
其
中

一
定
有
宜
菊
菩
薩
。
不
論
天
氣

寒
冷
或
酷
熱
，
用
齋
人
數
是
幾

百
人
或
幾
千
人
，
一
群
老
菩
薩

常
常
被
一
籃
又
一
籃
的
蔬
菜

「
包
圍
」
，
他
們
從
不
抱
怨
，

只
是
安
靜
地
跟
著
念
佛
，
一
直

做
著
做
著
，
就
完
成
了
當
天
的

工
作
。

那
時
我
們
年
輕
又
會
喊
累
，

想
鬆
懈
或
起
煩
惱
時
，
看
見
他

們
的
奉
獻
及
韌
性
，
每
每
深
受

感
動
及
提
醒
，
繼
續
安
住
執
事

上
學
習
承
擔
。

自
從
宜
菊
菩
薩
來
到
大
寮

後
，
愈
來
愈
多
年
輕
法
師
的
老

菩
薩
也
出
現
在
大
寮
，
他
們
的

共
通
點
是
小
孩
都
在
法
鼓
山
出

家
，
內
心
有
什
麼
想
法
可
以
互

相
分
享
，
也
可
以
彼
此
照
顧
。

法
師
們
永
遠
被
他
們
當
作
自
己

的
小
孩
來
照
顧
，
即
便
已
經
不

在
大
寮
領
執
。

每
次
見
到
老
菩
薩
們
，
總
是

一
句
溫
暖
的
話
來
問
候
彼
此
，

如
同
家
人
般
。
我
們
常
聽
到
的

是
，
出
家
後
不
是
少
一
個
小

孩
，
而
是
多
了
許
多
小
孩
一
起

在
如
來
家
。
實
際
上
，
我
們
也

多
了
許
多
的
老
菩
薩
，
除
了
被

照
顧
，
更
成
為
道
業
上
提
攜
向

上
的
重
要
力
量
。

宜
菊
菩
薩
的
捨
報
來
得
突

然
，
面
對
無
常
的
發
生
，
雖
然

不
捨
和
感
恩
，
但
我
們
相
信
走

得
灑
脫
的
她
，
已
經
在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坐
得
穩
穩
，
跟
著
阿
彌

