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刊
訊
】
守
護
偏
鄉
學
童
的
求
學
心
願
，
法

鼓
山
獲
悉
南
投
縣
仁
愛
、
信
義
等
偏
鄉
部
落
迫
切

需
要
遠
距
教
學
資
源
後
，
七
月
十
四
日
傍
晚
將

五
百
二
十
五
台
全
新
筆
電
送
達
學
校
，
部
落
孩
子

們
歡
聲
雷
動
。

居
間
促
成
這
樁
美
事
的
原
聲
合
唱
團
指
揮
馬
彼

得
校
長
說
：
「
偏
鄉
的
孩
子
平
時
最
期
待
的
就

是
上
課
，
但
部
落
家
庭
電
腦
普
及
率
還
不
到
三

成
。
」
他
深
刻
記
得
當
天
導
航
時
，
手
機
忽
然
跳

出
「
停
課
不
停
學
」
的
指
示
，
便
立
即
停
在
路
旁

打
電
話
聯
繫
，
商
量
該
怎
麼
面
對
和
解
決
孩
子
們

的
煩
惱
？

就
在
此
時
，
馬
彼
得
校
長
收
到
法
鼓
山
邀
請
他

線
上
體
驗
「
心
呼
吸
禪
法
」
，
素
昧
平
生
的
雙
方

開
始
有
了
接
觸
。
在
得
知
仁
愛
、
信
義
等
偏
鄉
部

落
正
迫
切
需
要
遠
距
教
學
資
源
後
，
法
鼓
山
便
決

定
全
數
全
額
護
持
五
百
二
十
五
台
筆
電
。

僧
團
都
監
常
遠
法
師
表
示
，
感
恩
各
界
給
予
偏

鄉
教
育
的
支
援
，
法
鼓
山
才
能
共
同
守
護
這
群
幼

苗
的
求
學
心
願
。
雖
然
防
疫
時
期
無
法
相
見
，
但

都
認
同
「
翻
轉
唯
有
教
育
」
的
理
念
，
也
感
謝
原

鄉
孩
子
們
時
常
傳
遞
優
美
祥
和
的
天
籟
，
淨
化
世

界
與
人
心
；
法
鼓
山
也
會
持
續
關
心
偏
鄉
部
落
的

教
育
需
求
，
給
予
辦
學
上
的
支
持
。

見
到
全
新
筆
電
送
達
時
，
就
連
老
師
也
驚
呼
不

用
再
擔
心
維
修
，
可
以
即
刻
連
線
開
學
，
孩
子
們

不
必
再
借
用
爸
媽
手
機
、
學
校
電
腦
或
是
分
流
到

校
。
羅
娜
國
小
校
長
洪
春
滿
感
謝
大
家
用
愛
心
快

速
解
決
難
題
，
讓
「
停
課
不
停
學
」
成
為
整
個
部

落
共
同
成
長
的
幸
福
回
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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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刊
訊
】
一
生
承
接
師

命
、
肩
負
重
任
的
法
鼓
山
副

住
持
果
燦
法
師
，
於
七
月
一

日
晚
上
捨
報
，
世
壽
七
十
九

歲
，
戒
臘
三
十
一
載
。
七
月

六
日
上
午
，
於
法
鼓
山
園
區

進
行
追
思
祝
福
，
方
丈
和
尚

果
暉
法
師
代
表
僧
俗
四
眾
，

感
恩
果
燦
法
師
為
法
忘
軀
，

全
心
奉
獻
，
是
僧
眾
的
典

範
；
並
祝
福
法
師
到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繼
續
精
進
，
迴
向
娑

婆
世
界
廣
度
眾
生
，
成
就
無

上
佛
道
。

一
九
八
六
年
，
法
師
於
農

禪
寺
發
願
出
家
，
一
九
八
九

年
法
鼓
山
創
立
，
法
師
接
任

護
法
會
輔
導
法
師
，
隨
師
父

全
臺
關
懷
，
於
各
地
推
展
師

父
佛
法
講
座
、
園
遊
會
等
大

型
活
動
，
接
引
無
數
人
親
近

法
鼓
山
學
佛
護
法
。

二○
○

七
年
，
法
師
接
任

農
禪
寺
監
院
，
「
師
父
希
望

農
禪
寺
成
為
水
月
道
場
，
身

為
弟
子
無
論
如
何
都
要
突
破

萬
難
完
成
。
」
二○

一
二
年

底
水
月
道
場
落
成
，
之
後
，

法
師
接
任
副
住
持
，
繼
續
到

各
地
關
懷
信
眾
。

回
首
出
家
奉
獻
的
一
生
，

法
師
曾
歡
喜
表
示
：
「
我
這

一
生
太
踏
實
、
太
幸
福
了
！

能
在
師
父
座
下
出
家
，
有
這

方
廣
大
的
福
田
可
種
，
能
廣

結
善
緣
。
願
生
生
世
世
追
隨

師
父
護
法
、
弘
法
。
」
法
師

的
行
誼
是
四
眾
弟
子
永
遠
的

精
神
榜
樣
。

（
相
關
內
容
請
見
四
版
）

【
本
刊
訊
】
當
代
最
重
要
的
佛
典
翻
譯
家

湯
馬
斯
．
克
利
里
（Thom

as C
leary

）
於
六

月
二
十
日
辭
世
，
享
年
七
十
二
歲
。
湯
馬

斯
曾
翻
譯
近
八
十
部
佛
教
、
道
教
和
其
他

傳
統
的
重
要
經
典
，
代
表
譯
作
是
一
千
六
百

多
頁
的
《
華
嚴
經
》
（The Flow

er O
rnam

ent 
Scripture

）
。
在
美
國
香
巴
拉
出
版
社
社
長
尼

可
．
奧
迪
修
斯
（N

ikko O
diseos

）
的
邀
請
下
，

北
美
寺
院
管
理
副
都
監
常
悟
法
師
於
七
月
中

旬
，
代
表
法
鼓
山
僧
團
錄
製
了
一
段
誦
念
英

譯
《
華
嚴
經
》
的
影
片
，
與
其
他
曾
受
惠
於

湯
馬
斯
譯
作
的
讀
者
和
團
體
，
一
同
向
這
位

二
十
世
紀
最
多
產
的
亞
洲
經
典
譯
者
致
敬
。

方
丈
和
尚
果
暉
法
師
表
示
：
「
湯
馬
斯
和
弟

弟J.C
. C

leary

熱
心
翻
譯
，
也
是
自
發
地
對

漢
傳
佛
教
做
出
了
貢
獻
。
」

湯
馬
斯
生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
擁
有
哈
佛

大
學
東
亞
語
言
與
文
明
學
系
（East A

sian 
Languages and C

ivilizations

）
博
士
學
位
，
以

及
加
州
大
學
柏
克
萊
分
校
的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
他
學
識
淵
博
，
譯
作
題
材
多
元
，
其
譯

