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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it Times
CA失敗者，往往是熱度只有

五分鐘的人；

成功者，往往是堅持最後

五分鐘的人。

如何畫僧
文／星雲大師　圖／李蕭錕

星雲禪話

潭州（今湖南長沙）的潭州文殊禪

師，是唐朝時候石霜慶諸禪師的嗣法

弟子。

有一次，一位年輕的僧人前來向潭

州文殊禪師問說：「請問禪師，南朝

梁武帝時，有一位著名的畫家張僧繇

，擅長人物描寫。梁武帝修建佛寺時

，曾經多次請他來繪製佛教人物，這

些人物在他的筆下無不維妙維肖，栩

栩如生。但是奇特的是，他唯獨不能

將寶誌公和尚的相貌畫得生動逼真，

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潭州文殊禪師說：「不但是張僧繇

，即使是寶誌公禪師本人，也不能把

自己的相貌畫得很像。」

僧人一聽，不解地問說：「這是為

什麼呢？」潭州文殊禪師說：「因為

他沒有把色彩和絹帛帶來。」

僧人想了想，反問說：「那麼禪師

，您能可以把自己畫得像嗎？」

潭州文殊禪師微微一笑，很肯定地

回答說：「我能畫得像。」

僧人再問：「為什麼他們不能畫得

像，而您卻能畫得像呢？」

潭州文殊禪師謙謙地說：「因為我

們不同。」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可以畫

成一樣，但心能畫成一樣嗎？因為心

畫不起來啊！佛性真如人人本具，個

個不無，原是都一樣。但是，你要來

畫它，就千難萬難了。所以，相與性

，是不同的；相可以畫，本性不可畫

啊！因此，潭州文殊禪師才說「我們

不同」，禪師用「我們不同」來說明

，這正是最好的形容啊！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7/23
（日）

美洲盂蘭盆供僧法會
（9：00 am）
瑜伽燄口法會
（2：00 pm）

7/27 ~10/1
（四 ~ 日）

三好兒童繪畫得獎作品展

7/29
（六）

環保回收日
（4：30 pm ～ 5：30 pm ）
禪淨共修
（7：30 pm）

8/5
（六）

環保回收日
（4：30 pm ～ 5：30 pm ）

【人間社記者蕭惠珠大樹報導】「故鄉

的雲」獻禮音樂會在台灣演出兩場，是為

了向星雲大師致敬的音樂會。第二場次於

十六日在高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大覺堂登

場，謝幕時大師意外現身，向大家致意，

全場歡聲雷動，台上台下高唱〈佛光山之

歌〉，許多人感動落淚。

星雲大師在揚州出生，去年回鄉舉行文

化講座，揚州市特別端出以大師作詞、全

球徵曲的「人間音緣」歌曲為主軸的「故

鄉的雲」音樂會，作為佛光山開山五十周

年、大師九十壽辰的獻禮。音樂會一年後

跨海到台灣演出，並邀請台灣的交響樂團

、演唱團體、歌手及菲律賓光明大學，一

同用優美音聲譜寫出大師弘法歷程與宏願

的佳話，也驗證大師「音樂弘法」一甲子

的豐碩成果。

佛光山開山寮特助慈惠法師於開場時表

示，大師曾說自己不善歌唱，但為了度化

年輕人，終身致力音樂弘法，開佛教界風

氣之先，在宜蘭成立「佛教青年歌詠隊」

，讓佛教梵唄登上世界舞台。

「故鄉的雲」音樂會由交響樂伴奏，

全新的編曲，賦予「人間音緣」古典新風

貌。表演由葉怡均和洪子宴的對口相聲、

NTSO青年交響樂團演奏〈穿越星空與你

相遇〉拉開序幕，隨後演唱的曲目以「禮

讚大師」為主軸定調，串起大師從揚州誕

生出發、在台灣滋養生根、於全球開花結

果的人間佛教弘法史。

揚州柳絲藝術團演唱〈揚州小巷〉、朗

「故鄉的雲」獻禮音樂會在高雄佛光山

佛陀紀念館舉行，星雲大師特地上台致詞

，現場許多人感動流淚。

� 圖／人間社記者梁清秩

星雲大師 驚喜現身音樂會

誦〈星雲〉詩，並穿插揚州杖頭木偶展現

變臉、彩帶舞和書法等精采絕技，呈現揚

州的庶民風貌和人文色彩。揚州柳絲藝術

團也與台北佛光合唱團聯手詮釋〈茉莉花

〉、〈點燈〉、〈偉大的佛陀〉和〈佛光

山之歌〉，在氣勢磅礡的合唱聲中，彰顯

人間佛教跨越地域、文化、族群，追求幸

福、和諧、安樂的宏偉願心。

