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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的三寶山

佛光山開山祖師星雲大師

前言

佛光山 1967 年開山時，我就設立了人間佛教弘法四大宗旨：

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

人心。現在佛光山經過了第一個 50 年建設，在硬體上大致的建構

已經是三寶俱全的系統，因此在第二個 50 年，仍然以文化、教育

為續佛慧命的重心，由宗務委員會領導，從原來的五院十會調整為

三寶山，繼續推動弘揚人間佛教。

「佛寶山」是佛陀紀念館，代表以文化弘揚佛法；「法寶山」

是藏經樓，代表以教育培養人才，有人間佛教研究院及各種僧信教

育機構；「僧寶山」是佛光山，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

由本山都監院、海外巡監院共同指導、協助佛光山 300餘所別分院，

舉辦各種法會、活動，以及和信徒往來、各團體機關來山參訪的事

宜。現在的佛光山，應該也可以稱作「三寶山」，所以，談到佛光

山的管理法，當從佛、法、僧三寶來說起。現在就著佛光山宗務委

員會轄下的三寶山，介紹給大家了解，佛光山未來推動人間佛教的

發展情況。

佛寶山：為了佛教，佛寶為尊

你想進入佛陀的世界嗎？你想回歸佛陀的時代嗎？你希望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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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本來面目嗎？你希望淨化自己的心靈嗎？你不妨到比鄰佛光

山的佛陀紀念館一行！ 

如你想擴大自我的生命，你想提升自己的性靈，你可以到佛陀

紀念館來瞻仰、禮拜佛陀的真身舍利！這裡是一所佛陀的學校，佛

教的博物館。

到了佛陀紀念館，你可以在山門前的廣場下車，步行進入禮敬

大廳，這時你會看到大廳門口，左有雄獅、右有大象，各自帶著幼

小的獅、象群，歡迎你的到來。獅子吼聲震天下，代表智慧；大象

威力勇猛直前，是實踐的表徵，左獅右象代表解行並重、福慧共修。

禮敬大廳外觀宛如一座城堡，建坪約 5,000 平方公尺（1,400

坪），地下一層，地上三層。一樓大廳有服務台、文物流通處、店

佛光山的三寶山

佛陀紀念館禮敬大廳前的左雄獅、右大象，代表解行並重、福慧共修。



4

　　　　　   學報‧藝文│第五十四期

家，方便遊客飲食及購物的需求。在禮敬大廳，你可以享用免費的

佛光茶，稍事休息；你也可以花個零錢，買一些紀念品。為什麼叫

「禮敬大廳」呢？有二個涵義，一是追求佛法真理，要從禮敬中求。

二是每一個來館的人，都是來拜佛、學佛，我都要禮敬、照顧他的

需求。因此，禮敬大廳照顧我們生理的需求，俾能身安道隆，安穩

邁向追求真理之路。

通過禮敬大廳，走上成佛大道，迎面一尊 48 米高的佛光大佛

巍然聳立，莊嚴的佛相金容眉眼含笑，讓人一見頓時心生歡喜，感

動之情更是油然湧現。

大佛座前，一棟黃砂岩外牆的宏偉建築， 四平八穩的座落在廣

袤遼闊的天地間，非凡的氣勢中隱含靜穆，給人莊重、祥和之感，

這就是代表「本師釋迦牟尼佛」，也是佛陀紀念館的主體建築「本

館」。

本館與禮敬大廳相距 567 米，貫通其間的成佛大道，兩旁有八

座高 38 米的中國式寶塔兩兩相對。塔與塔之間植滿綠色草皮，在

大片如茵的草地上，一排紫羅蘭植栽點綴其間，更顯秀麗雅致，風

光無限。這裡可供學校做戶外教學，尤其在菩提樹下、小亭台上，

師生們可以靜靜的享受大自然與佛光加持的智慧。

八座寶塔分別名為：一教、二眾、三好、四給、五和、六度、

七誡、八道；每一座塔的名稱，都蘊含無限深意，都在引導著我們

走上人間佛教之路。

八塔的基座，均設有不同的功能，尤其七誡塔設有客堂，供應

茶水，以及陳列各種文物、書籍。你可以在此閱讀、休憩，或是喝

茶談天，也可以申請其中一間， 作為家人共聚的專屬空間。

八道塔有簡報室，提供各種資訊及諮詢服務；四給塔有百千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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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都是經過白話詮釋、注解，淺顯易懂，不但可以讓你大飽眼