本
又
進
一
步
被
翻
譯
成
二
十
多
種
語
言
。

湯
馬
斯
的
佛
教
譯
作
跨
越
不
同
宗
派
，
包

括
禪
宗
、
天
台
宗
、
上
座
部
佛
教
、
密
宗
、

華
嚴
宗
和
法
相
宗
等
。
他
出
版
的
第
一
部
作

品
是
與
弟
弟
合
譯
的
禪
宗
語
錄
《
碧
巖
錄
》

（Blue C
liff Record

）
。
最
新
譯
作—

—

宋
代

臨
濟
宗
大
慧
宗
杲
禪
師
的
《
正
法
眼
藏
》
，

將
於
二○

二
二
年
由
香
巴
拉
出
版
社
出
版
。

緬懷佛典翻譯家湯馬斯．克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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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鼓
山
將
全
新
筆
電
送
達
偏
鄉
部
落
學
童
手
上
，
孩

子
們
歡
喜
終
於
可
以
安
心
上
課
了
。

（
馬
彼
得
校
長

提
供
）

法鼓山副住持果燦法師捨報

【
溫
哥
華
訊
】
北
美
寺
院
管
理
副

都
監
暨
溫
哥
華
場
監
院
常
悟
法
師
應

瑞
士
伯
恩
禪
修
中
心
（B

ern C
han

）

之
邀
，
七
月
十
日
再
度
帶
領
年
度
禪

七
，
並
以
實
體
與
線
上
複
合
方
式
進

行
，
二
十
四
位
禪
眾
分
別
來
自
瑞
、

列
支
敦
士
登
、
德
、
奧
、
芬
、
比
、

英
、
加
等
八
國
。
線
上
的
禪
眾
有
的

囿
於
時
差
、
有
的
須
兼
顧
工
作
，
雖

未
能
全
程
參
與
，
仍
可
感
受
到
他
們

對
修
行
的
投
入
與
渴
望
。

七
月
九
日
，
常
悟
法
師
先
舉
行
一

場
演
講
：
「
出
家
人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正
念
禪
修
」
，
為
聽
眾
釐
清
正
念
減

壓
（
M
B
S
R
）
的
修
行
與
佛
教
禪

修
的
異
同
，
接
著
分
享
出
家
人
「
修

行
即
生
活
，
生
活
即
修
行
」
，
並
以

解
脫
煩
惱
、
利
益
眾
生
為
依
歸
，
清

晰
呈
現
出
家
生
活
的
樣
貌
，
實
體
與

線
上
聆
聽
者
有
七
十
多
人
。

隔
天
開
始
的
精
進
禪
七
，
禪
眾
均

修
行
數
年
以
上
，
各
有
深
刻
的
生
命

故
事
與
禪
修
體
驗
。
法
師
表

示
，
在
禪
眾
差
異
這
麼
大
且

多
種
形
式
運
作
的
因
緣
中
，

要
帶
出
精
進
修
行
的
氛
圍
，

並
給
予
適
當
的
指
導
，
是
非

常
大
的
挑
戰
和
深
刻
的
學

習
。法

師
開
示
時
期
許
禪
眾
每

一
炷
香
、
每
一
口
呼
吸
，
都

以
初
發
心
來
歡
喜
做
。
第
二

天
帶
領
八
式
動
禪
，
講
解
放
鬆
不
僅

是
身
體
放
鬆
，
更
要
將
內
心
對
自
己

不
斷
檢
視
查
看
、
自
我
批
判
、
喃
喃

自
語
、
求
勝
求
好
的
比
較
心
通
通
放

下
，
並
介
紹
正
確
的
呼
吸
法
、
默
照

禪
的
只
管
打
坐
。
面
對
種
種
覺
受
、

心
中
生
起
的
妄
念
、
環
境
中
的
現

象
，
不
反
應
、
不
涉
入
、
不
干
預
，

清
楚
知
道
它
們
的
生
、
異
、
滅
，
成

就
自
己
不
動
的
心
、
清
朗
的
覺
照
。

法
師
還
引
三
祖
僧
璨
〈
信
心
銘
〉

中
「
至
道
無
難
，
唯
嫌
撿
擇
」
，
說
明

抓
、
拒
的
心
正
是
修
行
障
礙
，
「
但
莫

憎
愛
，
洞
然
明
白
」
，
沒
有
憎
愛
之

心
，
必
會
體
驗
到
實
無
可
抓
、
可
拒
。

在
直
觀
方
法
練
習
後
，
進
一
步
講
解
默

照
禪
，
以
宏
智
正
覺
禪
師
〈
坐
禪
箴
〉

「
不
觸
事
而
知
，
不
對
緣
而
照
」
說
明
，

所
緣
、
所
觸
的
境
，
其
實
是
虛
幻
不
實

的
；
能
知
、
能
照
的
我
（
心
）
也
非
實

有
；
所
感
受
、
體
驗
的
境
界
，
是
因
緣

的
運
作
，
沒
什
麼
好
執
著
。
這
些
都
是

可
以
在
禪
修
中
證
得
的
親
身
體
驗
。

禪
七
圓
滿
日
早
上
進
行
皈
依
受
戒

及
感
恩
禮
祖
。
一
位
線
上
參
與
的
天
主

教
徒
分
享
，
雖
然
練
習
瑜
伽
多
年
，
也

修
習
日
本
禪
法
，
卻
從
未
想
要
成
為
佛

教
徒
。
但
在
那
一
刻
卻
是
那
麼
自
然
地

皈
依
了
三
寶
，
內
心
覺
得
好
安
詳
、
踏

實
。
螢
幕
上
一
張
又
一
張
歡
喜
的
臉

龐
，
給
予
了
每
一
個
人
繼
續
往
前
走
的

堅
實
信
心
。

常
悟
法
師

線
上
帶
領
瑞
士
禪
七

【
釋
演
曉
／
臺
北
報
導
】
由
聖
嚴
教
育
基
金
會

主
辦
的
「
第
八
屆
漢
傳
佛
教
與
聖
嚴
思
想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
，
六
月
二
十
九
至
三
十
日
首
度
以

