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 來 自 印 度 北 方

邦一個農業家庭，2010

年就讀由華人僧侶設立

的沙彌學園，學園的老

師教導漢傳佛教還有近

代許多高僧大德提倡的

「人間佛教」。但那時

我還很小，才11歲，不

懂人間佛教是什麼，只

是覺得自己很有福報，

能學到很豐富的佛門律

儀與佛教思想，而後還

能 到 台 灣 的 佛 光 大 學

讀書。這都要感謝我的

師公，他把佛教弘揚到

五大洲，在全世界辦學

校，用教育的方法改善

社會、淨化人心，因此

我才有機會學到佛法的

美好。

如 果 有 人 問 我 ，

你喜歡佛門的生活嗎？

我一定會說：「當然喜

歡！」因為我覺得佛門

的生活很有價值，能夠

學習清淨善法，使我能

不斷進步，這不是很有

希望、很有意義嗎？ 

我 出 家 之 前 ， 對

於做事沒興趣，覺得做

事就是浪費時間而已。

此外，我認為煮飯只是

女眾應該去做的事情，

因為之前我住的地方只

有女眾在煮飯，下廚的

都是媽媽、姐姐、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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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男眾多在做的則

是 需 要 很 大 力 氣 的 工

作。但出家之後，在師

父、老師們的教導下，

我 透 過 種 種 的 生 活 作

務，而過得更充實、覺

得更有意義。

在出家以前，我不

知道未來何去何從，感

覺人生沒有前途；直到

出家以後，沙彌學園的

教育不斷增進我的信心

與能量，我於是漸漸看

到未來與希望了。

課 堂 上 常 常 聽 到

老師告訴我們：出家人

要有慈悲、要有智慧、

要忍耐、有耐心、要發

心等等。但說到容易做

到難，文字上的知識我

們都知道，當實際要用

在生活的時候，卻用不

上功夫。因此，生活在

僧 團 裡 會 有 一 些 事 情

需要承擔，這都是為了

讓我們多方學習、累積

經驗；最重要的是，只

有透過持續的實踐，才

能學習把佛法用在生活

中。

在沙彌學園，我會

被安排一些佛門工作，

其中我最害怕典座，因

為我不太會煮飯，感到

壓力很大。我不喜歡典

座的另一個原因，則是

因為典座是最辛苦的工

作 。 但 是 學 園 的 老 師

在 一 次 開 會 時 提 到 ：

「 雖 然 典 座 是 很 辛 苦

的修持，但是你們知道

嗎？以前的祖師大德，

幾乎都是從苦行中出身

的 。 」 學 園 的 老 師 慈

悲，教導我們要用感恩

心、供養心、菩提心來

服務大眾，心中要有大

眾而不要只想到自己的

辛苦而已。自從聽了老

師的開示之後，雖然我

不太會煮飯，但再也不

討厭典座了。 

當我輪到典座時，

才體會到典座同學的辛

苦，才體認到用餐前都

要行「五觀想」的重要

佛光大學開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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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五觀想就是要我們

在用餐之前，先提起感

恩 心 、 慚 愧 心 、 戒 慎

心、醫藥想和修道的志

願 。 這 些 觀 念 非 常 重

要，因為我們平常所吃

的飯菜，得來不易，都

是由農人墾植、灌溉、

施肥、收成，然後經由

商人販賣，典座人員的

淘洗、炊煮，最後才來

到我們的面前，這之間

不知已經花費多少人的

功 夫 與 心 血 ， 我 們 吃

到一頓飯是非常不容易

的。所以，當我們用餐

時，應該要心存感恩，

並 且 以 惜 福 的 心 來 領

受。我覺得這不只是佛

菩薩與修道人的修行，

也 是 作 為 人 應 有 的 態

度。我深深體會到，典

座雖然很辛苦，但卻是

一個培養慈悲心、感恩

心、發菩提心、忍耐與

修道的好機會。

而 除 了 典 座 之

外，我也很喜歡行堂，

因 為 我 覺 得 行 堂 就 是

在 實 踐 「 給 」 的 布 施

精 神 ， 能 「 給 」 就 歡

喜，能「給」就快樂。

「 給 」 ， 是 菩 薩 的 修

行。

我 讀 佛 光 大 學 ，

老師也教我們禪修。記

得在一次禪修課中，老

師的一句話讓我記憶猶

新。老師說：「太陽一

直以來都存在著，但是

有時候我們看不到它，

那 是 因 為 雲 海 蓋 住 了

它。」這句話對我的影

響很深。我體悟到，我

們大多數人在這個世界

佛光大學校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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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好像迷失了自己，正