陀
佛
學
習
。
「
淡
雅
美
德
有
如

菊
，
宜
生
西
方
極
樂
國
。
」
宜

菊
老
菩
薩
，
這
是
方
丈
和
尚
為

您
說
偈
祝
福
，
希
望
您
早
日
學

成
歸
來
，
繼
續
度
眾
生
喔
。

當
年
因
戰
爭
，
東
初
老
人
輾
轉
到
臺
灣
，
在
北
投
中

華
佛
教
文
化
館
落
腳
。
錠
心
法
師
、
鑑
心
法
師
兩

姊
妹
原
本
是
演
培
法
師
的
弟
子
，
經
人
介
紹
，
來
到
文

化
館
幫
忙
。
東
老
是
佛
教
界
的
大
學
問
家
，
需
人
協
助

打
理
生
活
，
兩
位
法
師
受
過
幾
年
日
本
小
學
教
育
，
就

此
擔
任
東
老
的
侍
者
，
這
一
住
，
就
終
身
未
曾
離
開
。

協
助
東
初
老
人  

照
顧
文
化
館

早
年
文
化
館
的
生
活
非
常
艱
辛
，
東
老
生
性
節
儉
，

錠
心
法
師
和
鑑
心
法
師
把
考
驗
當
作
修
行
，
以
恭
敬
心

服
侍
東
老
，
數
十
年
如
一
日
，
非
常
不
容
易
。
東
老
在

遺
囑
上
寫
：
「
本
館
住
眾
鑑
心
、
錠
心
，
在
館
中
服
務

二
十
餘
年
，
勞
績
頗
巨
，
應
善
予
照
顧
。
」
從
這
裡
可

以
看
出
，
東
老
對
於
兩
位
法
師
的
忠
誠
與
堅
守
，
由
衷

感
念
。

兩
位
法
師
個
性
不
同
，
錠
心
法
師
忠
厚
老
實
，
念
佛
、

拜
佛
心
無
旁
騖
；
鑑
心
法
師
精
明
能
幹
，
除
修
行
外
，

還
長
於
理
財
守
成
。
俗
家
父
母
往
生
後
，
留
給
兩
姊
妹

的
遺
產
，
兩
位
法
師
特
別
請
我
擬
定
文
書
，
將
父
母
遺

愛
全
數
捐
入
中
華
佛
教
文
化
館
的
帳
戶
。
兩
位
法
師
守

◎

果
暉
法
師
（
方
丈
和
尚
）

一
路
守
護
僧
團
成
長

初
次
體
驗
水
陸
法
會

莊
嚴
唱
誦
聲  

不
時
響
起

◎

許
惠
珍
（
前
新
聞
主
播
劉
忠
繼
同
修
）

大寮裡的難忘身影宜菊老菩薩

◎

方
甯
書
（
中
華
佛
學
研
究
所
前
所
長
）

因
緣
際
會
使
我
參
加
了
去
年

（
二○

二
三
）
底
的
水
陸
法

會
，
當
時
曾
擔
憂
：
七
夜
八
天
，

對
於
連
一
天
法
會
都
沒
參
加
過
的

我
，
可
能
嗎
？
上
網
查
看
，
總
壇

流
程
如
此
繁
複
，
更
是
心
生
怯
步
。

思
索
兩
天
後
，
想
到
法
會
期
間
，

也
許
可
去
探
視
植
存
在
生
命
園
區

的
忠
繼
，
這
個
念
頭
強
過
一
切
，

於
是
不
再
猶
豫
。

首
日
報
到
，
播
放
了
一
段
水
陸

法
會
儀
軌
影
片
，
正
猜
想
會
是
誰

的
旁
白
？
哇
！
真
的
是
忠
繼
溫
暖

寬
厚
的
聲
音
，
在
整
個
大
殿
中
響

亮
地
迴
盪
著
。
當
下
沒
有
淚
眼
婆

娑
，
而
是
湧
出
很
深
的
感
動
，
我

相
信
，
忠
繼
會
陪
我
完
成
這
趟
佛

法
勝
會
。

說
是
佛
法
勝
會
，
事
實
上
我
對

佛
法
幾
乎
是
個
門
外
漢
。
自
詡
是

樂
觀
中
庸
的
個
性
，
不
需
任
何
宗

教
加
持
熏
陶
，
即
使
忠
繼
早
在

二
十
多
年
前
，
即
一
路
與
法
鼓
山

的
緣
分
愈
來
愈
深
厚
，
我
也
不
曾

認
真
了
解
佛
法
是
什
麼
？

八
天
七
夜
的
法
會
，
日
程
的
安

排
，
從
清
晨
到
深
夜
非
常
緊
密
。

誦
持
的
經
典
和
儀
軌
的
進
行
，
對

佛
教
沒
有
任
何
基
礎
的
我
，
只
能

懵
懂
跟
緊
腳
步
，
一
個
口
令
一
個

動
作
。
但
更
多
時
候
像
個
觀
光
客
，

對
一
切
充
滿
好
奇
，
心
思
常
常
東

飄
西
盪
。

在
所
有
儀
程
中
，
個
人
最
心
儀

念
佛
、
繞
佛
。
除
了
注
意
腳
步
要

與
節
拍
相
符
，
步
伐
還
要
跟
著
引

磬
和
木
魚
的
節
奏
移
動
，
身
處
其

中
，
念
得
無
限
歡
喜
。
以
我
的
程

度
來
說
，
這
應
該
是
最
能
勝
任
的

一
項
吧
。
法
會
最
後
一
天
的
送
聖

儀
式
，
透
過
精
緻
的
3
D
動
畫
，

雲
端
牌
位
化
為
蓮
花
朵
朵
，
在
阿

彌
陀
佛
的
聖
號
中
，
恭
送
法
界
聖

凡
乘
雲
返
駕
，
心
中
感
動
莫
名
。

這
是
我
的
水
陸
法
會
初
體
驗
，

仍
處
於
看
熱
鬧
的
階
段
，
卻
很
慶

幸
有
因
緣
參
加
，
給
自
己
認
識
佛

法
的
機
會
。
直
到
今
天
，
法
會
莊

嚴
的
唱
誦
聲
，
還
不
時
在
耳
邊
響

起
，
也
時
不
時
上YouTube

聽
法
師

們
說
法
。

有
趣
的
是
，
法
會
期
間
，
從
早

到
晚
一
場
接
著
一
場
佛
事
，
根
本

沒
時
間
去
生
命
園
區
看
忠
繼
，
而

我
也
有
始
有
終
全
程
參
與
，
不
覺

得
辛
苦
疲
累
。
看
來
忠
繼
確
實
一

路
支
持
著
我
、
陪
我
完
成
這
場
勝

會
啊
！

感念護法善知識

成
就
東
初
老
人
的
大
願

護
文
化
館
，
讓
聖
嚴
法
師
有
了
弘
化
根
基
，
使
法
鼓
山

僧
眾
能
一
路
發
展
茁
壯
。

努
力
上
進  

聖
嚴
師
父
成
就
願
心

鑑
心
法
師
一
向
努
力
上
進
，
有
奮
鬥
的
方
向
和
目

標
，
雖
然
早
年
環
境
條
件
不
允
許
，
他
依
然
走
在
自
己

的
修
行
道
路
上
，
累
積
多
年
，
默
默
努
力
。
記
得
以
前

文
化
館
辦
法
會
時
，
都
會
請
我
幫
忙
寫
毛
筆
字
，
幾
年

之
後
，
鑑
心
法
師
便
開
始
自
己
寫
了
，
原
來
他
一
直
私

下
練
字
。
有
一
次
，
東
老
在
二
樓
祖
堂
向
我
開
示
《
金

剛
經
》
，
法
師
多
次
上
樓
送
茶
、
送
點
心
，
現
在
想
來
，

應
是
想
藉
機
聽
東
老
講
經
，
增
進
修
行
。

東
老
圓
寂
後
，
聖
嚴
法
師
接
下
文
化
館
，
請
錠
心
法

師
、
鑑
心
法
師
擔
任
監
院
。
當
時
在
年
終
法
會
上
，
我

看
見
鑑
心
法
師
披
上
紅
祖
衣
主
法
，
心
中
特
別
觸
動
。

法
師
一
向
勇
敢
、
承
擔
，
但
是
本
身
的
條
件
、
因
緣
有

限
，
但
因
聖
嚴
法
師
的
成
就
，
鑑
心
法
師
晉
山
成
為
文

化
館
住
持
，
這
是
我
特
別
感
謝
聖
嚴
法
師
之
處
。

盡
責
盡
力  

支
持
佛
研
所
辦
學

當
年
由
於
因
緣
變
化
，