視
訊
會
議
舉
行
。
研
討
會
以
「
境
智
一
如—

—

聖

嚴
思
想
與
漢
傳
佛
教
的
身
心
安
樂
與
天
地
時
空
」

為
主
題
，
來
自
歐
美
、
日
、
港
、
中
及
臺
灣
共

九
十
一
位
專
家
學
者
與
會
，
發
表
五
十
篇
論
文
，

還
包
括
一
場
專
題
演
講
、
兩
場
《
本
來
面
目
》
專

場
，
共
有
六
千
八
百
一
十
七
人
次
線
上
參
與
。

「
佛
學
研
究
重
在
能
自
利
利
他
，
透
過
研
討
會

的
形
式
，
也
是
推
廣
佛
法
的
一
種
方
便
。
」
方
丈

和
尚
果
暉
法
師
於
開
幕
致
詞
時
表
示
，
疫
情
讓
實

體
會
議
改
變
形
式
，
但
透
過
線
上
交
流
，
同
樣
能

跨
越
時
空
，
如
主
題
「
境
智
一
如
」
，
各
地
人
士

能
同
步
參
與
發
表
及
聆
聽
，
也
是
一
種
方
便
。

研
討
會
論
文
主
題
從
師
父
思
想
與
當
代
社
會
經

濟
建
構
及
實
踐
的
各
項
議
題
、
禪
學
思
想
，
乃
至

華
嚴
、
天
台
、
唯
識
、
如
來
藏
的
宗
派
教
義
、
律

典
的
討
論
。
空
間
含
括
日
、
韓
、
泰
、
中
，
以
及

臺
灣
佛
教
發
展
與
變
遷
；
時
間
自
唐
宋
、
明
清
乃

至
當
代
佛
教
的
研
究
與
開
展
，
面
向
豐
富
多
元
。

專
題
演
講
由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榮
譽
退
休
教
授
、

中
研
院
院
士
于
君
方
教
授
主
講
「
漢
傳
佛
教
的
創

新
性
：
再
論
禪
淨
雙
修
」
，
鳥
瞰
中
國
佛
教
整
體

歷
史
發
展
、
義
理
辯
證
明
末
「
一
心
」
的
理
論
，

前
溯
《
大
乘
起
信
論
》
的
「
一
心
開
二
門
」
，
進

而
論
證
《
起
信
論
》
作
為
中
國
佛
教
開
創
的
基

礎
。
更
溯
源
先
秦
學
術
思
想
的
文
化
源
頭
，
進
行

思
想
性
、
宗
教
性
的
考
察
，
再
回
頭
疏
解
雲
棲
袾

宏
的
禪
淨
雙
修
，
如
何
成
為
時
代
中
的
「
創
造
」
。

于
教
授
回
應
提
問
時
指
出
，
與
其
將
漢
傳
佛
教
視

為
印
度
佛
教
的
轉
化
或
中
國
的
本
土
化
，
不
如
視

為
在
中
國
的
創
作
或
是
建
構
，
並
從B

uddhism
s

複
數
的
佛
教
來
理
解
。
宋
以
後
的
漢
傳
佛
教
，
有

很
多
新
發
展
與
印
度
佛
教
無
關
，
如
淨
土
、
華

嚴
、
天
台
都
是
中
國
的
創
造
，
甚
至
觀
音
、
地
藏

信
仰
的
人
間
性
，
也
是
漢
傳
佛
教
特
點
。

除
了
論
文
發
表
，
第
二
天
還
安
排
「
如
何
再
相

信—
—

《
本
來
面
目
》
」
文
化
社
會
、
心
靈
成
長

兩
場
專
場
討
論
，
從
文
化
與
心
靈
層
面
來
探
討
聖

嚴
師
父
紀
實
電
影
《
本
來
面
目
》
傳
達
的
意
涵

與
價
值
，
讓
人
們
透
過
「
聖
嚴
師
父
」
一
生
的
經

歷
，
繼
而
再
相
信
自
己
所
堅
持
的
信
仰
與
目
標
。

擔
任
專
場
引
言
人
的
聖
基
會
董
事
楊
蓓
表
示
，
透

過
《
本
來
面
目
》
為
媒
介
，
讓
文
化
界
、
心
理
學

界
和
佛
教
學
界
交
流
，
這
樣
的
跨
界
互
動
，
往
後

也
可
成
為
研
討
會
的
發
展
方
向
。

（
更
多
內
容
請
見
三
版
）

于
君
方
演
講
「
漢
傳
佛
教
的
創
新
性
」
五
十
篇
論
文
深
入
漢
傳
佛
教
及
師
父
思
想

▲
�

世
界
各
地
學
者
參
與
聖
嚴
師
想
研
討
會
，
首
度
於
線
上
進
行
論
文

發
表
及
討
論
。

（
聖
基
會

提
供
）

第
八
屆
漢
傳
佛
教
與

聖
嚴
思
想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防
疫
行
動
無
國
界

【
本
刊
訊
】
法
鼓
山
慈
善
基
金
會
持

續
關
注
國
內
外
疫
情
，
七
月
間
除
捐
助

國
內
醫
療
院
所
、
縣
市
政
府
、
社
福
機

構
所
需
的
防
疫
和
民
生
物
資
，
同
時
跨

海
援
助
緬
甸
，
將
防
疫
物
資
捐
贈
給

仰
光
聖
心
禪
寺
（M

yatm
anaw

 D
ham

m
a 

Yeiktha

）
，
幫
助
當
地
的
僧
伽
及
民
眾

安
度
疫
情
。

近
來
緬
甸
因
政
變
導
致
社
會
動
盪
、

醫
院
停
擺
，
人
民
飽
受
新
冠
疫
情
威

脅
。
慈
基
會
接
獲
求
援
消
息
，
延
續
二

○
○

八
年
馳
援
風
災
的
因
緣
，
七
月
六

日
先
於
仰
光
採
購
防
護
面
罩
，
十
六
日

再
打
包
運
送
醫
療
口
罩
、
防
護
衣
、
電

子
體
溫
計
、
血
氧
機
、
血
壓
計
、
額
溫

槍
等
物
資
至
緬
甸
聖
心
禪
寺
，
分
送
給

鄰
近
的
僧
、
尼
佛
學
院
、
道
場
、
禪
修

中
心
等
，
協
助
僧
伽
及
民
眾
防
疫
。

國
內
方
面
，
六
月
底
迄
今
，
慈
基
會

陸
續
捐
贈
嘉
義
縣
防
疫
帳
篷
，
提
供
阿

里
山
鄉
等
十
八
處
衛
生
所
及
慢
性
病
防

治
所
，
為
施
打
疫
苗
的
醫
護
和
民
眾
遮

陽
避
雨
。
嘉
義
縣
長
翁
章
梁
感
謝
法
鼓

山
慷
慨
捐
贈
帳
篷
，
幫
助
防
疫
工
作
順

利
推
展
。
此
外
也
捐
贈
平
安
包
、
醫
護

包
等
關
懷
苗
栗
縣
、
彰
化
縣
、
臺
中
市
、

臺
北
陽
明
等
多
家
醫
院
第
一
線
防
疫
、

護
理
人
員
及
居
家
檢
疫
、
隔
離
者
。

七
月
八
日
，
慈