是因為世俗有漏諸法影

響我們的身心，所以我

們看不到自己的本性，

看不到本來面目。我們

必須要了解禪修，不僅

是因為禪修是佛教的重

要修持法門，更是因為

透過禪修我們才可以觀

照自己，反求自己，更

新自己，禪修能讓我們

的身心不斷淨化。 

我 出 生 自 印 度 ，

一個曾經讓佛教誕生卻

也讓佛教退出主流舞台

的國度。今天，我之所

以能在佛門學習道理、

知識與技能，安心地學

佛、行佛，這都是仰賴

我的師公（星雲大師）─

一位華人─的因緣。

我在佛門已經十年

了，我們常常聽到佛菩

薩的故事，知道佛菩薩

很慈悲，但我從來沒有

看過那些佛菩薩。究竟

佛在哪裡、菩薩在哪裡

呢？常聽到人們說佛在

心中，也有人說佛的教

法就是如來。這些我都

相信，但總是很抽象，

不能深刻感受到佛菩薩

的形象。我想，師公為

了 佛 教 ， 受 過 很 多 苦

難，他能夠在那當中找

尋各種辦法克服困難，

從來沒有放棄過，我覺

得他真是人間救苦救難

的菩薩！

師公為了弘法，發

心投入文化與教育的貢

獻，在全世界創辦了很

多的學校。同時也創辦

報紙、國際組織與電視

台等，這些都是為了弘

百萬人興學功德碑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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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度眾、為了幫社會。

我看到師公的慈悲心，

他總是「別人第一，自

己第二；佛教第一，自

己第二」。我覺得師公

是人間的菩薩。

只要為社會奉獻犧

牲者，都可以是菩薩。

譬如近現代有很多推行

人間佛教運動的大德，

把教育、文化、慈善等

佛教事業深入世間，這

不就是人間菩薩行嗎？

教 團 的 七 眾 弟 子 ， 比

丘、比丘尼法師等，為

教 戮 力 奉 獻 ， 他 們 都

能成為菩薩啊！廣大的

功德主、信徒，也不都

是人間菩薩嗎？所以，

菩薩不分男女老少，對

家庭、社會、世界有貢

獻的，誰都可以成為菩

薩。

既然誰都能成為菩

薩，那我也發願要做大

菩薩。

無 論 在 沙 彌 學 園

或是佛光大學，每週都

要輪組做香燈、行堂、

典 座 等 。 當 我 做 香 燈

時，我會覺得今天來做

早晚課的同學，都是發

菩提心的菩薩。有菩提

心就是有善根，將來有

一日大家都會成佛，而

現在殿堂就是準備給未

來佛所用。當我有這一

念頭時，我就會特別用

心。又例如在典座時，

我覺得煮的飯菜是在供

養佛。行堂時，我也有

同樣的體會。我想，當

印度的沙彌遇見中國的菩薩

我有這樣的念頭時，我

也可以跟菩薩們同列了

吧！

此外，過去在沙彌

學園，老師常帶著我們

出去發放毛毯。印度熱

的時候是45度，冬天寒

冷的時候是10度，甚至

有時到5度。在新德里的

橋底下、貧民窟、馬路

等地方，都有很多人亟

盼保暖的毛毯，我們會

在晚上12點以後，出去

發毛毯給他們。另外，

我們也會去各地跟著義

工團做慈善義診，七天

佛光大學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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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看完七千多個病