文
化
大
學
停
辦
中
華
學
術
院

佛
學
研
究
所
，
那
時
，
鑑
心
法
師
身
為
文
化
館
監
院
，

沒
有
絲
毫
猶
豫
，
歡
喜
承
擔
佛
研
所
遷
往
文
化
館
辦

學
。
一
開
始
，
中
華
佛
研
所
經
濟
拮
据
，
文
化
館
日
常

開
銷
依
靠
放
生
會
、
觀
音
法
會
的
功
德
金
維
持
，
收
入

不
多
，
法
師
盡
可
能
節
省
，
除
了
照
顧
師
生
們
的
日
常

生
活
，
研
究
所
的
業
務
、
老
師
的
薪
資
、
學
生
的
獎
助

學
金
，
也
多
仰
賴
文
化
館
支
持
。

這
些
年
，
鑑
心
法
師
年
老
體
衰
，
行
動
不
靈
便
，
依

然
神
采
奕
奕
參
與
每
日
早
晚
課
與
定
期
法
會
，
老
實
修

行
。
法
師
盡
責
、
盡
力
、
盡
心
守
護
文
化
館
，
從
不
為

自
己
，
而
是
為
完
成
東
老
推
展
佛
教
文
化
、
教
育
等
弘

法
利
生
的
大
願
，
這
種
出
家
精
神
，
值
得
大
家
敬
佩
。

▲�佛研所護法理事會

▲

�尋得法鼓山用地

▲�僧團在總本山辭歲禮祖

1. 守護東初老人
東初老人創辦中華佛教文化館後，

二師伯鑑心長老尼（右）與大師伯錠

心法師即來到文化館協助。此外，兩

位法師也隨東初老人（左）協助農禪

寺周邊田裡的出坡作務。

2. 守護聖嚴師父
聖嚴師父興辦中華佛學研究所，二師

伯大力護持師父辦學，除了照顧師生的

日常生活，以辦法會護持佛研所。在創

建法鼓山、興辦佛教高等教育的路上，

二師伯盡心盡力護持，恪盡職守。

明
鑑
自
心 

守
護
三
代

緬
懷
二
師
伯
鑑
心
長
老
尼

緬
懷
二
師
伯
鑑
心
長
老
尼

3. 守護僧團
二師伯一路陪伴法鼓山僧團成

長，從早期個位數的僧眾，指導日

常作務，洗切揀煮、縫縫補補，到

數百位僧眾的規模，他謹守出家人

本分的身教，時時給予僧眾關懷、

護念和勉勵。

◎釋智明

▲�僧團在總本山辭歲禮祖



一
般
人
只
曉
得
禪
是
一
種
打
坐
的
方

法
，
其
實
禪
是
要
我
們
用
一
種
沉
澱

心
境
的
方
法
，
使
我
們
回
到
自
己
的
本
來
面

目
，
也
就
是
每
個
人
的
本
質
︱—

安
定
、
清

淨
、
智
慧
，
以
及
慈
悲
的
心
。

多
數
人
從
小
開
始
，
就
被
自
我
中
心
的
私

心
所
蒙
蔽
，
所
以
需
透
過
禪
修
的
觀
念
和
方

法
來
幫
助
我
們
，
於
是
佛
教
有
無
常
、
苦
、

無
我
、
空
等
理
論
，
還
有
基
礎
佛
教
的
數
息

觀
、
不
淨
觀
、
念
佛
觀
等
，
以
及
中
國
禪
宗

的
話
頭
禪
、
默
照
禪
等
方
法
。

以
「
心
靈
環
保
」
建
設
人
間
淨
土

利
用
禪
修
的
觀
念
和
方
法
，
使
我
們
了
解

自
我
的
觀
念
是
混
亂
、
矛
盾
的
，
了
解
我
們

一
向
使
用
的
各
種
方
法
，
都
是
頭
痛
醫
頭
、

腳
痛
醫
腳
的
模
式
。
當
我
們
進
行
了
解
和
反

省
時
，
對
自
己
所
處
的
環
境
、
所
接
觸
到
的

人
，
自
然
也
會
改
變
評
價
，
這
就
是
以
「
心

靈
環
保
」
來
建
設
人
間
淨
土
的
意
思
。

昨
天
我
在
一
場
心
理
學
會
議
中
做
了
演

講
，
會
場
有
位
心
理
醫
師
跟
我
說
：
「
有
的

人
很
喜
歡
煩
惱
，
如
果
沒
有
麻
煩
事
，
便
覺

得
無
聊
；
因
此
認
為
有
事
讓
自
己
煩
惱
、
痛

苦
，
活
下
去
才
有
意
思
。
」
諸
位
可
能
也
有

一
些
人
是
這
樣
子
的
吧
！
事
實
上
，
未
開
悟

的
多
數
人
都
生
活
在
自
己
製
造
的
麻
煩
中
，

有
人
還
認
為
這
是
一
種
成
就
、
一
種
希
望
，

是
一
種
生
命
的
價
值
、
一
種
生
活
的
著
力

點
。實

際
上
，
這
樣
的
人
過
得
非
常
緊
張
、
無

奈
，
既
不
快
樂
也
沒
有
安
全
感
，
心
靈
似
乎

有
所
寄
託
，
其
實
永
遠
空
虛
。
因
為
當
你
心

裡
不
舒
服
、
不
快
樂
、
很
苦
悶
、
覺
得
有

麻
煩
時
，
你
所
看
到
的
環
境
就
不
會
是
美

好
的
。
所
以
，
用
禪
修
的
觀
念
和
方
法
來
調

整
你
的
想
法
和
作
法
，
即
使
環
境
不
怎
麼
美

好
，
你
還
是
會
覺
得
生
活
在
幸
福
之
中
。

善
用
生
命  

淨
化
心
靈
和
環
境

所
謂
「
淨
土
」
，
就
是
生
活
環
境
中
沒

有
物
質
的
汙
染
、
精
神
的
汙
染
、
人
為
的

汙
染
，
以
及
自
然
環
境
的
汙
染
。
事
實
上
，

自
然
環
境
本
身
不
會
有
汙
染
，
是
因
為
有
地

震
、
風
災
、
水
災
、
旱
災
等
天
然
災
害
發

生
，
人
們
無
法
適
應
這
種
狀
況
，
而
認
為
環

境
是
惡
劣
的
。
其
實
這
是
自
然
現
象
，
不
是

汙
染
，
會
汙
染
自
然
環
境
的
，
只
有
人
類
。

例
如
：
臭
氧
層
的
破
洞
，
空
氣
、
土
壤
及
水

資
源
的
汙
染
，
都
是
人
類
改
變
環
境
造
成
的

禍
患
。
如
果
人
類
的
生
活
觀
念
淨
化
了
，
就

不
會
接
受
精
神
環
境
的
汙
染
；
生
活
態
度
淨

化
了
，
就
不
會
製
造
物
質
環
境
的
汙
染
。

在
他
方
的
佛
國
淨
土
中
，
人
的
身
體
不

會
有
生
老
病
死
，
人
的
內
心
也
不
會
有

煩
惱
痛
苦
。
在
我
們
這
個
地
球
世
界
的

人
間
，
會
有
成
為
淨
土
的
可
能
嗎
？

我
們
這
個
世
間
的
人
類
，
出
生
時

就
已
經
確
定
會
有
死
亡
，
出
生
時
也

帶
著
會
致
病
的
基
因
一
起
來
，
所

以
我
們
不
求
不
死
亡
、
不
求
不
害

病
，
要
接
受
死
亡
以
及
會
害
病
的

事
實
，
但
也
不
要
因
此
老
是
在
憂

慮
、
害
怕
、
恐
懼
，
抗
拒
疾
病
的

糾
纏
及
死
亡
的
來
臨
。
只
要
面
對

疾
病
及
死
亡
的
事
實
，
接
受
疾
病

和
死
亡
的
事
實
，
珍
惜
生
命
、
善

用
生
命
，
來
淨
化
心
靈
、
淨
化
環
境
，

這
就
是
生
活
在
淨
土
中
了
。
（
待
續
）

（
摘
錄
自
《
禪
的
理
論
與
實
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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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

