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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it Times
CA一念誠心，諸緣感應；

十分懷恩，人天歡喜。

哪一處是你的？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清末民初的冶開禪師，江蘇揚州人

，出生後即不染葷腥，12歲出家，17

歲受具足戒。他氣宇軒昂，深受師祖

蓮庵老人的器重，曾先後到常州天寧

寺參學、鎮江金山江天寺習禪，後來

得法於常州天寧寺的定念和尚。有一

天，他在金山江天寺禪堂坐禪，聽到

維那師叫喚當值師放下布簾時，忽然

身心脫落，罣礙盡除。

有一次，一位日本僧人大仁行本禪

者聽人談起冶開禪師的事，心中很不

服氣，特地準備了一些佛教經句要向

他挑戰。大仁行本禪者一見到冶開禪

師，不等他開口，就氣燄高張地提出

一連串的問題問難。

冶開禪師看對方來意不善，並沒有

加以理會。等到大仁行本將他帶來的

問題質詢得差不多了，正一臉洋洋得

意時，冶開禪師忽然開口問說：「你

說了那麼多，說來說去都是別人的東

西。現在，我要請問你，離開了古人

的言行，還有哪一處是你的？」

這一問猶如當頭棒喝，讓大仁行本

當下為之語塞，冷汗直流。過了一會

兒，才滿臉羞愧地拜別而去。

佛教的修道人，常常是我執易除，

法執難除，經常為了點滴芝麻綠豆大

的佛法義理，互相爭執不休。在印度

，辯論的風氣瀰漫全印，在中國，有

謂各立門戶，也都是為了法執。

日本的佛教，本由中國傳入，應該

中日佛教自有傳承，但是時間一久，

再好的佛法，也會走樣。就如這位大

仁行本禪者，勇氣雖佳，修行終究不

夠，在冶開禪師這麼簡單的回應下，

也只有知難而退了。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即日起
~5／10

佛心禪藝─有紀法師創作巡
迴展（地點：西來寺佛光緣
美術館，周一休館）

3／22
（日）

共修法會
（線上視訊，10：00am）

3／24
（二）

光明燈法會
（線上視訊，10：00am）

3／29
（日）

共修法會
（線上視訊，10：00am）

電視弘法：洛城18中文台
周一至周四（6：50pm）、周五（6：30pm）

佛光新聞集錦

紐西蘭奧克蘭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日前舉行社團博覽會，近2百

個社團設置攤位；成立第7年的「佛光社

團」也參與博覽會，佛青們準備祈願卡、

宣傳手冊、祈福樹等，吸引許多人的目光

。紐西蘭工黨國會議員暨少數民族事務部

次長Michael Wood、紐西蘭國家黨候選議

員Christopher Luxon也前來了解佛光社團

的運作。Christopher Luxon讚歎北島佛光

山為國家社會所做的貢獻，勉勵青年要繼

續努力護持道場，並且不忘初心。Michael 

Wood分享參加道場活動的經驗，非常贊

同佛光山的「三好、四給」理念，祝福佛

光社團能召集更多的青年生力軍，一起服

務社會。 （張爽）

  紐西蘭 奧大佛光社團邀學子入社

【記者邱榆蕙新北報導】西畫家林照鈞

，國中時便展現繪畫天分，經常在縣市美

術比賽得獎，16歲離鄉到台北學畫，半工

半讀完成學業，18歲便拿下各類美展前3

名，卻成為他心中難以突破的瓶頸。之後

轉向研究當代藝術，在一次家鄉的廟會盛

事中，從群眾的凝聚力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令他再以「人」為出發點，重拾畫筆。

來自雲林斗南的林照鈞，出生於半農半

工的家庭，是個吃番薯飯長大的鄉下孩子

，家境並不富裕，原想念電子科賺錢，然

而，國中時經常被美術老師稱讚，也經常

獲獎，心想「老天似乎給了我一點天分」

，15歲時考上復興美工，隻身北上半工半

讀完成學業，後就讀文化大學美術系，自

1990年開始，常獲得水彩、油畫比賽前3

名。

團結一心 只為信仰

當時林照鈞覺得自己還不足，曾回到母

校復興美工教書3年，卻沒有時間繼續創

作，之後考取台灣藝術大學造形研究所，

轉向研究當代藝術影像，接觸程式、電腦

，學習當代展覽流行的聲光互動效果，面

對冰冷的機器，他還是覺得少了些什麼，

甚至專心做起木工，希望傾聽內心的聲音

。直到有一次回鄉，在北港媽祖廟遇到媽

祖出巡的盛事，他看見龐大的群眾聚集，

深感「信仰的力量」不可思議，用相機拍

下當天所見所聞，回家重拾畫筆，畫下令

他感動的溫度。

林照鈞認為，台灣廟會很有趣，民眾變

得更團結一心，有人免費供餐，有人熱心

維持秩序，都是不求回報的付出，為想完

整呈現大眾信仰的虔誠、熱忱與溫度，構

圖時，他不特意刻畫個別面孔與五官，而

是將重點放在每個人的動作，因而產出人

文風景系列作品。

「我曾經去其他亞洲國家看過廟會，卻

沒有一個地方像台灣那麼盛大。」林照鈞