福，此中蘊含哲思與智慧的佛法真理，都是充實人生不可或缺的精

神食糧。

基座之上，每塔各有七層，每一層分別收藏了各種佛教珍貴的

寶物，稱為「天宮」。珍藏在 56 個天宮裡的寶物，未來將視需要

對外開放，提供十方大眾參觀，但須提出申請。相對的，另有 48

個「地宮」，則要等每百年才開啟一座， 甚至地宮所在位置並不對

外公開，就留給大家去猜想了！ 

從成佛大道望去，八座寶塔各自獨立於天地之間，但其實左右

各有一條長廊，從禮敬大廳環繞八塔直到本館，形成南北連線、前

後貫通的南北長廊。平時不但可以遮陽避雨，尤其在靠近禮敬大廳

的長廊牆上，一邊刻著「佛光山開山記」，一邊是「佛陀紀念館建

館緣起」，都是中、英文對照。你想了解佛光山及佛館的紀事、未

來，不妨佇足一讀；你也可以向服務台索取書冊，回家後仔細琢磨。

當然，如果你的精神好、體力夠，還可以繼續漫步在長廊上，

細細欣賞「千家寺院、百萬人士共建佛陀紀念館」的功德芳名，那

是一片蘊含歷史意義，內含歡喜、感恩的功德碑牆。碑牆的另外一

面，則為名藝術家豐子愷先生的《護生圖》浮雕，是由現代藝術家

一筆一畫精心彩繪上去，共有 72 幅，每一幅畫都是最佳的生命教

育教材，又搭配浮雕《佛光菜根譚》14 幅，啟示著我們要尊重、愛

惜生命，因為生命無上寶貴。

通過 300 公尺的成佛大道，接著就是「萬人照相台」了。這裡

有 37 個階梯，象徵「三十七道品」。站在台階上，面向東，背後

是一尊世界最高大的銅鑄坐佛；轉身向西，則有八座莊嚴的寶塔為

背景。假如你想留影紀念，不管面東向西，無論迎著晨曦、踩著夕

佛光山的三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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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都能讓你和佛陀紀念館留下最珍貴、美麗的一刻。

過了萬人照相台，前面的「菩提廣場」可供萬人以上集會辦活

動。在廣場兩邊，種植著兩排高大的小葉欖仁樹，樹下有 18 尊栩

栩如生的「十八羅漢」，分別是佛陀的十大弟子，外加迦留陀夷、

賓頭盧、周利槃陀伽 3 位尊者，以及降龍、伏虎羅漢；另外還有 3

尊女性羅漢，他們是大愛道比丘尼及妙賢和蓮花色比丘尼，象徵著

佛教倡導「男女平等」的精神。 

在菩提廣場兩邊的長廊上，刻有 22 幅的《佛陀行化圖》，如

佛陀為父擔棺，以及佛陀慈度尼提的行誼事蹟。其中並配合著古德

偈語 22 幅。

經過「菩提廣場」，在進入「本館」前，可以看到門前分立著

中國佛教八宗的祖師，一邊是重視「行門」的禪宗達摩祖師、淨土

宗慧遠大師、律宗道宣律師、密宗善無畏大師；另一邊則是以「解

門」為重的天台宗智者大師、華嚴宗賢首大師、法相宗玄奘大師、

三論宗嘉祥大師等。

萬人音樂會後，星雲大師與來自全球五十個國家地區的愛樂人，在菩提廣場留下
歷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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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過了廣場周邊的環境，如果你還意猶未盡，不想馬上進入

本館，也可以從長廊的邊門往外走上「環館道路」，順著道路環館

一周共 2,200 百公尺（2.2 公里），你會看到左邊有一「靈山」。未

來希望市政府能通過我們的申請設立禪窟， 讓來到佛館的人，都可

以申請到裡面打坐一天，暫時遠離塵囂，靜靜享受禪悅法喜，那可

真是人間的淨土啊！

右邊除了有一條「恆河」蜿蜒流過，並有一座花木扶疏的「祇

樹給孤獨園」。祇園裡種植著菩提樹、香樟、桃花心木、林投樹等

各色樹木花草，並有亭台樓閣，小橋流水，以及山洞、瀑布等園藝

造景，讓人彷彿置身在淨土的園林一般。

園中設有樟樹林滴水坊，與榕樹林雙閣樓滴水坊相互對望，你

可以在此自由享用蔬食；園中的親子小舞台，可以讓你的小兒女登

台高歌，親子同歡，共享天倫，也是美麗的回憶。

走在環館道路上，你還可以看到菩提廣場外牆有 40 幅的《禪

畫禪話》，圖文並茂的述說著禪門故事，如〈月亮偷不去〉、〈自

傘自度〉、〈不能代替〉、〈通身是眼〉等，每一則都富含禪機與

哲理，可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至此可以進入本館了。本館占地 14,000 平方公尺（4,300 坪），

古色古香的黃砂岩砌成的外牆，讓人一見油然生起思古之幽情，彷

彿到了印度佛地，不禁發出「佛在世時我沉淪，佛滅度後我出生」

的感嘆！但隨即又會深感何其有幸，今朝來到佛陀紀念館，得以親

睹供奉在這裡的佛陀真身舍利，總算又能重新沐浴著佛陀的慈光照

耀。

本館樓分五層，地上一層是大堂，除了可供人休息、聯誼、談

話之外，裡面有「三殿」、「四館」。三座殿堂是：「普陀洛伽山

佛光山的三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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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殿」，以及「金佛殿」與「玉佛殿」。金、玉佛殿中，佛館的

