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光山西來寺 Hsi Lai Temple(I.B.P.S.)
3456 Glenmark Drive, Hacienda Heights, CA 91745 

Tel: 1(626)9619697    Fax: 1(626)3691944
E-mail: info@ibps.org    www.hsilai.org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 e Merit Times
CA學而能用，是真學；

知而能行，是真知；

真學真知，是智慧。

無入門處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偶藝師一生懸命 懸絲偶撿垃圾 一學就上手

宋代無門慧開禪師的在家弟子當中

，有一位以牧牛為生的居士，經常來

向禪師問禪。每當這位居士要開口的

時候，慧開禪師都會立刻打斷他的話

，喝止說：「無事，無事！」

幾次下來，這位居士不免感到挫折

連連，不知如何是好。

有一天，他終於按捺不住心中的鬱

悶，向慧開禪師門下的悟道弟子臭庵

宗禪師抱怨說：「我們的老師究竟是

有什麼佛法見解，為什麼敢對人天顛

倒是非？」

臭庵宗禪師哈哈一笑，說：「老實

說，我在老師座下參禪多年，從他那

裡實在是無法可得，無道可傳，只得

到2個字。」

居士一臉欣喜，急忙問說：「是那

2個字？」

臭庵宗禪師一臉神祕，微微笑說：

「無事。」

居士當下豁然省悟，原來無門慧開

禪師的入門之處，就是「無事」了。

所以，禪門叢林以「無事」為興隆

，但無事的內容，就不是那麼容易無

事了。天下本無事，都是庸人自擾之

啊！

在台灣，流行一首宋代無門慧開禪

師的詩偈：「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

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

人間好時節。」所以，無門慧開禪師

已說得那麼明白了，只要心中無事，

就是人間最好的時刻。

可是世人都不甘寂寞，無事生非，

自己找自己的麻煩。不該要的，起貪

心；不該生氣的，起瞋心；不該亂想

的而起邪見。

所以，是自己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事

多煩惱。假如可以悟到「無事」，就

如臭庵宗禪師說的，他一生學到的本

事，也就是這2個神祕的字——「無

事」了。

佛光新聞集錦

國際佛光會印尼蘇北協會佛光慈善基金

會助學組日前在棉蘭Regale國際大飯店舉

行慈善晚宴，慶祝助學組成立22周年，近

千人與會。協會輔導法師宗如法師感謝大

家熱心公益，這22年來，助學組順利幫助

近5百名學子完成學業。佛光之子Sugiman

表示，因為有助學組的幫助，讓他得以順

利取得學位和改善生活，並期許將來有能

力回饋社會。 （知有）

   印尼 佛光人慈善助學22年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即日起
～9／8

器蘊風華─黃大安柴燒
陶藝世界巡迴展

8／15
（四）

光明燈法會
（10：00am）

8／16～18
（五～日）

雲水禪心生命體驗營

8／18
（日）

英文共修法會
（1：30pm）

電視弘法：洛城18中文台
周一～周四（6：50pm）、周五（6：30pm）

【人間社記者蕭惠珠大樹報導】以「

禪是一朵花」為主題的2019年國際青年

生命禪學營，日前在佛光山登場；來自