基
會
捐
助
老
五
老
基

金
會
隔
離
衣
，
供
第
一
線
居
服
員
陪
同

長
者
就
醫
時
穿
戴
；
十
四
日
則
前
往

桃
園
景
仁
殘
障
教
養
院
，
捐
助
製
氧
機

與
增
稠
劑
等
防
疫
及
民
生
物
資
。
院
長

陳
菊
貞
表
示
，
院
內
簡
易
醫
療
設
備
老

舊
，
物
資
短
缺
，
在
疫
情
的
當
口
，
很

擔
心
院
生
因
心
肺
功
能
退
化
或
癲
癇

發
作
時
無
法
施
救
，
感
謝
法
鼓
山
適
時

解
決
了
燃
眉
之
急
。

建
構
與
實
踐
聖
嚴
思
想

▲�緬甸聖心禪寺感謝法鼓山跨海捐贈面罩等防疫物資。

（聖心禪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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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
杉
磯
訊
】
美
西
三
地
道

場
聯
合
舉
辦
的
「
二○

二
一
暑

期
佛
法
講
座
」
系
列
，
首
場
講

座
由
洛
杉
磯
道
場
主
辦
，
邀
請

中
華
佛
學
研
究
所
所
長
果
鏡
法

師
主
講
「
唐
代
茶
文
化
與
茶

公
案
」
，
於
美
西
時
間
七
月

十
日
晚
間
透
過
網
路
連
線
，
與

四
百
三
十
五
位
美
、
臺
等
地
信

眾
分
享
，
此
次
講
座
四
堂
課
的

主
題
為
「
禪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
、

「
茶
聖
陸
羽
的
茶
經
與
禪
僧
皎

然
的
茶
道
」
、 

「
趙
州
從
諗
喫

茶
禪
文
化
」
、
「
茶
源
頭
與
六

類
茶
」
。
為
了
讓
不
懂
中
文
的

信
眾
也
能
參
與
，
課
程
同
步
英

文
口
譯
。

「
茶
有
道
，
禪
無
門
。
」
茶

在
禪
門
中
代
表
了
什
麼
意
象
？

果
鏡
法
師
分
享
，
禪
宗
所
說
的

「
禪
」
，
是
指
在
生
活
中
一
種

安
定
、
灑
脫
與
活
潑
的
生
活
智

慧
。
茶
與
禪
又
如
何
相
融
？
法

師
以
泡
茶
心
法
：
「
將
心
放
在

每
個
動
作
上
，
身
心
合
一
，
身

體
在
做
什
麼
，
心
就
在
做
什

麼
。
」
讓
心
行
一
致
，
將
注
意

力
放
在
動
作
覺
察
上
，
此
時
泡

茶
不
再
是
生
活
中
的
慣
性
動
作
，

而
是
茶
與
禪
的
結
合
。

經
由
課
程
學
習
，
帶
領
學
員

更
深
入
唐
代
茶
文
化
、
茶
與
公

案
之
間
的
關
係
，
以
及
從
茶
師

禪
話
一
窺
古
代
茶
會
盛
況
。

線
上
課
程
結
束

後
，
學
員G

loria

回

饋
，
法
師
教
學
內
容

看
似
簡
單
，
卻
包
含

博
大
精
深
的
禪
的
智

慧
；
來
自
香
港
的Lisa 

讚
歎
即
時
英
文
翻
譯
；

洛
杉
磯
義
工Linda

在

臺
灣
的
親
友
表
示
，
感

恩
在
居
家
防
疫
時
期
，

能
線
上
參
與
美
西
道
場
的

佛
法
講
座
，
豐
富
關
於
茶

禪
的
底
蘊
。

規
畫
課
程
的
洛
杉
磯
道
場

監
院
常
悅
法
師
分
享
，
曾
經
多

次
上
過
果
鏡
法
師
主
持
的
茶
禪

課
程
，
非
常
讚
佩
法
師
將
禪
的

精
神
融
入
喝
茶
泡
茶
過
程
，
也

善
巧
加
入
禪
宗
公
案
。
法
師
也

向
翻
譯
組
義
工
致
謝
，
感
恩
眾

人
過
去
兩
個
多
月
來
，
利
用
週

末
假
日
密
集
練
習
，
使
課
程
能

夠
更
廣
泛
地
推
廣
，
讓
英
文
語

系
的
民
眾
參
與
認
識
中
國
的
茶

文
化
。

【
香
港
訊
】
一
年
一
度
的

香
港
國
際
書
展
，
七
月
十
四

日
在
香
港
灣
仔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揭
開
序
幕
。
香
港
道
場
在

佛
教
坊
設
立
展
位
，
以
「
平

安
自
在
」
為
主
題
，
鼓
勵
大

眾
面
對
無
常
的
大
環
境
，
仍

不
忘
抱
持
平
常
心
，
透
過
正

念
力
量
，
祈
願
疫
情
早
日
平

息
。
會
場
也
陳
列
各
種
結
緣

小
冊
與
參
觀
者
結
緣
。

七
月
十
八
日
的
書
展
講

座
，
以
「
您
可
以
選
擇
不
恐

懼
」
為
題
，
由
香
港
道
場
常

禮
法
師
、
心
理
學
家
袁
家
慧
、

精
神
科
醫
生
梁
琳
明
分
享
如

何
從
「
四
它
」
來
面
對
恐
懼

時
的
身
心
狀
況
。

三
位
與
談
人
就
近
年
香
港

的
社
會
現
象
與
疫
情
的
考

驗
，
點
出
恐
懼
的
產
生
，
多

半
源
自
於
個
人
的
執
著
。
如

何
才
能
夠
不
恐
懼
？
與
談
人

表
示
，
首
先
必
須
告
訴
自
己
，

恐
懼
是
無
法
避
免
的
，
因
此

「
正
視
」
外
在
的
各
種
無
常
，

是
第
一
步
該
做
的
；
「
接
受
」

是
另
一
個
重
要
的
學
問
，
謹

記
不
過
分
放
大
、
不
加
諸
其

他
心
理
因
素
，
否
則
「
單
純

的
痛
」
往
往
容
易
演
變
成
「
痛

苦
」
。

與
談
人
進
一
步
分
享
「
處

理
」
恐
懼
的
小
竅
門
，
便
是

專
注
我
們
可
以
改
變
的
，
而

不
要
執
著
於
無
法
掌
握
的
，

改
變
的
重
點
在
找
方
法
。
心

念
「
阿
彌
陀
佛
」
，
就
是
個

最
簡
單
的
方
法
。
處
理
的
過

程
中
，
能
夠
靜
觀
並
轉
念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當
能
做
到
時
，