看見台灣人在宗教信仰上的湧現，在構圖

上，比起特寫他更傾向大景，將八家將、

搶神轎、龐大的信眾等在地人文景觀畫在

一塊，很少畫家會這麼做。

千年洗禮 情感依舊

林照鈞一向忠於隨興而起的創作，不太

跟隨市場取向，畫岩石時，他偏偏以逆光

角度描摹，展現強烈的個人風格，也曾畫

過超現實的孩子遊戲場景，特別將動物畫

西畫家林照鈞從廟會中看見信仰的力量，

因而畫下人文風景系列作品，呈現大眾信仰

的虔誠、熱忱與溫度 。 圖／記者邱榆蕙

看見信仰力量 畫下感動溫度

成摺紙，在槍口放上一朵百合，點綴孩子

們的美好童年。

「人」是他學畫至今不曾抽離的主角，

他認為最有溫度還是大眾，也許經過千年

、萬年的洗禮，人們不認識過去的文化或

歷史，然而，見到畫中人物，猶能明白人

與人之間的互動與感情。

今年48歲的林照鈞笑說，隨著年紀增長

，創作理念也有所改變，年輕時，想表現

得很華麗、很酷炫，現在回頭看覺得「做

作」，假裝痛苦、假裝快樂，都像是加油

添醋，現在他想將自己過多的想法拿掉，

愈來愈簡單、乾淨。

科班出身的林照鈞，受到台藝大現任校

長陳志誠的影響，作畫時不預設立場，同

樣一件事，眾說紛紜，長者看到一朵花在

頭上叫做「美」，年輕人可能就覺「俗」

了，所以他不準備帶給觀者什麼，只專注

如何將美的各種型式做出，「理性給我，

感性留給觀者」。

2020佛光童軍組訓人員培訓營日前在高

雄佛光三好營地舉行，為期3天的自主訓

練，有近30位組訓人員參加。佛光童軍總

部執行長李耀淳表示，「危機就是新的契

機，雖然疫情讓許多活動無法順利推展，

卻是讓大家好好提升能量的時機」，提醒

組訓人員要相互請益，教學相長共同成就

，除了培育更多三好幼苗外，也能提攜更

多服務員的教學能量。 （陳妍伊）

  台灣 佛光童軍集訓提升教學能量

【人間社記者邱俊傑東方市報導】巴拉

圭佛朗哥總統市市長Roque Godoy、社會

福利局局長Selva Orrego，3日至中巴佛光

康寧醫院，由國際佛光會巴拉圭華人慈善

基金會副會長王德銘率領理監事等一行人

負責迎接。當天，市長參訪康寧醫院及進

行慈善交流，並捐贈10噸大豆給基金會。

佛光人以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推動的「

三好、四給」為慈善準則，基金會於總統

市設有18處愛心豆漿站，每個星期由義工

生產1至2次豆漿，並利用豆渣製成副食品

提供貧困大眾食用，為該市解決不少貧困

居民飢餓的問題。

今年是基金會第4次接受市長贈與的大

豆，Roque Godoy曾公開表示，他初上任

市長時，就為貧困居民的民生問題所困擾

，而當時基金會就主動聯繫，所以他很感

激基金會對當地居民所做的一切，也很珍

惜這段因緣。市長盼能將豆漿站引進該市

市立醫院，福利更多病患。

王德銘說道，最近幾年的經濟持續下滑

，尤其今年因新冠病毒衝擊經濟，隨著疫

情蔓延，全球均無法倖免於難。值此之際

，這項善舉無疑是雪中送炭，彼此互助，

也是今後構築台巴關係的堅實基礎。

國際佛光會巴拉圭華人慈善基金會的服

務宗旨即為幫助社會弱勢族群，當有災情

或需要救助的時候，總是迅速伸出援手，

盡力幫助弱勢度過難關，無私地對外援助

，也感動著那些受助的民眾。 

【人間社記者智耕洛杉磯報導】自新冠

病毒在美國蔓延，佛光山西來寺為了避免

信眾群聚感染的風險，3月起，將法會共

修及人間學院課程，調整為線上視訊。8

日，西來寺舉行第一次的線上視訊周日共

修，逾千人透過手機、電腦同誦《觀世音

菩薩普門品》及星雲大師〈為新型肺炎疫

情向觀世音菩薩祈願文〉，為疫情祈福。

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透過線上直播表示

，自古人類社會經歷戰爭、瘟疫、飢饉等

苦難，面對一次次的挑戰而更堅強、更進

步，智慧也隨之增長。面對當前疫情，個

人除了做好健康管理及預防措施外，也要

照顧好自己的內心；生活上雖有種種負面

的影響，應引導自心保持慈悲、清淨。願

此共修回向所有受疫情所苦的人，透過佛

菩薩加持，令此疫情早日消除，所有人健

康吉祥、平安順利。

偌大的大雄寶殿裡，由慧東法師帶領10

餘位法師共修，悠揚的梵音在殿內迴盪，

雖與往日海會雲集的景象有所不同，但千

餘人透過科技的便利，也能超越時空的限

制，隨經聲佛號觀想，沉澱動盪的身心。

從洛杉磯搬到紐約的信眾林師姐分享

：「自從搬到紐約州後，就沒機會共修了

。今天有幸能參與，非常感動。」Julie、

Kathy也迫不及待地在通訊群組裡發言，

雖然因疫情的原因無法到寺院，但在家中

透過視訊同步共修，與法師們異地同心，

感覺非常好。

西來寺視訊共修 千人線上精進

佛光山西來寺舉行第一次的線上視訊周日

共修，由住持慧東法師帶領10餘位法師共修

，當天逾千人透過手機、電腦參與。 

 圖╱人間社記者智耕

佛朗哥總統市慈善交流 市長捐10噸大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