馬來西亞、南非、日本、澳洲、法國、

捷克、西班牙、肯亞等20個國家地區，

近5百名青年學子齊聚，展開為期5天解

行並重的修持。

營主任佛光山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致

開幕詞時，說明星雲大師以「動中磨練

，靜中養成」8個字，概括禪者的修持

；禪學營除了禪坐，也介紹禪的歷史、

經典和如何活用，即屬「靜中養成」的

功夫。慧傳法師表示，大師來台弘法初

期，雖飽受艱困橫逆，始終能秉持禪定

的智慧和幽默，來化解各種難題，實歸

功於早年當學僧時，在禪堂「靜中養成

」的修持；希望學員也能把學得的智慧

禪心，活用在生活、家庭和工作中。

「禪是智慧之源，心靜才能開智慧！

」國際佛光會署理會長慈容法師說，生

【記者曹麗蕙專題報導】在偶藝師黃憲

章巧手操弄下，戲偶一會兒是廟口乩童搖

鈴、一會兒是清道夫撿垃圾，接著他邀小

朋友上台操偶，小男生原本不知所措，沒

多久就上手，黃憲章笑問：「是不是比夾

娃娃好玩呢？」

來自嘉義的黃憲章是國中小懸絲偶戲團

的指導老師，他加入在地元素，打造創意

台味懸絲偶。為何投入這門藝術？他笑說

，因經典影片《真善美》，激發他為懸絲

戲偶創作生命的意念。

黃憲章原從事廣告印刷、舞台道具製作

，16年前，有一位國小音樂老師拿《真善

美》影片中一段懸絲偶表演給他看，希望

他幫忙製作懸絲偶，讓學生表演音樂劇，

黃憲章說，「那時覺得挑戰滿大的，一切

得從零開始」。

現在，黃憲章擔任雲林北港國中、嘉義

大鄉國小懸絲偶團，以及團員平均年齡逾

70歲的「笑瞇瞇懸絲偶劇團」的指導老師

。他將表演內容結合在地故事，讓老人家

透過表演重溫古早農村生活。對於國中小

學生，他則讓小朋友發揮口白創意，打造

異想世界。黃憲章分享，曾有位學生要退

社，原因是「父母反對」，他深感不服，

心想：「懸絲偶有什麼不好？」便發願「

一生懸命」，用餘生提高懸絲偶價值。

在他心中戲偶不只是戲偶，他注入情感

【人間社記者羅雅馨巴西報導】國際佛

光會青年總團部2019年佛光青年會議日前

在佛光山如來寺舉行開幕典禮，共21個國

家地區、3百餘位青年齊聚一堂，展現學

佛青年的光和熱，並為傳承與信仰人間佛

教奉獻一己之力。

此次開幕典禮一大亮點，是全球31位佛

光青年授證，其中包括20位白象一級幹部

、4位白象二級幹部、1位白象三級幹部、

5位善財╱妙慧講師及1位天馬幹部，象徵

新的弘法責任就此展開。

凝聚共識 淨化人心

大會主席國際佛光會青年總團部執行長

慧傳法師表示，國際佛光青年幹部會議已

邁入第23屆，這是首次邁入南美洲舉辦，

完成5大洲活動的最後1塊拼圖。南美洲深

耕人間佛教30年，並且更加本土化，希望

如來寺能成為未來人間佛教在南美洲發揚

的根據地。

慧傳法師強調，佛光青年要發願將人間

佛教推廣到世界各地，讓佛教走入社區、

家庭，才能從根本處淨化人心，舉辦幹部

會議凝聚共識，才有意義與價值。

科蒂亞市副市長Almir Rodriguesda Rocha

表示，身為佛光青年，應善用現代科技，

與社會接軌，可以利用手機邀請身旁朋友

走進佛教殿堂，認識佛教，並成為佛教的

友好者。

Almir Rodriguesda Rocha提及他的學佛歷

程，在1997年曾和很多人一樣，對佛教充

滿好奇；認識如來寺後，「現在的我，可

以說是一位佛教徒。」

「這2天在活動中與大家相處互動後，

發現佛光青年最獨特的地方，就是擁有豐

富的想像力，常有新觀點出現。」駐巴西

代表處大使何建功進一步說，他從佛光青

年的眼神裡，發現自信與對信仰的堅定，

佛光青年非常有使命感與動力，全心全力