建設象徵南、北傳佛教的融合，分別供奉著泰國僧王所贈送的金

佛，以及產自緬甸珍奇白玉雕刻而成的臥佛。

在金佛殿裡，你可以祈求法語，希望佛陀為我們救苦救難；你

也可以在金佛殿裡對佛陀獻花、禮拜，或是跟服務人員詢問佛法。

金佛殿之後的「玉佛殿」，除了供奉臥佛以及佛陀的真身舍利，

另有東方琉璃世界與西方極樂世界的彩色玉雕。左右兩面木牆更有

來自世界各國、以各種香木雕刻成的寶塔，蔚為塔林，是佛陀度眾

的聖地。如果你要參拜，歡迎事先預約，屆時會有專人為你引導、

說明。

除此之外，另設有四館，第一館是「地宮還原館」，收藏了來

自世界各地的地宮文物。這是台灣震旦行花了數十年時間收集，經

過無數專家召開數十次會議，決定把地宮還原，供人欣賞。因此，

來自世界各地人士至佛陀紀念館玉佛殿參拜佛陀真身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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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了解過去許多知名地宮的情況， 現在不必跑遍世界，只要

來到佛陀紀念館，就可以一一目睹了。

第二館就是展現佛陀一生弘化事蹟的「佛陀的一生」館，採用

現代 4D 科技，在聲光音效營造下，2,600 年前佛陀說法、百萬人天

共聚的靈山盛會得以重新再現，讓我們真正回歸佛陀時代。

第三館是「佛教節慶館」，把佛教一年當中的節慶，透過實物、

場景，一一呈現，從中，可以看出佛教對中國民情影響之深，成為

重要的中華文化。例如，農曆正月初一，全球中國人歡慶新年，這

一天正是代表「皆大歡喜」的彌勒菩薩生日；清明時節民間祭祖，

此與佛教薦拔報恩的思想極為密切。乃至盂蘭盆法會的由來，起源

於佛教的結夏安居；甚至十二月初八佛陀成道日，直到今日，佛教

徒為了慶祝當初佛陀夜睹明星、開悟成佛，都會在這一天以臘八粥

供眾等。

另外還有第四館，就是敘述佛光山開山往事因緣與未來展望的

「宗史館」，這裡如實記錄了人間佛教發展的歷史。

本館二樓挑高三層，除了可容 2,000 人集會的大覺堂外，還有

四個美術館，其中兩間為佛光山每月換展文物的藝術殿堂，另外兩

間則提供給世界各地藝術家展出其精彩作品或個人收藏。

在本館外圍四周，有四大菩薩為護法，分別是慈悲的觀音菩薩、

智慧的文殊菩薩、大願的地藏菩薩、大行的普賢菩薩。他們分居在

代表苦、集、滅、道的四聖諦寶塔。中央塔剎有一藏經閣，內奉百

萬人士親手抄寫的《心經》。

苦、集、滅、道四聖諦，「苦」是由觀音菩薩的悲心來救度；

「集」要靠文殊菩薩的智慧來消除；「滅」則須地藏菩薩的大願來

圓滿；「道」要有普賢菩薩的實踐來莊嚴。所以從四聖諦塔到四大

佛光山的三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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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代表著原始佛教的根本義理，到大乘菩薩道的圓滿實踐。

在佛陀紀念館裡，每個建築、設施，都有它的佛法內涵與代表

意義。例如禮敬大廳入口的大象、雄獅，代表佛陀乘象入胎，以及

成道後獅吼說法；而今成為三界導師、四生慈父的佛陀，玉佛殿裡

的臥佛，就是代表佛陀的萬德莊嚴，功德圓滿。

可以說，整座佛陀紀念館就是一部佛法概論，是第一座以硬體

設施為實體教材來演繹佛法的建築。來到佛陀紀念館，希望大家都

能從瞻仰、禮拜佛陀的真身舍利中，感受到佛陀的慈悲智慧，接受

佛陀的功德加持。不過，在佛館我們不希望個人自己燒香點燭，而

由本館統一以「香花燈塗果茶食寶珠衣」等十供養，讓大家表達內

心的虔敬之意。

最後在本館後方的就是前文中提到的世界最高大的銅鑄坐

佛—佛光樓頂的佛光大佛，大佛連同基座高 108 米，使用的鋼鐵

重達 1,780 噸，慈眉低

目地注視著每一位往來

的眾生。

在大佛基座下的佛

光樓，九樓有一間可容

108 人同在一起的大圓

桌，不但空間寬敞，而

且視野遼闊，你可以在

這裡一邊享用素食或者

會議，一邊欣賞佛館四

周的景色，那真是人生

一樂也！

佛陀紀念館舉行「百萬心經入法身」奉納典禮，

108 位法師將《心經》傳遞到本館頂端的塔剎珍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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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 100 公頃、歷時 9 年完成的佛陀紀念館，是佛陀專屬的殿