◎王菁晶溫哥華禪一心得

當心裡不舒服、不快樂、很苦悶、覺得有麻煩時，

所看到的環境就不會是美好的。用禪修的觀念和方法來調整想法和作法，

即使環境不怎麼美好，還是會覺得生活在幸福之中。

觀念篇有幸福禪有

二○

二
三
年
十
一
月
迎
來
生
平
第
一
次
禪

一
。
帶
領
的
常
悟
法
師
問
：
「
你
們
嚮
往

輕
鬆
自
在
的
生
活
嗎
？
」
大
家
心
照
不
宣
，
默

默
頷
首
微
笑
。
在
這
個
數
位
時
代
，
太
多
訊
息

讓
我
們
眼
花
撩
亂
，
太
多
紛
煩
事
讓
我
們
應
接

不
暇
。
思
慮
過
度
、
身
心
緊
繃
已
成
為
多
數
人

的
寫
照
，
我
們
就
是
在
快
節
奏
中
，
日
益
麻
痺
，

顛
倒
錯
亂
。

法
師
分
享
「
慢
、
鬆
、
明
」
的
心
法
，
來
對

治
「
快
、
緊
、
癡
」
的
習
性
。
慢
，
在
舉
手
投

足
間
慢
下
來
，
減
少
妄
念
，
感
受
當
下
。
鬆
，

清
楚
放
鬆
，
全
身
放
鬆
，
調
和
身
心
。
明
，
對

自
己
當
下
的
身
心
狀
態
，
保
持
覺
照
。

吃
飯
禪
的
練
習
，
讓
我
獲
得
全
新
體
驗
。
法

師
開
示
，
不
要
以
好
惡
貪
著
之
心
用
餐
，
要
以

感
恩
和
需
要
之
心
去
體
會
。
坐
定
後
，
緩
緩
用

筷
子
夾
起
食
物
，
看
清
它
們
才
入
口
，
細
細
感

受
每
一
種
食
物
的
口
感
及
味
道
。
當
一
塊
土
豆

入
口
即
化
時
，
內
心
突
然
一
陣
感
動
。
原
來
，

吃
飯
時
只
與
飯
菜
在
一
起
，
用
心
享
用
，
是
一

件
如
此
美
妙
的
事
；
原
來
，
半
碗
飯
就
能
吃
飽

了
…
…
內
心
既
慚
愧
又
感
恩
，
慚
愧
過
往
的
貪

著
與
浪
費
，
感
恩
所
有
因
緣
與
眾
人
的
奉
獻
，

當
下
發
願
要
更
珍
惜
食
物
，
不
再
浪
費
。

禪
坐
時
，
每
炷
香
都
有
不
同
的
身
心
狀
況
，

經
常
妄
想
與
方
法
交
錯
。
練
習
不
期
待
、
不
分

別
、
不
評
判
。
過
程
中
，
不
管
輕
鬆
安
定
，
還

是
疼
痛
掙
扎
，
每
次
下
坐
按
摩
後
都
感
到
喜
悅
，

感
覺
身
與
心
又
完
成
一
次
修
復
與
和
解
，
發
現

心
慢
慢
變
得
柔
和
有
力
量
，
情
緒
也
更
穩
定
。

八
小
時
的
禪
一
，
在
法
師
不
疾
不
徐
的
引
導

下
過
得
很
快
，
最
後
在
莊
嚴
攝
受
的
晚
課
中
圓

滿
。
感
恩
法
師
和
義
工
們
悉
心
護
持
，
讓
我
體

驗
到
了
與
禪
堂
外
不
一
樣
的
生
活
，
簡
單
清
淨
，

純
粹
自
然
。

走
出
禪
堂
，
大
環
境
無
法
改
變
，
但
我
們
可

以
主
動
改
變
生
活
，
簡
化
放
慢
，
選
擇
運
用
數

位
產
品
的
方
式
，
而
不
是
被
它
們
綑
綁
。
祝
福

大
家
練
就
一
顆
安
定
澄
明
的
心
，
做
為
自
己
的

生
命
之
錨
，
穩
住
身
心
不
再
四
處
漂
泊
。

調心轉調心轉念念生活在淨土中

睽
違
三
年
回
到
禪
堂
，
有
種
「
重
新

開
始
」
的
感
覺
，
剛
開
始
擔
憂
能

否
適
應
，
沒
想
到
，
七
天
後
圓
滿
了
這

次
中
英
禪
七
，
在
吉
伯
老
師
指
導
下
，

有
了
不
同
以
往
的
禪
修
體
驗
。

禪
期
前
三
天
，
初
冬
的
山
上
豔
陽
高

照
。
連
續
兩
天
，
吉
伯
老
師
安
排
戶
外

經
行
及
打
坐
，
為
了
幫
助
我
們
在
生
活

中
運
用
禪
法
，
老
師
說
經
行
時
，
可
以

觀
察
環
境
的
一
切
，
但
不
要
產
生
自
己

的
看
法
，
只
要
單
純
地
看
，
不
假
分
別
，

練
習
去
掉
個
人
的
習
慣
和
偏
見
。
直
觀

的
方
法
很
容
易
發
現
妄
念
，
只
要
有
自

我
意
識
的
心
理
現
象
，
就
是
妄
念
。

溪
邊
打
坐
時
，
我
選
擇
一
處
平
面
略

往
前
傾
的
石
頭
。
看
到
溪
流
對
面
有
棵

大
樹
，
樹
冠
茂
密
，
樹
根
緊
緊
抓
著
溪

邊
的
土
石
層
，
姿
態
顯
得
扭
曲
用
力
。

有
了
這
樣
的
感
受
，
隨
之
產
生
了
一
連

串
妄
念
，
很
快
地
幻
化
成
一
部
小
說
，

連
女
主
角
名
字
都
有
了
…
…
驚
覺
這
些
瞬

間
產
生
的
念
頭
，
與
眼
前
景
物
完
全
不

同
，
趕
緊
把
自
己
拉
回
來
，
練
習
單
純

地
觀
看
。

第
四
天
晚
上
，
吉
伯
老
師
分
享
自
己

有
兩
次
「
差
點
放
棄
」
的
故
事
。
第
一
次

是
參
加
禪
七
，
自
恃
每
天
打
坐
兩
小
時
，

便
提
前
一
天
報
到
進
禪
堂
用
功
，
結
果
腿

痛
嚴
重
，
幾
乎
無
法
繼
續
。
他
想
，
學
禪

是
為
了
學
生
、
眾
生
，
若
打
不
下
去
愧
對

學
生
，
會
讓
學
生
、
自
己
失
望
，
因
此
祈

求
觀
音
菩
薩
加
持
。
求
完
回
去
打
坐
，
每

炷
香
都
沒
有
腿
痛
心
不
安
，
一
直
順
利
禪

修
，
直
到
禪
七
圓
滿
。

第
二
次
是
與
聖
嚴
師
父
的
故
事
。
有

一
次
護
法
會
視
訊
會
議
，
他
打
算
參
加

完
便
離
開
團
體
，
於
是
躲
在
遠
遠
的
地

方
。
師
父
連
線
看
不
到
他
，
一
直
問
：

「
吉
伯
呢
？
」
找
到
他
時
，
師
父
大
聲

告
訴
他
：
「G

ilbert，
don’t quit！