就
能
減
輕
自
我
中
心
，
且
能

朝
自
利
利
他
前
行
。

「
處
理
是
必
須
學
習
的
。
」

常
禮
法
師
提
醒
大
家
，
學
習

處
理
問
題
，
壓
力
、
恐
懼
就

不
會
累
積
，
且
透
過
學
習
可

提
昇
敏
銳
度
。
而
練
習
培
養

慈
悲
心
，
更
能
看
到
他
人
的

需
要
，
減
少
對
自
己
的
執
著
。

嘗
試
以
幽
默
的
心
境
看
待
逆

境
，
更
有
助
於
我
們
與
恐
懼

共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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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
子
茵
／
臺
北
報
導
】
情
緒
也
需
要
打

疫
苗
嗎
？
如
何
做
自
己
心
的
主
人
？
七
月

十
一
、
二
十
五
日
，
法
鼓
山
再
度
舉
辦
二
場

「
居
家
線
上
分
享
會
」
，
分
別
以
「
防
疫
！

防
抑
！
」
、
「
防
疫
心
生
活
、
自
律
新
觀
點
」

為
主
題
，
認
識
情
緒
的
本
質
以
及
如
何
照
顧

自
心
，
迎
向
防
疫
新
生
活
。
二
場
直
播
累
積

近
二
萬
人
觀
看
，
留
言
回
響
熱
烈
。

十
一
日
晚
間
，
在
輕
柔
的
爵
士
樂
與
昏
黃

的
燈
光
下
，
護
法
總
會
青
年
院
演
無
法
師
、

演
信
法
師
、
演
謙
法
師
與
法
鼓
文
理
學
院
生

命
教
育
學
程
助
理
教
授
辜
琮
瑜
，
輕
鬆
探
討

疫
情
期
間
如
何
讓
心
不
隨
境
轉
。

辜
琮
瑜
說
，
隨
著
疫
情
變
化
，
情
緒
難
免

起
伏
，
卻
也
是
新
生
活
的
起
點
，
不
妨
運
用

所
學
過
的
佛
法
調
伏
心
緒
，
重
新
思
惟
：
「
當

獨
自
一
人
時
，
你
在
哪
裡
？
」
並
學
習
自
律
，

活
得
清
楚
明
白
。

「
怎
麼
面
對
事
情
，
就
會
有
怎
樣
的
狀

態
。
」
演
謙
法
師
指
出
，
今
年
暑
期
悟
寶
親

子
課
程
改
為
線
上
，
雖
無
法
實
體
接
觸
，
卻

讓
病
童
也
得
以
在
家
參
與
共
學
；
法
師
回
想

就
讀
僧
伽
大
學
時
灑
掃
祈
願
殿
廁
所
，
不
同

的
義
工
各
有
打
掃
方
式
，
讓
他
一
時
無
所
適

從
，
後
來
因
轉
念
不
抗
拒
，
學
會
活
在
當
下
。 

演
無
法
師
分
享
今
年
僧
眾
各
自
就
地
結
夏
，

獨
處
時
間
較
多
，
敦
促
自
己
在
「
蠢
蠢
欲
動
」

與
「
該
做
什
麼
」
間
找
到
規
矩
與
節
奏
感
；

演
信
法
師
則
回
饋
要
「
做
自
己
的
監
香
」
，

享
受
從
外
境
收
攝
回
到
內
心
的
過
程
，
心
也

變
得
愈
來
愈
有
力
量
。  

 