堂，所有建築、設施都是為了呈現佛陀一生的精神理念，以及人間

佛教在中國、世界各地的發展。

附帶一提，我們設立佛陀紀念館主要是本著「十方來，十方去，

共成十方事；萬人施，萬人捨，同結萬人緣」的理念，因此不收門

票，也不對外化緣，我們只是設立一個「護持委員會」，讓大家隨

喜發心，希望大家的護持，能讓佛光普照，法水長流！

法寶山：正法永存，法寶為貴

佛光山在 50 年前是一無所有，都是信徒十塊、二十塊錢慢慢捐

獻添油香。不過，那時候美國有一個沈家楨居士聽說我在這裡開山，

就要捐給我 5 千萬，當時在台北，一棟大樓也不用 1 千萬。我心想，

如果我接受了他的 5 千萬，人家就會說佛光山是美國人蓋的，我對

不起台灣，會給台灣沒有面子，所以我回謝他的好意，寧可慢慢來。

再過了 30 年，因為佛陀舍利的因緣，佛陀紀念館 10 幾年前開

始籌備，是由千家寺院、百萬社會人士共同成就的。50 年來，佛光

山、佛陀紀念館相繼完成，可以說，佛也有了，僧也有了，就差法

的建築空間代表了。

後來發現在這兩地的交接處還有一塊空地，於是就蓋了藏經

樓，代表法。這個地方的建設，完全沒有接受外界的捐獻贊助，全

是靠著佛光山的僧眾，在學校教書的津貼，或是打水陸、做法會得

到的供養，或是我寫的一筆字義賣所得，慢慢積聚起來的。

藏經樓未來會是一個結集人間佛教，發揚人間佛教的重要基

地，其內設的「人間佛教研究院」是培養佛教青年學術研究人才的

地方；正式啟用後，將會不定期舉辦人間佛教國際學術會議，邀請

佛光山的三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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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專家學者，以「人間佛教」為題，從經典、歷史、思想、宗派、

文學等不同方向，研究人間佛教相關課題；並整理現當代人間佛教

文獻資料，推動人間佛教國際化。

藏經樓正式落成後，佛光山「佛法僧」三寶也就具足了，整個

佛光山就是三寶的平衡發展。佛陀紀念館代表佛，以社教為主；原

本佛光山這個區域代表僧，是僧眾安住、修道的地方；法寶的藏經

樓，則是培養高等弘法人才，也不一定侷限佛光山的僧信四眾，凡

與佛教有緣的人都可以來。我把所有一切歸於佛教，不歸於佛光

山—這是我對三寶山的規劃管理。

對於法寶山藏經樓未來的發展尚且不談，本文就以建設的過

程，來談藏經的管理法吧。

法寶山原本是一塊上下兩層，落差 18 米高的不對稱基地，當

時負責工程的弟子慧知告訴我時，我就不斷在思考可以怎麼運用，

但因為高度的落差太大，加上基地呈不規則狀，很難取得中央方

位，弟子們一致認為不容易建設；不過跟隨我 60 年的徒眾都知道

我的性格，只要我認定對大眾有益的事情，再怎麼艱難，還是會勇

往直前。所以雖然我已是老邁之軀，行動也不便，眼睛也看不清楚，

但弟子們仍然不厭其煩，一次又一次推著我上山勘察地形。

其實，在我的理念裡一向認為，每一塊地都是珍貴的寶藏，就

看你怎麼善用它，像 50 年前，為了救人燃眉之急，我買下佛光山

這塊被信徒喻為「連鬼都不會來」的麻竹園，當時，我心想，只要

佛來、人來了，不也可以開創出一片人間淨土？

所以在決定藏經樓座落的方向時，我就告訴負責工程的徒眾慧

知等，「不一定要有東西南北，但要讓大家能接受」，因為虛空本

無向，無所謂東西南北之分，一切皆為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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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方位後，由於兩個基地落差 18 公尺，相當於六層樓高，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做一個樓梯，於是徒弟們就規劃出 140 幾個階