」

這
次
禪
七
，
他
也
大
聲
喊
出
那
句
話
：

「
不
要
放
棄
！
」
心
得
分
享
時
，
許
多
人

都
回
應
這
句
話
非
常
有
力
量
，
自
己
那
時

因
腿
痛
難
耐
，
想
要
放
棄
，
也
因
這
一
句

受
到
震
撼
，
有
了
撐
下
去
的
勇
氣
。

吉
伯
老
師
分
享
，
聖
嚴
師
父
曾
告
訴

他
有
可
能
成
為
阿
羅
漢
，
他
覺
得
這
不

是
肯
定
，
而
是
提
醒
他
不
能
只
顧
自
己

解
脫
，
要
成
為
利
益
他
人
的
菩
薩
，
才

能
成
佛
。
這
也
提
醒
了
我
們
，
禪
修
除

了
自
利
，
更
要
利
人
，
才
是
究
竟
的
解

脫
之
道
。

完成身心的修復和解

慈悲的力量，入心了！ ◎趙常琬

 D
on’t quit！

」
多
麼
有
力
量
的
一
句
話
，
讓
我
順
利
圓
滿
此
次
中
英

禪
七
。

禪
期
一
開
始
因
身
體
不
適
，
當
下
有
放
棄
的
念
頭
，
但
一
想
到
主
七
的

吉
伯
（G

ilbert G
utierrez

）
老
師
說
：
「D

on’t quit！

」
一
股
力
量
馬
上
由

心
生
起
，
告
訴
自
己
：
不
要
放
棄
，
勇
猛
精
進
！

吉
伯
老
師
的
開
示
幽
默
，
佛
法
內
容
從
般
若
的
空
性
、
中
觀
、
如
來
藏
、

唯
識
、
禪
宗
公
案
、
與
聖
嚴
師
父
的
故
事
…
…
如
醍
醐
灌
頂
般
，
不
斷
湧

入
腦
海
，
身
心
慢
慢
得
以
放
鬆
，
禪
修
也
開
始
得
力
。

聽
法
過
程
中
，
深
深
感
受
吉
伯
老
師
的
慈
悲
。
他
問
學
員
：
「
如
果
有

人
做
惡
夢
，
你
會
叫
醒
他
嗎
？
」
學
員
答
：
「
反
正
都
是
空
，
為
什
麼
要

叫
醒
？
」
他
說
：
「
我
會
叫
醒
大
家
，
因
為
你
們
都
在
夢
中
，
《
金
剛
經
》

有
言
：
『
一
切
有
為
法
，
如
夢
幻
泡
影
，
如
露
亦
如
電
，
應
作
如
是
觀
。
』

我
會
把
你
們
從
夢
中
叫
醒
！
」
頓
時
，
淚
不
斷
地
從
眼
眶
湧
出
，
感
恩
老

師
把
我
們
喚
醒
，
那
股
慈
悲
的
力
量
入
心
了
！

如
何
從
夢
中
覺
醒
？
老
師
強
調
，
所
有
的
現
象
由
心
而
起
，
所
以
我
們

要
用
方
法
，
從
「
心
的
覺
知
」
開
始
練
習
，
用
心
向
內
看
「
心
」
。
他
風

趣
地
把
「
妄
念
」
比
喻
成
甜
甜
圈
，
當
我
們
坐
在
禪
堂
內
，
一
個
大
的
甜

甜
圈
出
現
，
又
帶
著
一
群
小
的
甜
甜
圈
不
斷
出
現
，
然
後
「
心
」
就
看
起

電
影
來
。

由
於
提
到
甜
甜
圈
，
打
坐
時
，
我
腦
中
出
現
各
種
口
味
的
甜
甜
圈
…
…

幸
好
想
起
老
師
的
提
醒
：
「
如
果
這
些
妄
念
一
直
停
留
，
就
不
是
善
念
。
」

馬
上
回
到
方
法
，
不
斷
祝
福
與
感
恩
妄
念
中
出
現
的
人
、
事
、
物
，
剎
那

間
內
心
感
覺
喜
悅
，
一
片
寬
闊
。

小
參
時
在
果
醒
法
師
指
導
下
，
回
禪
堂
打
坐
時
方
法
得
力
，
妄
念
變

少
，
身
心
變
得
輕
盈
，
那
份
輕
安
平
靜
，
回
到
紅
塵
中
還
一
直
延
續
，
讓

我
體
驗
到
佛
法
是
那
麼
的
好
。
總
以
為
外
在
的
一
切
，
包
括
身
體
都
是
真

的
，
緊
緊
抓
住
不
放
，
活
在
無
盡
的
煩
惱
中
。
「
凡
所
有
相
，
皆
是
虛

妄
」
，
放
手
虛
妄
相
的
那
刻
起
，
就
是
開
始
在
善
待
自
己
。

夢
醒
了
，
坐
上
了
吉
伯
老
師
所
說
的
通
往
「
心
的
覺
知
」
列
車
，
列
車

剛
出
發
，
但
中
途
不
會
下
車
，
一
直
通
往
最
終
站─

─

清
淨
的
佛
性
。

直
觀
實
相
，
去
掉
妄
念

◎

林
演
蓉

中英禪七心得

「

暖
陽
中
帶
著
沁
冷
的
風
，
一
月
十
一
日
，

近
百
位
學
員
齊
聚
農
禪
寺
，
共
修
二○

二
四
年
首
場
禪
一
，
許
自
己
一
個
新
的
開
始
、

心
的
成
長
。

「
禪
一
要
有
三
個
心
態—

—

放
鬆
身
心
、
度

假
心
情
、
修
行
態
度
。
」
總
護
法
師
說
，
放

鬆
精
進
不
放
逸
，
更
能
將
方
法
用

上
。
聖
嚴
師
父
教
導
我
們
，
任
何

方
法
的
運
用
都
需
從
「
放
鬆
」

的
基
本
功
開
始
。
如
何
放
鬆
？

從
眼
球
、
頭
腦
、
肩
膀
、
小
腹

一
一
放
鬆
，
放
鬆
了
，
身
體
就

不
緊
也
不
累
。

八
式
動
禪
、
打
坐
、
瑜
伽
、

拉
筋
、
吃
飯
、
經
行
，
動
靜
交
錯

中
，
如
實
體
驗
，
清
清
楚
楚
知
道
，

但
不
受
外
境
影
響
。
有
學
員
分
享
，
師
父

開
示
讓
她
「
打
通
任
督
二
脈
」
，
不
僅
身
心

放
鬆
，
妄
念
減
少
，
也
感
受
到
共
修
的
安
定

力
。
來
自
新
加
坡
的
學
員
，
把
握
來
臺
旅
遊

的
因
緣
參
加
禪
一
，
學
習
感
受
冷
熱
環
境
不

同
，
如
何
讓
身
心
放
鬆
安
定
，
是
他
此
行
最

大
的
收
穫
。

身
心
放
鬆
需
不
斷
地
練
習
，
總
護
法
師
期

勉
大
家
常
回
來
參
加
禪
修
，
持
續
保
持
安
定

與
自
在
。

（
圖
．
文
／
農
禪
寺 

提
供
）

心
的
成
長

許
自
己
一
個



 

