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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強勢之人，刀鋒銳利，

損人又不利己；和眾之

人，刀鋒圓鈍，護己且

不傷人。

說與行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唐朝的時候，有一位大慈寰中禪師

，他是洪州百丈懷海禪師的法嗣弟子

，後來駐錫於浙江杭州的大慈山。某

天，有位雲水僧前來，在大慈寰中禪

師的座下參學，一段時間之後，雲水

僧又前往江西參禮洞山良价禪師。

這名年輕的學僧到了洞山良价禪師

的禪院，表明來意後，洞山良价禪師

便問他：「既然你是從大慈山那裡過

來的，那你說說看，最近大慈寰中和

尚是用什麼法語來接引學人的呢？」

年輕的學僧恭敬地回答說：「大慈

寰中禪師最近常對學人開示：『說得

一丈，不如去行一尺；說得一尺，不

如去行一寸。』」

洞山良价禪師聽了，微微一笑說：

「可是我這裡的說法卻有所不同。」

學僧不明白，繼續問說：「那麼，

請禪師開示，是如何不同呢？」

洞山良价禪師說：「口中說的，是

行不得的；身體去行的，是說不得的

。」這名年輕的雲水僧當下會意，於

是就留在洞山良价禪師的門下學習禪

法。

有人說這世界上，中國人說了不做

，日本人邊做邊說，德國人做了不說

。其實，禪門雖不立語言文字，有的

時候也都是做了不說；假如有所說，

也都是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話，要你

另外去會意。所以，洞山良价禪師才

說我這裡只做不說，這正是為大慈寰

中禪師的「說得一丈，不如去行一尺

；說得一尺，不如去行一寸」做一個

註解，表示禪意相通也！

時間 活動名稱

即日起 佛光山西來寺暫停開放

10／31
（六）

光明燈法會
（線上視訊，10：00am）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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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光山西來寺近期活動