梯，讓到訪者可以順勢登高而上，但我掛念大眾這樣走會太疲累，

於是就告訴慧知法師，只要 108 階就好，可以在塔的兩側延伸弧形

斜坡，像兩隻環抱的手臂一樣，讓行動不便的人不一定要坐電梯，

也可以緩行而上欣賞戶外莊嚴的景致，走路時也因有迂迴，讓人有

驚喜，走到上面一層平台時，也不會覺得累。

起初他半信半疑，但還是照做了，等到完成後，歡喜地跟我說：

「師父，不得不佩服您，多加了這兩道弧形斜坡，讓第一平台原本

不對稱的基地對稱了起來。」 其實，我只想到要如何給人方便。

位於藏經樓的第一個平台，我取名為「法寶廣場」，並在廣場

設置了一座寬 32 米的大舞台，廣場內可同時容納 3,000 個觀眾欣賞

表演節目。其外觀的園藝景觀設計，是由許多巨石，搭配不同品種

的喬木、灌木，也為法寶廣場增添一處花木奇石區。

坐西朝東的法寶山，上下落差達 18 公尺。



14

　　　　　   學報‧藝文│第五十四期

為了配合新的建築，我將 40 幾年前種植於佛光山東山的 49 棵

桃花心木移植過來，其中有好幾棵超過 16 米，移植的過程也歷經

艱辛，好在遇到愛樹之人蔡永在、林坤木、林明宗祖孫三代的大力

支持，期間雖遭遇兩次颱風的侵襲，這些桃花心木依然屹立不搖，

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

弟子們問我，為什麼要選擇桃花心木栽種於藏經樓？我告訴他

們，桃花心木是上等的建材，質地堅硬，樹態筆直，取其堅硬與筆

直，象徵求法要有堅毅的信念與決心，而求道之人「寧可正而不足，

不可斜（邪）而有餘」。也期勉所有弟子與所有學佛之人要向桃花

心木學習正派，如此求法才不會走太多冤枉路。

法寶廣場是一個社教性質的空間，我在兩座梯塔中間設置了一

間可以容納 500 人的法寶堂，現在負責人慧眾法師，依著我當時

法寶山藏經樓「如來一代時教」廣場



15

的規劃經常在這裡舉辦各類講座、活動等。所謂「人能弘道，非道

弘人」，既然名之為法寶山，就應該藉由各種社會教化，讓佛法以

百千萬種方便，走入人間的各個角落。周邊還有幾間教室、客堂以

及會議室，方便活動辦理使用。

順勢而上，在兩塔之間的是一幅 42 米寬的《佛陀說法圖—

靈山勝會》，由如常法師邀請葉先鳴老師完成，可以說是世界最大

的水泥浮雕照壁。我在法寶廣場往藏經樓的路途中設置了靈山勝會

的泥塑照壁，意味著求法者繼續向上，同登法界。

登上 108 階後，就是山門（三門），我為三門以佛教的三解脫

道題名，分別是：慈悲、菩提、般若。當時為了這三解脫道的順序，

我與弟子有了一番討論。弟子說：「師父，這裡是法寶山，應該以

般若為首，來彰顯法的重要性。」但我認為，應該要以「慈悲」為

首。為什麼？我常說，一個人什麼都可以沒有，但是不能沒有慈悲。

一個人要有慈悲心，以眾生的苦為自己切身的苦，才會以慈悲為

本，發起菩提心的力量，幫助眾生。當然，在實踐菩薩道的過程中，

必定會遇到困難，而般若智慧就在解決困難的過程中生起，也就是

佛教常講的「火焰化紅蓮」。所以，求法之前要先生起慈悲心，那

才是解脫之首啊！

經過山門，面向大武山，我為牌樓題寫了「如來一代時教」，

又稱為「時教廣場」，時教二字，通指如來一代所說的法語文字。

過了山門，見到的就是一棟挑高 33 米的建築，接近 5 米高的

主殿大門，讓大眾隱約可看見佛陀聖像端坐於內，門外 6根大圓柱，

取其「六度波羅蜜」之意。佛教講， 「以六度萬行為筏，度脫於生

死苦海，得至究竟涅槃之彼岸」，這是修行很重要的軌則，希望每

個人來到這邊，都能夠提醒自己不忘六度之修行。

佛光山的三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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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座藏經樓，中間是兩層樓挑空的設計，中間一樓是主殿，可

作為集會及展覽之用。承蒙弟子不嫌棄，將我的「一筆字書法」策

劃成展覽，希望大眾不只是看我的字，而是從字義上，了解我一生

對佛法的一些心得。

在主殿周邊，弟子們將我常宣說的佛法，用我書寫的「一筆字」

雕刻於舊米黃大理石上。在佛教發展的歷史上，石刻經文是信徒發

心功德的一種形式，同時也為後代保留了很多珍貴的法寶，因為刊

刻於木版上的經文，經過漫長的時間，會被蟲蛀壞，或因火災灰飛

煙滅，但石刻經文可以被恆久保留。

過去我的祖庭宜興大覺寺，因某些因緣被毀壞，後來就是從遺

留下來的一塊石碑找到了遺址，繼而能在宜興市政府及多方的努力

之下復興。因此，講堂的石刻法語也代表著我對徒眾的繫念，希望

他們能夠奉行，在人間佛教的菩提道上，精進不懈。在主位背後的

牆上，是一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雖然只有簡短的 268 個字，

卻宣說著萬法空性，很適合現代人作為修行法門。

而我在二樓至四樓設立了人間佛教研究院，並將多年來收集的

各種版本佛教大藏經、佛學典籍，及我個人的一些著作，提供給海

內外各國佛學研究學者，作為人間佛教的研究參考。我希望這些典

藏的藏經、書籍，可以發揮它最大的力量，而不只是封存於設備完

善的櫃子裡，更期望很多人去翻閱，從中找出不同的思惟， 帶給人

間一道光明，讓佛法可永存於人間，為人類帶來一份希望。

整座法寶山的建築群高度，在三寶山位居第二，僧寶山位居第

三。佛門講究倫理，「佛」當然是為首，「法」則次之。當時我並

沒有特別考量過，但因緣際會下，也就依著倫理而建，這算是我在

建設三寶山當中，最為歡喜的事情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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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建設過程中，有一件讓我掛念的事就是，這些原本住在山