身
在
哪
裡
，
心
在
哪
裡
；
清
楚

放
鬆
，
全
身
放
鬆
。
」
琅
琅

上
口
的
十
六
字
禪
修
心
法
，
是
踏
入

法
鼓
山
學
禪
的
民
眾
，
熟
悉
且
受
用

的
觀
念
與
方
法
。
深
入
淺
出
、
平
易

又
實
用
的
漢
傳
禪
法
，
正
是
聖
嚴
師

父
送
給
世
人
的
珍
貴
禮
物
，
一
盞
讓

人
們
照
亮
自
心
的
明
燈
。

傳
承
臨
濟
、
曹
洞
兩
系
法
脈
的
師

父
，
一
生
教
禪
三
十
多
年
。
一
九
七
六

年
，
於
紐
約
大
覺
寺
第
一
次
指
導
禪
坐
，

隔
年
，
在
菩
提
精
舍
主
持
第
一
場
禪
七
，

爾
後
，
逐
步
在
美
國
成
立
東
初
禪
寺
、
象
岡

道
場
；
在
臺
灣
，
也
於
文
化
館
、
農
禪
寺
主
持

禪
七
。
一
九
八
九
年
，
師
父
受
邀
至
英
國
帶
領

禪
七
，
漢
傳
禪
法
的
種
子
，
自
此
在
東
、
西
方

播
散
開
來
。

除
了
帶
領
各
地
禪
眾
修
行
，
師
父
同
時
也
以

通
俗
易
懂
的
語
言
文
字
，
與
普
羅
大
眾
分
享
生

活
化
的
禪
法
，
此
外
，
也
將
傳
持
漢
傳
禪
法
的

任
務
，
交
付
予
東
、
西
方
的
法
子
們
，
晚
年
提

出
「
中
華
禪
法
鼓
宗
」
，
更
囑
付
法
鼓
山
僧
團

堅
持
漢
傳
禪
佛
教
，
以
利
益
臺
灣
社
會
及
全

世
界
。

二○
○

九
年
，
師
父
圓
寂
，
僧
團
法
師
及
法

子
們
接
續
師
父
的
腳
步
，
每
年
仍
定
期
至
德

國
、
瑞
士
、
波
蘭
、
俄
羅
斯
、
墨
西
哥
等
地

帶
領
禪
修
，
更
受
邀
至
師
父
未
曾
到
過
的
印

尼
主
持
禪
七
，
乃
至
於
前
往
印
度
與
不
同
傳

承
的
比
丘
尼
分
享
漢
傳
禪
法
。

往
來
於
各
國
指
導
禪
修
之
外
，
僧
團
住
持

的
海
內
外
道
場
，
是
深
耕
漢
傳
禪
法
的
所
在
，

其
中
，
總
本
山
、
農
禪
寺
、
天
南
寺
、
東
初

禪
寺
、
象
岡
道
場
等
，
定
期
舉
辦
念
佛
、
默

照
、
話
頭
等
中
高
階
禪
修
，
尤
為
禪
法
弘

傳
的
重
心
。
立
足
於
師
父
奠
定
的
基
礎
上
，

近
年
還
開
展
出
都
市
禪
修
營
、
企
業
禪
修

營
等
接
引
現
代
人
學
禪
的
新
模
式
。

禪
法
不
只
來
自
代
代
傳
承
，
重
要
的

是
能
隨
時
空
因
緣
，
不
斷
創
新
。
面
對

數
位
時
代
的
變

化
、
不
同
世
代
的
特
質
，
僧
團
一
方
面
整
理
、
研

究
師
父
培
育
禪
修
師
資
的
教
材
，
並
於
實
際
的
教

學
場
域
中
，
結
合
現
代
「
翻
轉
教
育
」
的
概
念
，

引
導
新
世
代
的
出
家
眾
及
禪
眾
，
從
「
自
覺
」
出

發
，
啟
動
「
自
學
」
的
潛
能
，
走
上
自
覺
覺
他
的

成
佛
之
道
。

師
父
圓
寂
這
十
五
年
來
，
禪
法
心
燈
在
僧
團
法

師
及
法
子
們
手
上
，
仍
以
不
滅
的
光
明
，
引
領
身

處
紅
塵
的
世
世
代
代
，
照
見
清
澈
的
本
心
，
體
驗

身
心
皆
安
的
自
在
。

回
顧
自
己
超
過
二
十

年
的
禪
修
生
涯
，

是
從
初
遇
繼
程
法
師
「
看

七
」
的
初
萌
階
段
，
再
到

就
讀
中
華
佛
學
研
究
所
時

期
，
與
聖
嚴
師
父
的
師
徒
因

緣
，
極
其
幸
運
地
遍
習
師
父
一

生
的
禪
修
菁
華
，
讓
自
己
得
以
從
門

外
「
看
七
」
走
向
「
門
內
」
的
快
速

成
長
。
最
終
因
為
承
擔
起
弘
傳
禪
法

的
因
緣
，
讓
自
己
開
啟
另
一
片
新
天

地
、
新
生
命
。

出
家
生
涯
的
第
一
個
十
年
，
是
在

僧
伽
大
學
教
授
禪
學
、
基
礎
禪
法
，

也
開
始
有
機
會
帶
領
初
階
的
禪
修
活

動
，
這
是
一
段
培
養
領
眾
禪
修
基
礎

能
力
的
時
期
。
二○

○

九
年
師
父
圓

寂
後
，
我
邁
入
出
家
的
另
一
個
十

年
，
不
僅
回
到
故
鄉
馬
來
西
亞
，
承

擔
起
監
院
執
事
，
也
參
加
繼
程
法
師

帶
領
的
話
頭
禪
與
默
照
禪
十
四
等
進

階
禪
期
，
有
因
緣
在
話
頭
法
門
上
有

了
更
深
刻
的
體
悟
。

當
師
父
不
在
了
，
荷
擔
如
來
家

業
、
弘
揚
法
鼓
禪
風
的
使
命
感
，

禪
修
時
常
常
從
內
心
油
然
而
生
，

這
是
一
段
必
須
獨
當
一
面
、
引

領
更
多
人
得
到
禪
修
的

利
益
、
培
養
更
多
禪
修
師
資
人
才

的
重
要
階
段
。

二○

二○

年
出
家
生
命
進
入
第
三

個
十
年
，
因
修
習
文
理
學
院
生
命
教

育
碩
士
學
程
的
因
緣
，
發
覺
自
己
對

禪
法
的
體
認