患，幫助到需要我們幫

助的人們。回顧我十八

歲的生命，參加過這許

多慈善活動，就等待將

來更加發揮，成為好菩

薩！ 

我 希 望 大 家 都 能

夠成為菩薩，發自內心

的慈悲與喜捨、忍辱與

博愛，希望善法能在世

間傳遞。只要我們大家

一心奉行做好事、說好

話 、 存 好 心 ， 諸 惡 莫

作、眾善奉行，那麼人

間處處都是菩薩、處處

都是未來佛。我們既以

菩薩為職志，就應度一

切眾、應學一切法。在

菩薩道的學習過程中，

學會更多的技能技巧、

知識，讓我們一起成為

好菩薩，來利益眾生！

身為一個沙彌，我

深深感念今日所有一切

都是來自十方大眾的供

養，我何德何能，蒙受

十方大眾愛戴？我感到

非常的慚愧。因此，唯

有盡自己的本份，該做

事時勤勞發心、該讀書

時認真專注，把佛學的

基礎打好，不忘「復興

佛教」的使命。

以 前 在 沙 彌 學 園

時 ， 老 師 常 帶 我 們 討

論 印 度 佛 教 未 來 的 願

景，怎麼弘揚佛法、可

能 會 遇 到 哪 些 問 題 。

將 來 ， 我 希 望 所 學 到

的 人 間 佛 教 ， 傳 遍 印

度，乃至世界的每一個

角落。但是，我覺得自

己還要繼續勇猛精進，

每天都要有一些成長，

並且要修持，因為時光

不會倒流，我只能更加

努力！

從佛光大學遠眺蘭陽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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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銀行匯款
土地銀行仁愛分行
帳號：057-001-007-663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慧炬雜誌社

2.ATM轉帳
帳號：057-001-007-663
土地銀行(銀行代碼：005)
※採用上述兩種方式者，請將匯款單

或ATM收據及姓名、地址、電話，
傳真至(02)2708 -505 4，並 來電
(02)2707-5802確認。

3.郵政劃撥：00034845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慧炬雜誌社
請於劃撥單通訊欄註明：
□免寄收據
□請寄收據(可報稅用)/ 
     收據姓名：_

4.使用二維碼捐款方式
（1）操作方式：

①開啟「        台灣行動支付（台灣Pay）」APP➡點選「掃描
收付」➡掃描本頁左下QR CODE圖檔➡輸入金額➡輸入
「交易密碼」➡確認➡交易成功

②開啟「行動銀行」APP➡點選「行動銀行Pay」圖示➡掃描
本頁左下QR CODE圖檔➡輸入金額➡確定➡輸入「交易
密碼」➡確認➡交易成功

（2）如須開立收據或詢問捐款相關問題，請洽（02）2707-5802分機215

（3）        台灣行動支付（台灣Pay）APP啟用說明
請於手機下載「        台灣行動支付（台灣Pay）｣APP➡註冊帳號
➡新增卡片➡推廣行員代號（非必填，可略過）➡開始啟用

（4）網路銀行「行動銀行APP」啟用說明
①開啟「行動銀行APP」➡點選「行動密碼」圖示➡輸入手

機號碼（接收簡訊用）➡「開通密碼」➡輸入「開通密碼」並
設定「交易密碼」➡完成開通作業（交易密碼最好跟提款卡一
致，避免忘記）

②開啟「行動銀行APP」➡點選「行動銀行Pay」圖示➡開通
「行動服務」➡推廣行員代號（非必填，可略過）➡閱讀「QR 
CODE啟用同意書」➡點選同意➡開始啟用

         台灣行動支付（台灣Pay）APP可支援的銀行：

網路銀行「行動銀行APP」可支援的銀行：

親愛的法友：

正法的流傳，需要許多人的護持，慧炬有您的支持與贊助，才能在弘法利生的
道業上繼續努力。佛法說，只要把一杯水倒入大海，這杯水就可以跟大海結合
在一起；只要大海在，這杯水就會永遠存在。您的涓滴布施、發心付出，都會
像這杯水一樣，匯流至成佛的菩提大海之中，永遠不會乾涸。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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