林裡的鳥類原住民到哪裡去了？我憂心牠們的安危，會不會想要再

回來這個地方，而這裡都已經不一樣了，該怎麼辦呢？幸好在屏東

科技大學的一位鳥博士孫元勳教授，以及台中一位熟稔鳥類學的信

徒吳森雄居士，不約而同地建議：恢復鳥類喜歡的環境，牠們就會

再回來棲息。

於是我要徒眾依著這二位專家建議行事，遍植鳥類喜歡的台灣

原生種喬木，以及 12 個月輪流結果的灌木植物後，果真經過 1 年，

我們的工程團隊傳來好消息，像是五色鳥、啄木鳥、夜鶯、領角鴞、

燕子、白鶺鴒、紅嘴黑鵯、鳳頭鷹等，都陸續回到藏經樓掛單了。

法寶山座落的位置，可以環顧佛光山的三寶山。站在法寶廣場

的東側，南望佛光山，北看佛陀紀念館，東覽高屏溪及大武山，回

頭則可仰望錯落而置的藏經樓建築群。坐西朝東的法寶山，迎接著

人間每天的第一道曙光，我也期許人間佛教研究院的所有研究生、

研究員、職事等，能自許做那一道曙光，照破黑暗，讓人間佛教帶

來世間的光明與溫暖，進而找到生命的解脫之道，這才是我建這座

山的初衷。

僧寶山：以僧為範，僧寶無價

我 12 歲出家以後，在寺院叢林裡成長，知道教育對佛教發展

的重要。來到台灣以後，看到人民信仰的佛教只是停留在燒香拜

佛，寺廟的僧眾也都是關門自修，這樣的佛教如何能發展呢？所以

我在培養僧才這方面很是用心。佛光山開山時，蓋的第一棟建築不

是殿堂，而是佛教學院，我想唯有培養僧才，紹隆佛種，佛光山才

有未來，佛教才能弘揚，並且得以永續發展。

佛光山的三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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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今日已經有 1,300 餘位出家眾在世界各地弘法，接引當

地人士學佛，希望落實佛教本土化，他們都是畢業於叢林學院；其

中擁有碩、博士等高學歷者有之，放棄高薪厚祿入道者有之，他們

個人不重視物質享受，弘法工作不論再怎麼忙，他們依舊樂在工作

中。我想，除了有為人服務的性格、修道的性格以外，佛光山健全

的制度管理、男女平等的地位……也是讓他們安心辦道的原因之

一。以下，簡單說明佛光山僧寶的管理理念，至於佛光山的管理法，

則有專章講述，就不在此介紹了。

制度領導

所謂團結就是力量，信仰共同一致，容易同心；思想觀念融合，

就有共識。有人問：「佛光山在全世界擁有百餘個道場、上千位弟

子，這麼龐大的團體是怎麼領導的呢？」提到佛光山的管理，根本

還是不離「戒住則僧住，僧住則法住」的戒律精神。

沒有戒，就不成僧團，戒律幫助僧團的安定，維護人際的和諧。

佛光山順應時代，運用了許多革新的弘法方式，但是管理的制度、

規矩，仍然依照傳統的戒律精神，恪守佛制。所以開山 40 週年的

時候，集結了歷年來訂定的組織章程、制度辦法、宗風思想，明訂

為「佛光山徒眾清規」，裡面有剃度辦法、入道辦法、升等考核辦

法、獎懲辦法、請假辦法、醫療辦法等，作為大家生活、修行、行

事所遵循的軌則。

佛光山不是個人的，而是一個教團，所以佛光山的宗門清規當

中的 12 條門規，凡佛光山的徒眾必定要持守：不違期剃染、不私

建道場、不夜宿俗家、不私交信者、不共財往來、不私自募緣、不

染汙僧倫、不私自請託、不私收徒眾、不私置產業、不私蓄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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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私造飲食。例如「不私收徒眾」，就是為了避免佛光人因為分了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之後，短視淺見，把徒弟當成自己的，導

致僧團是非叢生、秩序錯亂。

有了戒律，僧團才能清淨；守持戒律，佛教的命脈才能保住。

佛教要復興，戒律一定要守好，戒律讓出家人樹立正派的形象，維

護了山門的綱常紀律，這也是我定下這 12 條門規，作為弟子們修

道標準的用意。

設立宗門清規，就是要給佛光山的大眾一個明確的未來方向。

例如佛光山建立文化、教育、慈善、共修的四大宗旨，就是為了讓

弟子方向一致、理念相同；又像〈怎樣做個佛光人〉十八講，是讓

四眾弟子以及佛光有緣人了解佛光山的宗旨；訂立「佛光人的性

格」，是要建立佛光人「佛教第一、常住第一、大眾第一、事業第

一」的觀念，用意在讓佛教徒能夠以教為重、以法為命；我也提出

「集體創作、制度領導、非佛不作、唯法所依」，作為佛光山推動

弘法寺務的精神理念。「不依規矩，不成方圓」，因為有法可循，

大師與參加「佛光山海內外徒眾講習」的弟子們合影。2019.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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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才不會失序。所以了解佛光山的宗風，認識佛光人的理念，對