，
已
然
進
入
到
跨
領
域

的
階
段
。
開
始
透
過
認
識
心
理
學
、

哲
學
、
宗
教
社
會
學
等
領
域
，
發
現

禪
修
若
能
進
一
步
與
這
些
領
域
的
知

識
、
學
者
對
話
，
應
更
能
將
漢
傳
禪

法
的
內
涵
深
廣
化
、
更
有
能
見
度
。

我
的
碩
士
論
文
，
是
系
統
性
地
爬

梳
師
父
早
期
在
美
國
的
禪
修
教
學
，

我
從
中
領
會
到
如
何
「
活
用
」
「
死

法
」
的
教
學
手
法
，
也
更
能
掌
握
師

父
對
於
漢
傳
禪
法
中
，
頓
與
漸
之
間

的
次
第
關
係
與
內
涵
，
這
些
將
是
未

來
的
禪
修
教
學
上
，
需
要
更
為
重
視

與
強
調
的
法
鼓
宗
風
。

聖
嚴
師
父
在
教
學
上
所
呈
現
出
來

「
有
教
無
類
」
的
平
等
精
神
，
以
培

養
「
師
家
級
的
宗
匠
」
人
才
為
一
生

的
使
命
，
啟
發
我
對
每
一
位
出
現
在

面
前
的
學
生
，
都
視
之
為
「
可
造
之

才
」
、
「
大
將
之
才
」
的
心
念
，
盡

我
所
能
予
以
平
等
的
教
授
與
點
撥
，

這
也
是
自
己
唯
一
能
盡
己
之
力
，
回

饋
十
方
的
心
願
與
作
為
。

我
從
一
九
八○

年
開
始
跟

著
聖
嚴
師
父
修
習
禪

法
，
至
今
已
超
過
四
十
年
了
。

對
我
來
說
，
師
父
最
核
心
的

教
導
就
是
一
個
字

―
―

禪
。

我
自
己
學
佛
的
過
程
是
從

民
間
信
仰
接
觸
到
佛
教
，
覺

得
佛
法
果
然
不
同
，
有
很
深

的
教
理
在
其
中
。
後
來
皈
依

三
寶
，
跟
著
竺
摩
上
人
出
家
，

再
到
臺
灣
受
大
戒
，
當
時
印

順
長
老
是
戒
和
尚
，
對
我
的

影
響
很
深
，
幫
助
我
釐
清
觀

念
也
掌
握
了
佛
教
的
核
心
思

想
。
後
來
更
好
的
一
個
因
緣
，

就
是
遇
到
了
聖
嚴
師
父
。

遇
到
聖
嚴
師
父
，
對
我
來

講
，
最
重
要
的
是
從
理
解
到

體
驗
，
從
教
理
到
實
際
的
應

用
，
透
過
禪
法
把
它
貫
通
起

來
，
所
以
我
跟
著
師
父
學
禪

就
是
度
過
了
這
個
很
重
要
的

階
段
。
同
時
也
發
現
自
己
對

佛
法
的
理
解
，
不
再
是
外
在

的
讀
懂
經
和
論
，
而
且
體
驗

到
佛
法
不
是
外
來
的
，
而
是

我
們
內
心
本
來
就
具
足
的
，

這
個
體
會
對
我
後
來
在
弘
揚

佛
法
的
時
候
，
有
很
深
刻
的

作
用
。

從
釋
迦
牟
尼
佛
時
代
，
只

要
僧
團
存
在
、
持
續
地
在
世

間
弘
揚
佛
法
，
就
是
傳
法
。

到
了
漢
傳
佛
教
，
開
始
出
現

法
脈
、
心
法
的
傳
承
，
或
是

寺
院
、
方
丈
職
務
的
傳
承
，

這
都
是
傳
法
。

聖
嚴
師
父
認
可
了
我
修
行

上
的
體
驗
，
也
認
可
了
我

有
足
夠
的
能
力
，
把
對
禪

的
體
驗
，
透
過
教
學
再
傳

承
出
去
。
所
以
當
我
接
受

傳
法
之
後
，
也
開
始
教
禪

修
，
長
期
下
來
，
有
些
學
生

漸
漸
具
足
了
教
學
的
能
力
，

又
再
去
教
下
一
代
的
學
生
，

禪
法
就
這
樣
一
代
一
代
傳
承

下
來
。
這
其
中
有
自
己
的
體

會
，
也
有
參
考
師
父
的
做
法
，

到
現
在
也
算
是
走
出
一
條
路

來
了
。

法
鼓
山
僧
團
，
在
聖
嚴
師

父
的
晚
年
與
圓
寂
之
後
，
承

擔
起
國
內
外
漢
傳
佛
教
的
傳

承
，
這
是
非
常
不
容
易
的
任

務
，
僧
團
非
常
精
進
，
在
各

方
面
的
努
力
與
表
現
，
都
讓

人
讚
歎
。
我
也
因
為
僧
團
的

緣
故
，
才
有
因
緣
經
常
回
來
，

甚
至
到
波
蘭
、
美
國
弘
法
，

我
很
感
恩
僧
團
的
努
力
，
也

希
望
能
夠
持
續
下
去
，
並
且

愈
做
愈
好
。

「
虛
空
有
盡
，
我
願
無

窮
」
，
這
是
師
父
給
我

們
的
勉
勵
，
我
們
也

都
有
傳
承
、
護
持
師

父
教
法
的
願
，
透
過

佛
法
八
萬
四
千
種
行

持
法
門
與
六
度
萬
行
，

勸
請
更
多
人
一
起
實
踐

佛
法
，
從
禪
修
體
驗
本
自
具

足
的
清
淨
心
。    

（
整
理
／
編
輯
室
）

▲ �

常慧法師將每一位學生都視為「可造

之才」，盡所能地給予教授與點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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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讀
僧
大
五
年
級
時
，
就
篤
定
了