二
十
五
日
上
午
，
護
法
總
會
服
務
處
監
院

常
應
法
師
、
三
學
研
究
院
僧
才
培
育
院
監
院

常
耀
法
師
及
榮
譽
董
事
會
悅
眾
施
心
媛
，
共

同
探
討
疫
情
中
如
何
面
對
自
己
、
實
踐
自
我

管
理
。
人
在
新
加
坡
的
常
耀
法
師
分
享
，
在

封
城
避
疫
期
間
找
回
規
律
作
息
和
日
程
，
不

僅
複
習
營
養
學
與
健
身
，
也
自
修
〈
一○

八

自
在
語
〉
泰
文
版
。
法
師
分
享
有
位
義
工
抄

寫
《
八
大
人
覺
經
》
五
年
，
身
心
從
緊
繃
轉

為
輕
盈
，
鼓
勵
信
眾
見
賢
思
齊
，
自
我
精
進
。

「
定
課
是
自
律
的
基
石
。
」
常
應
法
師
分

享
二
十
年
來
持
續
以
拜
懺
為
定
課
，
以
應
對

瞬
息
萬
變
的
生
活
，
也
推
動
線
上
日
課
表
、

共
修
、
人
才
培
訓
等
來
照
顧
護
法
悅
眾
。
法

師
感
嘆
生
命
無
常
，
鼓
勵
大
眾
善
用
有
限
生

命
成
就
無
限
奉
獻
。
聽
眾
紛
紛
留
言
表
達
共

鳴
，
表
示
要
「
揪
團
作
定
課
」
。

身
為
中
小
企
業
主
的
施
心
媛
，
分
享
疫
情

下
的
職
場
新
樣
貌
，
也
在
參
與
安
和
分
院
藥

師
法
門
線
上
共
修
中
，
體
驗
到
聖
嚴
師
父
所

說
「
需
要
的
不
多
，
想
要
的
太
多
」
，
學
會

「
好
好
照
顧
自
己
的
心
，
不
管
有
沒
有
疫
情
，

心
都
是
美
好
的
。
」

偶
然
在
朋
友
的
臉
書
上
，
看
到
法
鼓
山
暑
期
線
上

「
悟
寶
親
子
課
程
」
的
活
動
訊
息
，
當
看
到
「
國

小
三
升
四
年
級
學
童
」
，
讓
我
不
禁
留
言
驚
呼
：
「
這

是
在
呼
叫
我
們
嗎
？
」

在
媽
媽
一
頭
熱
報
名
之
後
，
不
同
模
式
的
活
動
通
知

陸
續
傳
來
，
我
特
別
留
意
到
這
句
話
反
覆
地
提
醒
著
：

「
請
尊
重
小
菩
薩
的
意
願
，
請
勿
勉
強
。
」
每
看
一
次
，

就
會
深
呼
吸
一
次
，
因
為
我
也
沒
把
握
自
家
的
小
男
孩

會
是
什
麼
狀
態
？
唯
獨
有
信
心
的
是
：
孩
子
的
心
常
是

敞
開
的
、
態
度
總
是
好
奇
的
，
做
什
麼
事
都
感
興
趣
。

我
想
，
即
使
不
為
學
佛
，
至
少
創
造
一
個
機
會
，
讓
我

們
一
起
親
近
法
鼓
山
，
認
識
一
種
美
好
的
存
在
，
先
這

樣
就
好
。

「
悟
寶
親
子
課
程
」
的
設
計
非
常
用
心
，
手
作
引
導

沉
穩
有
耐
性
，
最
後
成
品
之
一
是
念
珠
一
串
。
每
當
串

上
一
顆
念
珠
時
，
我
都
帶
著
孩
子
誦
念
「
南
無
觀
世
音

菩
薩
」
，
完
成
後
依
循
法
師
引
導
，
將
念
珠
放
在
掌
心
，

雙
手
合
十
，
發
願
祝
禱
。

隔
日
孩
子
到
牙
科
就
診
，
內
心
萬

般
焦
慮
不
安
，
我
竟
看
到
他
善
用
在

法
鼓
山
線
上
課
程
中
所
學
所
做
的
，

將
小
念
珠
握
於
掌
心
，
靜
心
默
念

「
觀
世
音
菩
薩
」
。
他
說
：
「
上

課
有
教
，
這
樣
可
以
讓
自
己
安
靜
下

來
，
比
較
不
會
害
怕
。
」

聽
完
這
段
話
，
媽
媽
表
面
平
和
，

其
實
心
中
澎
湃
不
已
。
媽
媽
沒
有
打

算
影
響
孩
子
跟
隨
自
己
的
信
仰
，

但
看
到
他
不
僅
接
受
，
甚
至
安
穩
其

中
。
我
想
，
疫
情
過
後
，
應
該
可
以

帶
他
上
法
鼓
山
，
好
好
地
走
一
走
。

【
魏
子
茵
／
北
投
報
導
】
讓
佛
法
歷
久
彌
新
、
與

時
俱
進
，
有
賴
僧
眾
的
住
持
與
弘
揚
。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
法
鼓
山
僧
伽
大
學
教
務
長
常
啟
法
師
於
法
鼓
山