佛光山的管理非常重要。

戒律不只是管理，也是生活、修行依止的指南針。實際上，戒

不是限制，而是自由，尤其現在家庭、學校、社會、國家都需要戒

律、制度的引導，社會人心才可以建立倫理次序。所以我想，對於

衣食住行、行住坐臥等修學的戒行，我都是自己做到，才敢教人，

如果能列出一些簡單的生活條規，用來教育佛光弟子，也讓社會大

眾可以共同遵守，把它當作修行為人的標準，改變大家對戒律的刻

板印象，不也可以讓大家感受到人間佛教對生活的助益嗎？因此，

我訂立了「佛光新戒條」：十要、十不要，提供給大眾作為自我修

行的目標。比方，十要裡，要正常吃早飯、要有表情回應、要能提

拔後學、要能推薦好人、要肯讚歎別人、要學習忍辱、要能長養慈

悲、要有道德勇氣、要能知道慚愧、要能守時守信。

像「要正常吃早飯」，我認為佛光山弘揚人間佛教，有時因應

弘法活動，晚上遲睡，所以早課可以寬鬆一點，但是吃早飯不能寬

鬆。吃了早飯，就是一天工作的開始，養成按時、固定吃早飯的習

慣，讓生活規律有序，身體就能健康，一天就有精神了。

戒律重要的不在形式上的條文，關鍵的還是在自我的心中要有

道，讓自己的行為合宜，不侵犯別人。戒律就好像心中的那把尺，

人人如果能自我要求，監督自己的行為，檢視自己的觀念，自然而

然身口意的行為就能標準、有紀律了。

僧信福利

佛陀最初組織僧團，以「六和敬」的制度來管理人事。六和敬

的「見和同解、戒和同遵、利和同均、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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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悅」，就是現在所謂共有、共榮、共享的觀念，這些都是佛陀從

思想、經濟、法治等面向所進行的管理要點。

佛光山為徒眾建立醫療照護、請假參學、退休養老、衣食住行

等辦法，就是依六和僧團的理念，為僧眾而訂立的福利制度。有了

健全的福利體系給予照顧，僧眾就不用掛礙在常住所有的用度開

支，得以和合安住在僧團。

徒眾在佛光山發心修行、奉獻服務，可以說一輩子都給了佛教。

對徒眾而言，常住就是他們的家，家人之間本應該相互幫忙，給予

支援。因此我認為要有一個單位像家長一樣，能夠周顧到徒眾們的

需求，舉凡衣、食、住、行、參學、請假，還有教育，設法讓他們

不用掛念生活上的缺乏、困難，所以設立「傳燈會」，專門替徒眾

解決職務輪調、生活適應等各種問題。

佛光山因為有調職制度，有的徒眾可能經過一次調職，就會在

生活上少一個床鋪、缺少一個枕頭、缺少一條棉被、缺少一個茶杯。

這些生活上的需要，常住都有人來關心，供應給他。又好比要換一

件長衫、要做一雙鞋子、一雙襪子，常住也都設有衣單組，徒眾透

過申請，要能可以很快為他處理，供應他的需求。

徒眾提出來需要的東西、希望幫忙的困難，常住也會關心，設

法提供資源，尋找解決辦法。種種這些設想，是要讓每位在這裡修

道的弟子，沒有後顧之憂，能夠全心為大眾服務，為弘法努力，就

不要在個人的事上分去太多的心思。所有一切都有常住替他安排，

自然而然，就會生起一種積極對常住的感念，進而安住在佛道上。

正是因為佛光山這種對人的管理方法，所以我也教育做主管的

弟子，尤其與做人事有關的，對這許多人我關係的細節要特別的重

視，小地方要注意。例如在你， 有沒有一件毛衣可能不重要；但在

佛光山的三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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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屬，他很冷，沒有這件毛衣就會讓他身心都不舒服。因此部屬的

一點要求，不可以拖延，要立即辦、快速辦，這在管理上還是有效

果的。

兩性平等

佛光山在佛教的歷史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建立比丘與比丘尼

平等的地位。過去的佛教，男眾在前，女眾在後；男眾站中間，女

眾就要到旁邊去。我初到台灣的時候，總是見到尼眾在寺院大寮煮

飯、在廳堂為人倒茶，甚至到了現在，還有比丘因為八敬法，硬是

要比丘尼禮拜他。所以後來我創建佛光山的時候，堅持實踐佛陀平

等的教義，提升女性的地位。

我想，性別上雖然有男女之別，但是佛性上沒有所謂男女的劃

分，當中是沒有差距的。所以在佛光山的兩性管理上，例如上殿、

過堂、排班，都是男眾在東單、女眾在西單，東西各分一半，沒有

大師與佛光山四眾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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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前誰後，讓比丘、比丘尼享有同等的權利、地位；佛陀紀念館的