弘
揚
禪
法
，
是
我
此
生
出
家
的

使
命
，
那
種
感
覺
就
像
是
拿
到
航
海
圖

的
船
長
，
清
楚
知
道
生
命
將
駛
向
何
方
。

在
學
習
、
指
導
禪
修
的
過
程
中
，
克
服

困
境
唯
一
的
心
法
，
就
是
一
次
次
不
會

就
學
的
磨
練
，
一
遍
遍
不
怕
做
錯
，
勇

敢
嘗
試
的
傻
勁
，
只
問
自
己
是
否
盡
力

盡
心
，
從
做
中
學
、
錯
中
學
、
學
中
覺

裡
精
益
求
精
。

在
禪
堂
期
間
，
不
同
的
主
七
法
師
，

風
格
都
不
相
同
，
擔
任
總
護
的
我
，
摸

索
出
的
護
七
方
式
，
就
是
把
自
己
當
成

「
階
梯
」
，
在
不
偏
離
法
鼓
山
的
道
風

中
，
幫
助
禪
眾
接
上
主
七
法
師
，
接
上

聖
嚴
師
父
。
漸
漸
地
我
有
了
自
己
對
禪

眾
的
觀
察
與
對
師
父
禪
法
的
理
解
，
能

夠
有
所
發
揮
，
又
不
被
束
縛
，
我
們
真

正
要
學
的
是
那
個
「
看
不
見
」
、
「
不

會
被
遺
忘
」
的
東
西
，
而
不
是
表
相
的

語
言
文
字
。

不
論
是
否
親
炙
師
父
，
從
在
家
到
出

家
、
從
學
禪
到
領
眾
的
過
程
，
都
需
要

有
很
多
的
抖
落
與
建

構
，
先
認
識
真
實

的
自
己
，
才
能
看

到
他
人
真
實
的

樣
子
。
也
就
是

說
，
要
走
進
師

父
的
內
心
世
界
、

理
解
運
用
師
父
的

教
法
，
得
先
真
誠
地
面
對
自
己
。
因
此
，

我
們
應
從
「
自
覺
」
出
發
，
在
確
保
安

全
的
範
圍
內
，
透
過
「
翻
轉
教
育
」
，

由
學
僧
自
己
去
實
驗
與
探
索
，
來
認
識
、

理
解
、
實
踐
師
父
的
教
法
，
也
可
以
說

「
用output

來input

」
。
翻
轉
教
育
創
造

了
自
學
的
動
力
，
效
果
遠
大
於
上
對
下

的
灌
輸
。

現
代
這
個
世
代
，
資
訊
爆
炸
，
思
慮

過
多
，
推
廣
禪
法
還
需
開
展
前
方
便
，

漢
傳
禪
法
有
著
強
大
的
適
應
性
與
消
融

性
，
若
能
效
法
師
父
頓
中
開
漸
的
精
神
，

便
能
為
現
代
人
點
出
相
應
的
指
路
明

燈
。
還
有
，
禪
修
不
可
把
動
、
靜
分
開
，

更
不
要
把
修
行
和
工
作
分
開
，
禪
坐
中

有
好
的
體
會
，
應
該
把
它
運
用
在
生
活

當
中
，
運
用
在
難
辦
的
事
情
上
，
解
決

問
題
。

另
一
個
推
展
漢
傳
禪
法
的
觀
察
，
就

是
覺
悟
與
奉
獻
不
可
偏
廢
一
邊
，
禪
的

本
質
是
覺
悟
，
悟
的
本
身
要
行
捨
，
最

好
的
下
手
處
便
是
奉
獻
，
雖
然
在
真
正

的
覺
悟
前
，
還
做
不
到
「
無
我
」
，
仍

可
在
奉
獻
中
消
融
自
我
，
拓
展
心
性
。

奉
獻
與
覺
悟
有
內
在
的
關
聯
，
覺
悟

如
果
離
開
了
奉
獻
，
就
成
了
自
了

漢
，
而
漢
傳
禪
法
的
推
展
，
不
可

離
開
大
乘
佛
法
的
利
他
精
神
。

◎文／陳玫娟．圖／本刊資料

我
是
吉
伯
．
古
帝
亞
茲

（G
ilbert G

utierrez

）
，

二○
○

二
年
聖
嚴
師
父
傳
法
予

我
，
法
名
「
淨
劍
傳
慧
」
。

它
提
醒
了
我
要
持
戒
清
淨
，

並
積
極
地
推
動
「
提
昇
人
的

品
質
，
建
設
人
間
淨
土
」
的

理
念
。

師
父
認
為
，
法
子
必
須
具

備
三
個
條
件
：
首
先
是
對
佛
法
要
有
正

確
的
知
見
，
其
次
是
穩
定
的
情
緒
和
品

德
，
第
三
是
有
慈
悲
度
眾
、
弘
法
利
生

的
菩
提
心
。
我
非
常
重
視
師
父
的
教
導
，

也
堅
信
禪
修
對
現
代
人
而
言
非
常
重
要
，

因
此
將
一
生
都
奉
獻
於
弘
揚
佛
法
、
協

助
法
鼓
山
的
發
展
。
例
如
，
撰
寫
書
籍
、

文
章
，
透
過
網
路
舉
辦
會
議
與
講
座
，

讓
世
界
各
地
的
學
生
都
能
參
加
，
與
在

家
眾
以
及
出
家
眾
分
享
佛
法
，
和
僧
團

法
師
對
話
，
在
弘
法
的
議
題
上
互
相
交

流
、
切
磋
，
並
互
相
肯
定
。
雖
然
非
常
忙

碌
，
卻
是
很
好
的
經
歷
。

在
師
父
的
教
導
中
，
我
認
為
最
重
要
的

是
大
悲
心
，
師
父
引
領
我
們
從
內
心
發

起
，
並
體
現
這
份
度
眾
生
的
悲
心
弘
願
。

也
就
是
說
，
我
們
應
該
依
照
佛
法
的
教

導
，
從
內
心
提
昇
自
己
的
品
質
，
進
而
幫

助
、
影
響
他
人
也
提
昇
人
品
，
並
在
人
間

創
造
淨
土
。
身
為
師
父
的
弟
子
，
我
們
不

可
退
轉
，
應
該
順
應
著
這
份
傳
承
自
本
師

釋
迦
牟
尼
佛
的
願
景
，
一
直
前
進
。

每
一
個
眾
生
都
具
有
佛
性
，
都
應
該
在

這
個
世
間
受
到
保
護
和
照
顧
，
不
為
性

別
、
種
族
、
信
仰
或
膚
色
遭
到
歧
視
。
聖

嚴
師
父
也
教
導
我
們
，
將
與
我
們
接
觸
的

每
一
個
人
，
都
視
為
未
來
佛
。
若
把
每
一

個
人
都
視
為
未
來
佛
，
又
怎
麼
會
互
相
傷

害
呢
？ 

佛
法
如
此
珍
貴
，
願
我
們
持
續
學
習
，

互
相
分
享
，
真
誠
地
研
讀
經
典
，
投
入
修

行
。
在
新
的
一
年
，
我
向
大
家
致
上
最
美

好
的
祝
福
，
祝
福
大
家
身
心
自
在
放
鬆
，

出
離
煩
惱
，
願
僧
俗
四
眾
齊
心
協
力
，
共

同
推
動
聖
嚴
師
父
的
宗
旨
和
願
景
，
實
踐

弘
法
利
生
的
大
悲
願
心
。  

   
  

（
整
理
／
編
輯
室
）

▲�

傳
承
師
父
國
際
弘
化
的
腳
步
，
繼
程

法
師
不
但
至
美
國
、
波
蘭
指
導
禪
修
，

每
年
也
受
邀
指
導
僧
團
結
夏
。

有
教
無
類 

弘
揚
法
鼓
宗
風

    ◎

釋
常
慧
（
法
鼓
文
理
學
院
專
任
講
師
）

師父禪法
的

研究與教學

翻
轉
教
育 

創
造
自
學
動
力

        ◎

釋
常
啓
（
法
鼓
山
僧
伽
大
學
教
務
長
）

▲�

法
鼓
山
二○

○

五
年
落
成
開
山
後
，
師
父
於
禪
堂
指
導
來
自
各
地
的

大
專
青
年
修
學
禪
法
。

清淨心本自具足繼程法師出家法子傳承分享

▲ �聖嚴師父指導禪

修，最早是從美國

開始。圖為 1979

年於紐約長島菩

提精舍帶領第三

次禪七。

▲ �

1989 年，師父首度於英國威爾

斯主持禪七，自此展開至歐、

亞、美各洲指導禪修的弘化之

行。圖為 1992 年威爾斯禪七。

西
方
法
子

傳
承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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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伯．古帝亞茲經常於各種禪

修及講座中，分享禪修心態與

知見。

▲
�常
啟
法
師
運
用
「
翻
轉
教

育
」
，
啟
發
學
僧
自
學
的

動
力
。

以心印心 
   繼起        明燈

時光荏苒，聖嚴師父圓寂十五年了，

而師父留下最珍貴的禮物──漢傳禪法，

仍如不滅的明燈，持續照亮每個渴望安心與提昇的生命。

吉
伯
．
古
帝
亞
茲
共
創
人
間
淨
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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