人
文
社
會
基
金
會
、
教
育
電
臺
共
同
製
作
的
《
幸
福

密
碼
》
廣
播
節
目
中
，
分
享
法
鼓
山
僧
伽
大
學
如
何

培
養
「
現
代
僧
人
」
，
以
佛
法
淨
化
人
心
與
社
會
，

活
出
與
眾
生
的
生
命
連
結
。

主
持
人
蔡
旻
霓
提
問
，
僧
伽
大
學
與
一
般
大
學
有

何
不
同
？
常
啟
法
師
表
示
，
僧
才
教
育
是
「
以
菩
薩

道
的
利
生
事
業
，
修
持
出
離
心
的
解
脫
道
。
」
僧
人

並
非
在
深
山
修
行
、
不
問
世
事
，
而
是
懷
抱
「
放
下

自
我
、
捨
己
為
人
」
的
利
他
心
，
次
第
學
習
威
儀
、

自
覺
覺
他
，
進
而
弘
法
利
生
。
法
師
強
調
「
集
體
修

行
」
的
重
要
，
學
僧
透
過
團
體
生
活
、
規
律
作
息
、

佛
學
熏
修
來
消
融
自
我
，
融
入
大
眾
之
中
。

法
師
出
家
前
曾
擔
任
工
程
師
，
面
對
實
驗
與
數
據
，

總
覺
得
缺
少
人
的
溫
度
，
也
在
強
烈
追
逐
成
就
中
體

會
到
「
苦
」
。
因
緣
際
會
參
加
僧
大
舉
辦
的
生
命
自

覺
營
，
十
分
嚮
往
僧
人
在
奉
獻
中
的
自
得
與
喜
悅
，

而
走
上
出
家
之
路
。
「
學
僧
畢
業
後
才
是
真
正
修
行

的
開
始
。
」
法
師
表
示
領
執
後
，
以
佛
陀
度
人
的
本

懷
進
入
人
群
，
也
保
持
自
律
與
反
省
，
將
一
切
經
歷

轉
成
啟
發
出
離
心
與
菩
提
心
的
養
分
。

法
師
分
享
，
出
家
十
五
年
來
，
去
過
墨
西
哥
、
中

國
雲
南
等
地
宣
講
佛
法
與
推
廣
禪
修
，
打
開
生
命
的

視
野
，
看
見
人
世
的
悲
喜
，
親
身
感
受
生
命
的
連
結
。

法
師
並
鼓
勵
仍
在
尋
求
人
生
道
路
的
人
，
以
更
開
闊

包
容
的
心
，
在
流
動
的
實
相
中
去
體
會
生
命
的
豐
盛
。

打
疫
苗

心
靈

各
地
信
眾
雲
端
相
會 

與
法
師
及
專
業
老
師
放
鬆
對
話 

學
習
調
伏
情
緒
照
顧
自
心

▲
�

青
年
院
法
師
們
、
辜
琮
瑜
老
師
聯
合
主
持
線
上
分

享
會
，
為
大
眾
在
防
疫
期
間
的
情
緒
打
疫
苗
。�

�

（
青
年
院�

提
供
）

常
啟
法
師

談
法
鼓
山
僧
才
教
育

香港道場 書展傳送平安自在香港道場 書展傳送平安自在

▲�

香
港
道
場
參
加
二○

二
一
香
港
國
際
書

展
，
與
大
眾
分
享
平
安
自
在
的
閱
讀
與
祝

福
。�

（
香
港
道
場�

提
供
）

為
【
魏
子
茵
／
臺
北
報
導
】

在
疫
情
紛
擾
下
，
心
靈
環
保

讀
書
會
、
各
護
法
分
會
、
會

團
等
，
陸
續
將
實
體
讀
書
會

改
為
線
上
，
落
實
停
課
不
停

學
。
七
月
八
日
起
，
榮
譽
董

事
會
也
加
入
雲
端
共
讀
行
列
，

二
百
二
十
位
成
員
歡
喜
共
讀

方
丈
和
尚
果
暉
法
師
的
新
書

《
止
觀
禪
》
；
護
法
總
會
教

師
聯
誼
會
五
十
位
成
員
七
月

九
日
起
則
讀
《
安
心
禪
：
上

班
族
四
十
則
安
心
指
引
》
，

練
習
以
禪
法
為
指
引
，
在
喧

囂
的
外
境
中
，
找
到
安
頓
生

命
之
道
。

「
修
習
止
觀
讓
我
們
能
邁

向
定
慧
不
二
。
」
僧
團
都
監

常
遠
法
師
在
榮
董
會
首
場
讀

書
會
中
勉
勵
大
眾
，
勤
讀
方

丈
和
尚
多
年
研
究
精
華
，
為

日
後
參
加
止
觀
禪
二
暖
身
。

鼓
勵
成
員
以
發
菩
提
心
為
根

基
，
從
體
驗
呼
吸
入
門
，
「
以

止
安
定
心
念
，
以
觀
覺
照
萬

境
」
，
學
習
由
「
多
、
少
、

一
、
無
」
漸
次
達
於
心
的
統

一
，
並
透
過
聞
思
修
的
熏
習
，

體
悟
緣
起
性
空
的
智
慧
，
進

而
轉
化
身
口
意
三
業
行
為
。

帶
領
人
孫
美
文
將
文
章
結

合
遊
戲
，
邀
請
來
自
臺
灣
、

美
國
、
加
拿
大
等
地
成
員
分

享
如
何
將
止
觀
運
用
於
生
活
。

辛
智
秀
說
「
太
看
重
自
己
」

是
痛
苦
的
根
源
，
要
在
懺

悔
、
感
恩
中
學
習
心
安
，

「
不
把
煩
惱
帶
到
睡
眠
」
；

邱
常
盈
談
到
因
實
修
「
觀

痛
」
及
「
轉
念
」
撫
平
父
喪

悲
痛
，
如
今
能
陪
伴
哀
傷
的

朋
友
。

九
日
晚
間
，
教
聯
會
輔
導

法
師
演
本
法
師
首
先
以
「
呼

吸
禪
」
引
導
成
員
靜
心
、
放

鬆
，
接
著
帶
領
大
家
從
師
父

的
四
十
則
安
心
指
引
找
到
調

心
方
法
。
法
師
表
示
，
當
境

界
來
時
無
須
逃
避
與
對
抗
，

體
驗
每
個
獨
一
無
二
的
當
下
，

不
沉
湎
過
去
與
臆
測
未
來
，

學
習
認
識
人
的
差
異
性
，
放

下
對
現
象
的
執
著
，
領
受
師

父
所
說
：
「
一
切
都
是
現
成
、

完
整
、
新
鮮
、
美
好
的
。
」

成
員
白
演
啟
分
享
，
曾
有

一
年
半
的
時
間
，
班
級
經
營

遭
逢
重
重
困
境
，
在
身
心
俱

疲
中
練
習
用
耐
心
與
慈
悲
心
，

以
四
它
度
過
難
關
。
遠
從
英

國
連
線
參
加
的
徐
演
虹
發

願
：
每
一
口
呼
吸
都
要
用
在

利
他
與
當
下
覺
知
，
保
持
心

平
氣
和
與
關
懷
他
人
。
最
後
，

法
師
帶
領
大
眾
共
同
迴
向
全

球
危
難
早
日
平
息
。

雲端共讀 止觀禪 安心禪
 榮董會、教聯會線上讀書會  疫情中用書香安頓身心

▲�果鏡法師透過泡茶、喝茶，引領大眾走入唐代的茶

文化與茶公案。� （洛杉磯道場�提供）

美西暑期
佛法講座

◎祐祐媽

《
幸
福
密
碼
》
廣
播
節
目

▼

�
家
長
和
小
朋
友
跟
隨
線
上
「
悟
寶
親
子
課
程
」
引

導
，
一
起
串
念
珠
。�

（
青
年
院�

提
供
）

線上「悟寶親子課程」心得

孩子學到安心法寶孩子學到安心法寶

喫
茶
去
！

果
鏡
法
師
分
享
茶
公
案



本
屆
研
討
會
研
究
主
題
與
聖
嚴
思
想
相
關

的
論
文
約
有
十
六
篇
，
如
：
「
心
靈
環

保
『
學
』
」
、
師
父
的
禪
修
史
觀
、
念
佛
禪

法
、
師
父
於
華
嚴
與
如
來
藏
思
想
的
現
代
詮

釋
與
教
學
等
。

在
「
聖
嚴
思
想
體
系
建
構
與
實
踐
」
場
次
，

成
功
大
學
經
濟
系
教
授
許
永
河
提
出
「
心
靈

環
保
國
富
論
」
，
生
產
者
以
「
心
靈
環
保
」

的
覺
醒
態
度
，
自
動
承
擔
社
會
企
業
責
任
，

與
消
費
者
形
成
良
性
循
環
，
為
環
境
保
護
、
社

會
福
祉
提
昇
貢
獻
，
促
進
企
業
永
續
經
營
及
經

濟
持
續
發
展
，
也
是
在
建
設
人
間
淨
土
。
「
心

五
四
」
能
否
提
昇
經
濟
行
為
的
利
他
傾
向
？
東
海

大
學
國
際
經
營
與
貿
易
學
系
副
教
授
謝
俊
魁
與
顏

美
惠
以
「
滾
雪
球
抽
樣
法
」
取
得
二○

三
七
筆
有

效
網
路
問
卷
，
發
現
「
心
五
四
」
確
實
能
提
昇
利
他

傾
向
，
且
與
實
踐
頻
率
成
正
比
。

果
光
法
師
發
表
〈
研
發
「
溝
通
與
修
行
」
課
程
之

自
我
覺
察
〉
，
嘗
試
將
佛
教
修
行
與
心
理
學
做
體
用

融
合
。
透
過
訪
談
參
與
課
程
研
發
的
八
位
成
員
，