普門中學原音社清唱〈佛教青年的歌聲

〉和〈悉發菩提心〉，首次展現佛法、原

住民音樂和RAP的另類結合，讓人耳目一

新。在管弦樂伴奏下，澎恰恰、貝巧玲、

鄭朝方演唱〈弘法者之歌〉、〈悉發菩提

心〉等多首人間音緣歌曲，唱出歌詞中蘊

含的善美佛法。

這場跨界演出的多元音樂會，吸引近二

千名觀眾聆聽，透過具佛法意涵的歌詞和

優美的旋律，感受大師弘法利生的慈悲大

願。

【本報綜合外電報導】多年前，美國

南加州有一名九歲小女孩，種出一顆十

八多公斤重的巨型甘藍菜，捐給當地公

益廚房，款待社區裡兩百七十五位有需

要的人士，之後她便萌生用菜園來助人

的想法；如今，十八歲的她創立非營利

機構「凱蒂的作物」，還出版一本書，

並募得超過二十萬美元，目前在全美三

十三州有百餘間公益菜園。

凱蒂．斯塔格利諾表示，在小學三年

1顆小種子 開闢百餘個公益菜園

【人間社記者吳怡禛、唐鈺原、范崴、

常樂、湯俊賢杉磯報導】「二○一七國際

佛光青年幹部會議」在佛光山西來寺舉行

，於十五日圓滿落幕。為期五天的活動，

讓佛光青年集體學習、切磋琢磨，共同推

展人間佛教。

國際佛光會青年團總部執行長慧傳法師

在首日為青年舉行主題「共識與開放」講

演，分享大會主題的來源及意義。

十二日的「青年會報」是由全球三十

四個青年分團報告過去一年在當地推廣人

間佛教的成果，慧傳法師針對各青年分團

的報告，一一給予指導勉勵。「各宗教青

年對話」是由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佛光

山波士頓三佛中心覺謙法師、猶太教代表

Tuli Skaist、天主教代表Samantha Leveugle

、錫克教及印度教代表Rahul Sharma、佛

教代表Lisa Teng及與會青年，從不同的角

度討論政治、社會和宗教相關議題。

十三日安排「壯遊洛杉磯」，慧傳法師

帶領青年恭讀星雲大師〈旅行出遊祈願文

〉，慧東法師叮嚀大家要多看多聽，才能

夠深入體驗在地文化。當天參訪農夫巿集

、葛瑞費斯天文台、聖塔莫尼卡碼頭等著

名景點，並參觀西來大學。

十四日有「美洲概況」，美洲各區佛光

青年代表報告美洲地區的特色及文化，再

由慧東法師、美國佛光出版社執行長妙西

法師、紐約道場監寺有望法師帶領青年研

討「人間佛教在美加」；「勇闖明天論壇

」由聖路易佛光山監寺覺皇法師主持，與

青年分享如何面對生活中的困境及生命中

的逆境；當晚亦有「佛光之夜」，青年們

齊聚成佛大道勁歌熱舞，在晚會的獻燈祈

福儀式中，慧傳法師勉勵青年將學到的佛

法帶回自己國家，把光明傳遞五大洲。

最後一天的閉幕典禮，由慧傳法師主持

「綜合報告」，提出佛光青年要學習星雲

大師「八大家」精神、響應聯合國「永續

發展十七項目」、各洲青年生活營等九項

議案，並發表具體可執行的方向。最後訂

定明年各洲青年生活營分別由印尼、西班

牙、西澳、巴拉圭、滿地可承辦，期許青

年在各地發揚佛光。

典禮尾聲，「二○一八國際佛光青年會

議」在大眾見證下，承辦單位移交回中華

佛光青年團，相約大家明年回佛光山。

級時，因一項家庭作業開啟人生第一次種

植經驗，「看著受幫助的人，很真誠地向

我道謝，我知道我應該做更多事來幫助他

們。」後來她在學校捐贈的農地創造社區

菜園，並號召當地青少年一同幫忙種菜，

也說服慈善單位捐錢贊助。甚至，有一間

供給遊民食物的機構，因財務問題而倒閉

，凱蒂一手承接這項業務，用菜園的收成

來支撐下去。

公益菜園的創立，激勵更多學生走進農

地，體驗接觸泥土的樂趣，並將新鮮的

收穫分享給有需要的人。凱蒂解釋公益

菜園的宗旨：「人們能吃到新鮮而健康

的農產品，這是非常重要的。在校的學

生，還有與疾病抗爭的人們，都應該確

保他們吃對的食物並保持健康的生活方

式。」

而今，凱蒂的新目標是在全美開闢五

百個公益菜園，她曾說過：「所有的一

切都是從我家後院裡，一顆甘藍菜種子

開始。我們都可以改變別人的生活，也

絕對想像不到連鎖反應能延伸多遠、可

以幫到多少人。」

扌國際佛光青年幹部會議大合影。��

� 圖/西來寺提供

➡「各宗教青年對話」論壇全體合照。��

� 圖／人間社記者張志誠

佛青會議閉幕 相約明年佛光山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