投入工作，這是佛光青年與社會青年最大

的不同，也是最吸引他的地方。

積極學習 擔負責任

如來寺住持妙遠法師希望青年發揮善財

童子五十三參的精神，把握每個學習的機

會；並勉勵青年要有菩薩心、青年力，共

同推動人間佛教。

隨後，青年將世界地圖模型緩緩推上舞

佛青聚巴西 共創人間美好

國際佛光會青年總團部2019年佛光青年會

議，在佛光山如來寺舉行開幕典禮。

 圖╱人間社記者林家禾

台，由台上貴賓將5顆大球放置在世界地

圖上方，象徵青年擔負人間佛教的弘化責

任，延續在5大洲開花結果，使佛光永普

照，法水永流長。之後，小隊輔帶領3百

位佛青幹部高歌由星雲大師作詞、紐約協

會傳燈分會陳澄慧作曲的大會主題曲〈I 

have faith〉（我有信仰），展現佛青對佛

教信仰的力量，以及佛教信仰創造的幸福

人生。

此次開幕儀式有國際佛光會東南亞副祕

書長覺誠法師、巴西華僑慈善基金會會長

劉國華及諸位輔導法師、佛光會代表與各

地青年與會。

大會在活動前一天，在如來寺成佛大道

上準備豐富的露天歡迎晚宴。而南美洲各

國佛光青年團帶來多元、豐富的當地特色

舞蹈，並有團康、歷年國際佛光青年會議

大會主題歌曲帶動全場青年舞動，熱鬧歡

樂的氛圍打破陌生的隔閡，交流文化與友

誼。

幽默禪心 青年學禪定智慧

命要飛黃騰達，有賴於非凡的智慧和心胸

；禪修可以讓心靜下來，讓人看清楚真正

的自己，學習做自己的主人。他引用蘇東

坡和佛印禪師的故事指出，圓滿的人生除

了知識，更需開智慧，期許學員深入體驗

禪帶給人的快樂，活出豐富的人生。

首度參加禪學營的李岡蒲，是美國波莫

納加州理工學院畢業生，在美留學時曾親

近西來寺，認識佛法並為生活充電。他表

示，生命有不同階段，會面臨不同考驗，

佛法總能讓他在挫折中重新站起，因此決

2019年國際青年生命禪學營，近5百名青

年學子齊聚。 圖╱人間社記者趙啟超

定把握機會參加禪學營，學習把佛法帶

入生活和事業中。

「看到來自全球各地的青年，展現對

佛法的強烈求知欲，勇於提問，打破我

對禪學營的認知。」也是首度參加的南

華大學傳播系畢業生楊才萱說，希望在

營隊中學習「提起正念」、「活在當下

」，深入佛法智慧。 

，讓戲偶彷彿有靈魂，他笑說：「這不就

像每個人來到世間，都有不同的恩賜、天

賦與使命，冥冥之中，上天透過無形的線

指引、影響著我們。」他認為找到自身天

賦後，就要全力以赴發揮。

在操偶藝術中，也能體悟人生，「解絲

線，如同解心結」，有位媽媽在研習課程

中，兩三下就把絲線打結弄亂，黃憲章饒

富禪味說：「妳慢慢把線解開，問題就會

解決了。」果然，她解開絲線後，連帶著

也心開意解了。

黃憲章已創作千尊偶頭，希望能和更多

團體合作製作戲碼，讓更多人接觸懸絲偶

，他強調：「我希望不管題材是什麼，都

要是歡樂戲碼，因為演一次，就能複製、

傳遞一次歡樂，大家自然而然能在歡笑聲

中接受偶戲藝術！」 

維也納佛光山住持覺容法師及國際佛光

會維也納協會會長林玉嬌、督導賈瑩等人

，日前將中文版《星雲大師全集》、英文

版《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贈送維也

納大學宗教研究所，由Dr. Freidl代表接受

。此次贈書由副所長Dr. Lukas Pokorny促

成，他建立「原文佛教書籍圖書館」，收

集逾百個不同佛教組織的圖書，「很高興

《全集》及《圖典》加入行列，對今後研

究佛教大有助益」。 （Martha）

奧地利 維也納大學典藏全集、圖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