� 圖／李蕭錕

【人間社記者李生鳳大樹報導】佛光山

藏經樓於今年新春期間以「歡喜自在」為

主題，舉辦「美．藏在鏡頭裡」創作比賽

，涵蓋手機微電影、攝影、繪畫等類別，

透過鏡頭、畫筆，探尋生活周遭的真善美

。日前結合法寶講座，於藏經樓的法寶堂

舉辦「慈悲觀音力．人間淨土現」暨「美

．藏在鏡頭裡」頒獎典禮。

最佳環境教育 啟迪人心

佛光山藏經樓堂主覺元法師致詞時，特

別轉達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對大家的關心

，「大師表示他很好，也很思念各位，向

大家問好，祝福與會者歡喜自在」，也代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長老對大家問候。

此次比賽是藏經樓新春系列活動之一，藉

著新春全家來山時，能一遊藏經樓，並將

美好的畫面透過鏡頭呈現予有緣人。佛光

山的建築、景觀宏偉優美，是最佳的環境

教育，可以啟迪人心，令見者、聞者心生

歡喜、使發菩提清淨願。

所謂的「美．藏在鏡頭裡」，是希望大

家藉此「觀照」，增加對美的覺察力，提

升對環境的敏銳度，觀照身邊的人事物，

讓人生的每一刻都是美的鏡頭，時時歡喜

自在。

此次參賽作品獲評審一致肯定，皆為用

心製作且有高水準之創作。擔任評審的天

暢國際公司董事長古富翔表示，評選標準

涵蓋構圖、流暢度、是否完整呈現藏經樓

，以及流量、點擊率等，評審稱讚佛光山

從宗教跨到多媒體，走在前端且吸引年輕

人。

傳遞美與善念 令人動容

評審之一的華影國際影藝公司執行長鄒

介中表示，有些作品已經很成熟，可以將

想要傳達的內涵精準表達。他鼓勵新手多

方嘗試，這次很令人感動的是，部分參賽

者在技術上或許不是很純熟，但可以感受

到在傳遞美與善念的用心與努力，令人動

容。

屏東縣心象攝影學會榮譽理事長劉盛興

表示，無論成績如何，希望大家保持平常

心，透過攝影和佛光山結下善緣，相信會

帶給大家許多歡喜。

覺元法師稱讚繪畫類作品，從小朋友的

畫可以看到他們純真的心；青少年組作品

有的涵蓋人生哲理，讓評審們深感震撼；

社會組更是高手雲集，作品富具引人入勝

之功。

此次頒獎予手機微電影、手機Vlog、攝

影、繪畫等類別，包括網路人氣獎等共39

個獎項、36名獲獎人，作品在藏經樓相關

社群網站平台推出，攝影、繪畫類在法寶

堂展出，並結合AR讓大眾有多元體驗。

即日起至12月30日止，獲獎作品於佛光山

藏經樓（法寶堂）展出；亦可連結佛光山

藏經樓官網：https://fgsdharma.org/，欣賞

得獎作品 。

鏡頭、畫筆 探尋藏經樓真善美

扌佛光山藏經樓舉辦「慈悲觀音力．人

間淨土現」暨「美．藏在鏡頭裡」頒獎

典禮，佛光山藏經樓堂主覺元法師（左3

）為繪畫類頒獎。

➡攝影類第1名：董勝安〈歡喜滿人間〉。

� 圖╱佛光山藏經樓提供

人間音緣音樂會 疫情期間暖人心
【人間社記者蔣祖芬、真裕連線報導】

「2020北美洲人間音緣音樂會」10月18日

在YouTube Live 直播平台隆重登場。這場

為傳遞慈悲和歡喜的線上音樂會，由國際

佛光會世界總會主辦，美東紐約和佛州、

美西洛杉磯和溫哥華等4個協會共同承辦

，北美洲27個協會協辦。打破各自舉辦人

間音緣的紀錄，成功集結逾千位北美佛光

人，呈現一場高水準的音樂饗宴。

音樂會在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佛光會

世界總會署理事長慈容法師、國際佛光會

世界總會祕書長覺培法師致歡迎詞後揭開

序幕。

心保和尚開示，星雲大師人間音緣歌詞

裡有很深的佛法，可以讓我們身心安住，

透過舉辦人間音緣音樂會，帶動家庭，讓

佛法信仰傳承，在國際弘法更上一層樓。

慈容法師表示，人間音緣是大師很用心寫

出來的詞，且佛教音樂不是只有誦經和唱

讚，透過音樂家的譜曲、大師歌詞中的佛

法，更能體會佛教的偉大；用佛教音樂傳

播佛法，與大眾廣結善緣。

這場史無前例的音樂會跨越時空和種族

，近300首參賽作品來自美國、加拿大及