菩提廣場兩邊，也特別設立 3 尊女性羅漢，分別有大愛道、蓮華色、

妙賢，矗立在十八羅漢當中，藉此提升女眾在佛教界的地位，樹立

女眾新的形象。

在佛光山，除了提升比丘尼的地位，在家女性的管理方面，我

也一樣讓他們享有平等的權利。例如我創辦佛學院，無論男女、出

家或在家，只要有心學佛，我主張「四眾平等」，男眾就讀男眾學

部，女眾就讀女眾學部，畢業之後不只是出家眾，在家眾也有加入

僧團、參與寺務、弘法的機會。

在活動、住宿空間的安排上，我也設想好男女二眾的管理辦法。

雖然同住在佛光山，可是男眾有男眾的世界，女眾有女眾的世界。

男眾住在東山，那裡是男眾僧部；女眾住在西山，屬於女眾僧部，

二眾之間的活動空間不可越界，彼此沒有來往、互不侵犯。

雖然佛光山有許多的事業單位，但是不會將男女二眾分配在同

一單位，或者安排在同一間辦公室工作；即使因為公務需求，男女

眾弟子之間有往來溝通的必要，但也必須在公開的空間互議公事，

讓彼此的互動透明；平時僧眾外出，也規定至少 3 人同行，禁止一

男一女獨處或者共乘汽車。明確地將男女的往來空間劃分，為的就

是避免旁人誤解，而引來不必要的糾紛問題。僧團沒有男女是非，

男眾、女眾各自安心辦道，這就是佛光山的兩性管理學。

平等是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有了平等，所有的差別都可以統

一，所有的複雜都可以和諧，世間上強弱、大小、貧富、男女等諸

多不平的問題，就是因為不平等而產生的。在這個女權高漲的時

代，男女平等、兩性平權，是時代的趨勢，佛光山種種「兩性平等」

的管理作法，就是為了還給比丘尼與比丘同等公平的地位。男人也

佛光山的三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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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女人也好，最要緊的，是男女之間一定要相互尊重、互相幫助，

才能做到真正的平等，和平、和諧的相處。

清貧思想

人家看到佛光山有佛陀紀念館、近 300 家別分院道場、幾所大

學等，都以為佛光山很有錢；別人看到我辦理許多文化、出版、基

金會、寫一筆字，也以為我很富有。事實上，我一生以貧窮為志，

心裡感覺空無一物，因為那都是十方大眾的；雖然不是我個人的，

可是我又覺得一切都是我的，內心非常富足。

自從佛光山開山至今，我就誓願「以無為有、以空為樂」，不

積聚金錢、不出外化緣。我沒有逛過百貨公司，也沒有到商店買過

東西，口袋裡沒有錢，掏出來的經常是捨不得丟的衛生紙；我沒有

自己的辦公桌，也沒有用過櫥櫃，不過在開山寮，我有一張 8 公尺

的長條桌，吃飯、會客、寫字、會議，甚至總統來訪，都在這張桌

子上。

吃的部分，蘿蔔乾和茶泡飯就是我的人間美味；住的地方，一

張沙發椅就是我一覺到天亮的舒適天堂。信徒給的紅包，我一概拒

絕； 有時無法拒絕的，也全轉作文化教育基金；寫一筆字的收入，

我也全部貢獻。所有的一切， 我都歸公佛光山教團所有，我一生可

以說是以清貧為志，很安然的享受貧窮，過著隨緣生活的人生。

清貧、簡樸是出家的基本態度，出家人應該養成清貧的思想，

例如個人衣食住行等日常用品，樸素、實用就好；個人的手機、手

錶、提包等，不要講求時髦或是標榜名牌，能用就好。清貧思想，

不是要學佛修行的人過著清苦嚴苛的生活，而是提醒大眾要自我節

制，從物欲貪婪中解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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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告訴弟子們要「憂道不憂貧」，只要大家正信辦道，生

活應該不足掛慮。修道的人生不就是為了追求心靈上的慈悲、歡

喜、布施、助人、結緣嗎？出家學佛本就應該懷著出離心，擁有佛

法就好了，金錢、物質上的東西都盡量與人結緣，不要太過留戀人

間的財富。

常住解決了我們生活上的需求，該有的都有了，知足感恩了就

不會要再貪心了，自然減少對衣食住行過多的分心掛礙。不去追求

外在那許多金錢、物質，自然返璞歸真，擁有內心的歡喜、內心的

自在、心裡的解脫，就像維摩居士一樣「吾有法樂，不樂世俗之

樂」，讓心靈昇華，真正的與法相契、與道相應。淡泊物欲、不要

為有，這就是佛光山的管理。

佛光山三寶山

佛光山的三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