南美洲哥斯大黎加等多國佛光人創作，最

終選出48件進入總決賽。參賽者唱出自己

的信念和特色，以及摯愛生命的熱情。

7位總決賽評審委員就入圍歌曲的技巧

、音準、感情、音色、台風、創意、服裝

等評審標準，選出12位優勝獲獎者及8個

特別獎。其中第1名由溫哥華佛光青年史

庭如以〈生命可以不同〉奪得，傳達佛光

青年協助弘法的使命，得到評審老師一致

肯定。得獎者中有小朋友、青年、夫妻、

家人、佛光分會的組合，可見人間音緣歌

曲的普及性。

壓軸節目〈為僧之道〉，北美洲各別分

會法師們親切不失威儀的身影、梵唄讚頌

北美洲人間音緣音樂會線上舉行，播放48

首總決賽歌曲。� 圖╱佛光山紐約道場提供

如天籟般的音聲，將星雲大師字裡行間的

叮嚀和期望，深深刻印在聽眾心中，成為

節目最高潮，也為整場音樂會畫下完美的

句點。

【人間社記者喜琛馬尼拉報導】佛光

山菲律賓光明大學宿霧藝術學院執行主

任Junrey Alayacyac，同時身兼三好大使

，在疫情期間，他致力於雲端為光大生

上課，甚至回到家鄉免費為孩子上課、

設立「希望之盆」（Pots Of Hope），

指導婦女如何照顧花園裡的植物，進而

販售獲利，添補孩子需要的文具用品。

【記者江俊亮嘉義報導】擁有甜美笑容

的陳芃彣，因一場車禍奪去胞姐生命，她

的左手也功能全失，讓她足不出戶；轉念

之後，求職路上卻碰壁百餘次，但她仍不

放棄，如今在女性藥癮者安置機構「蛻變

驛園」任職，以行動告訴藥癮者「少了一

隻手，還是可以活得很精采」。

今年36歲的陳芃彣說，她念大學時與姐

姐發生車禍，造成姐姐不幸往生，她則身

受重傷，左手神經叢受損而失去功能，為

此她把自己關在家裡整整3年。「在那一

段黑暗歲月裡，我不斷怨天尤人，埋怨老

天爺為何不讓自己走？為何走的是姐姐？

」也因此讓她罹患憂鬱症，被強制送醫。

後來，陳芃彣不忍父母總是以淚洗面，

決定轉念面對。她說，當轉換心境時，會

發現人生中的所有憂慮，都變得微不足道

。求職近2年她被婉拒100多次，「雖然感

覺很挫折，但發現雇主都是委婉拒絕，因

此我仍然相信，人心還是很善良的」。後

來，她透過就業中心推介，擔任蒜頭國小

約聘僱人員，負責文書工作。

陳芃彣很珍惜工作機會，工作不僅讓她

有了自信心與成就感，也讓她找到存在的

價值。今年3月，她更挑戰女性藥癮者安

置機構「蛻變驛園」的行政人員。她發現

女性藥癮住民，很沒自信、很自卑，因面

臨出獄後的求職謀生問題，讓她們不知該

怎麼辦，於是陳芃彣用自己走出憂鬱的經

驗，跟她們說：「我一隻手都可以了，妳

們四肢健全，不要害怕，勇敢走出去！」

陳芃彣感謝丈夫，在她受傷之後，對自

己不離不棄，兩人在10年前結為連理，如

今丈夫在醫療廠商擔任護理人員，夫妻倆

共同撫育一對分別為8歲、2歲的兒子。

陳芃彣笑說，她與夫婿的故事猶如電視

八點檔，自己左手失去功能後，擔心丈夫

的家人嫌棄，因此主動提出分手的要求，

但丈夫卻堅定地跟她說：「我喜歡妳的內

在，而不是外表；如果妳無法做家事，我

可以幫妳做。」她說，聽到這句話，只能

說：「謝謝老天爺！」

單手女孩走出憂鬱 拉回藥癮者 菲律賓希望之盆 扎根貧童教育
Junrey Alayacyac表示，菲律賓實施封

城防疫，他回到宿霧Ronda鎮，幾個月

來，他就地實行三好大使的任務，贈送

居民「三好口罩」。他發現許多孩童在

學習的黃金時期，因經濟問題大多無法

上學，便跟著父親去耕種或出海賺錢。

看著許多貧困家庭都有片小花園，讓

對植物就有興趣的Junrey Alayacyac，腦

海閃過一個念頭：要讓更多人獲得植栽

能力。因此，「希望之盆」就如此誕生

。Junrey Alayacyac亦包辦孩子們閱讀、

寫作、表演藝術和生活教育，希望藉由

耕耘「好」的種子，使他們成為好人和

有能力的人。這項計畫獲得家長及社區

的支持，菲律賓媒體也來採訪報導，至

今已有40位孩子獲益。

➡Junrey�Alayacyac（右）帶領孩子增加對

植物的認識。� 圖／佛光山萬年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