探

索
課
程
研
發
過
程
與
「
自
我
覺
察
」
內
涵
。
該

課
程
開
發
出
「
五
遍
行
法
」
：
觸
、
作
意
、

受
、
想
、
思
的
內
在
自
覺
模
式
，
並
從
參

與
者
的
訪
談
中
萃
取
出
「
自
我
覺
察
」
的

六
項
關
鍵
元
素
：
孤
獨
、
安
定
、
距
離
、

明
覺
、
敏
銳
、
好
奇
，
進
一
步
回
應
教
案

設
計
如
何
融
入
及
運
作
此
六
項
元
素
，
發

揮
自
我
轉
化
的
力
量
。
回
應
人
林
以
正
教

授
認
為
，
「
自
我
覺
察
」
未
必
能
導
向
悲

心
生
起
，
建
議
加
強
「
自
我
覺
察
」
與
溝

通
之
間
的
連
結
，
論
述
才
更
具
說
服
力
。

政
治
大
學
哲
學
系
教
授
李
維
倫
藉
訪

談
在
禪
修
過
程
中
，
有
過
經
驗
變
異
狀

態
的
修
行
者
，
透
過
現
象
學
的
描
述
分

析
來
揭
露
禪
修
過
程
中
的
意
識
經
驗
變

化
，
論
文
以
十
一
項
主
題
呈
現
研
究
結

果
，
包
括
：
話
語
活
動
與
禪
境
狀
態
的

關
係
是
脫
除
或
留
存
、
精
細
化
與
銳
利

化
的
感
官
覺
受
經
驗
、
時
間
感
快
慢
變

化
擴
增
的
知
覺
架
構
、
身
體
邊
界
位
置

感
與
空
間
經
驗
的
變
異
、
禪
境
狀
態
下

與
他
人
的
關
係
互
動
等
。
慈
濟
大
學
人

類
發
展
與
心
理
學
系
助
理
教
授
彭
榮
邦
認

為
，
從
現
象
學
來
詮
釋
宗
教
經
驗
，
促
進

佛
學
教
義
在
經
驗
層
次
上
的
當
代
理
解
，

具
有
承
先
啟
後
的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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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02)2397-9300

■北部

農禪寺

Tel: (02)2893-3161

雲來別苑/護法總會

Tel: (02)2896-6119

中華佛教文化館

Tel: (02)2891-2550

安和分院

Tel: (02)2778-5007

天南寺

Tel: (02)8676-2556

齋明寺

Tel: (03)380-1426

齋明別苑

Tel: (03)315-1581

基隆精舍/基隆分會

Tel: (02)2426-1677

中山精舍/中山分會

Tel: (02)2591-1008

新竹精舍/新竹分會

Tel: (03)5258-246

松山分會

Tel: 0921-690-545

士林分會

Tel: (02)2881-7898

內湖分會

Tel: (02)2793-8809

社子分會

Tel: (02)2816-9619

石牌分會

Tel: 0937-819-855

大同分會

Tel: (02)2599-2571

北投分會

Tel: (02)2892-7138

淡水分會

Tel: (02)2629-2458

城中分會

Tel: (02)8978-2081轉1003

大安信義南港分會

Tel:  (02)2778-5007～9轉176

文山分會

Tel: (02)2236-4380

三石分會

Tel: 0978-207-781

萬金分會

Tel: (02)2408-1844

雙和分會

Tel: (02)2231-2654

重陽分會

Tel: (02)2986-0168

新店分會

Tel: (02)2219-2998

海山分會

Tel: (02)2269-2578

板橋分會

Tel: (02)8951-3341

林口分會

Tel: (02)2603-0390

      (02)2601-8643

新莊分會

Tel: (02)2994-6176

桃園分會

Tel: (03)302-4761

中壢分會

Tel: (03)2813-127

天母共修處

Tel: (02)2832-6777

      0939-727-677

劍潭共修處

Tel: (02)2885-1792

      0928-083-192

同德共修處

Tel: (02)2872-2627

深坑共修處

Tel: (02)2662-5854

屈尺共修處

Tel: (02)2666-7983

樹林共修處

Tel: (02)2681-0286

三鶯共修處

Tel: (02)8672-3406

蘆洲共修處

Tel: (02)2281-3377

泰山共修處

Tel:  (02)8531-1262

■中部

臺中寶雲寺/臺中分會

Tel: (04)2255-0665轉3208

臺中寶雲別苑

Tel: (04)2465-6899

南投德華寺

Tel: (049)242-3025

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

Tel: (04)2223-1055

苗栗分會

Tel: (037)362-881

豐原分會

Tel: (04)2524-5569

海線分會

Tel: (04)2622-9797

彰化分會

Tel: (04)711-6052

員林分會

Tel: (04)837-2601

南投分會

Tel: (049)231-5956

苑裡共修處

Tel: (037)741-715

竹山共修處

Tel: (049)264-5456

東勢共修處

Tel: (04)2588-1337

      (04)2577-2923

■南部

臺南分院/臺南分會

Tel: (06)220-6329

臺南雲集寺

Tel: (06)721-1295

高雄紫雲寺/

高雄南/北區分會

Tel: (07)732-1380

高雄三民精舍

Tel: (07)225-6692

嘉義分會

Tel: (05)276-0071

屏東分會

Tel: (08)738-0001

潮洲分會

Tel: (08)789-8596

虎尾共修處

Tel: (05)636-4382

朴子共修處

Tel: (05)370-8758

白河共修處

Tel: (06)683-2919

■東部

臺東信行寺/臺東分會

Tel: (089)225-199

      (089)223-151

蘭陽分院/羅東分會

Tel: (03)961-0296

宜蘭分會

Tel: (039)332-125

花蓮分會

Tel: (03)834-2758

東
亞
佛
教
的
傳
播
」
主
題

中
，
成
功
大
學
中
文
系

助
理
教
授
簡
凱
廷
發
表
〈
論
大
寶

守
脫
《
教
觀
綱
宗
釋
義
會
本
講

述
》
〉
，
爬
梳
聖
嚴
師
父
晚
年
著

作
〈
天
台
心
鑰
：
教
觀
綱
宗
貫

註
〉
，
書
中
提
及
日
本
僧
人
大
寶

守
脫
所
著
《
教
觀
綱
宗
釋
義
會
本

講
述
》
，
對
江
戶
後
期
天
台
宗
的

重
要
影
響
。
這
本
著
述
書
是
對
弘

揚
天
台
教
觀
非
常
重
要
的
蕅
益
智

旭
《
教
觀
綱
宗
》
的
直
接
釋
義
，

論
文
藉
由
守
脫
的
例
子
，
討
論
智

旭
的
《
教
觀
綱
宗
》
，
從
近
世
乃

至
當
代
，
在
東
亞
內
部
各
區
間
的

接
受
史
問
題
。

中
研
院
文
哲
所
博
士
後
研
究
員

郭
珮
君
發
表
〈
東
亞
文
化
交
流
中

的
漢
傳
佛
教
信
仰
表
現
：
以
日
本

平
安
時
代
的
如
法
經
為
線
索
〉
。

所
謂
如
法
經
，
指
在
特
定
儀
式
規

範
下
書
寫
《
法
華
經
》
。
論
文
考

察
唐
代
兩
部
關
於
《
法
華
經
》
的

感
應
錄
，
記
載
當
僧
人
或
居
士

「
如
法
抄
寫
」
《
法
華
經
》
時
產

生
感
通
靈
驗
及
利
益
的
敘
事
。
當

時
奉
行
抄
寫
《
法
華
經
》
的
清
淨

性
與
精
進
行
道
，
尚
未
形
成
一

種
信
仰
；
但
當
如
法
經
傳
入
日
本

後
，
漸
漸
在
宗
寺
形
成
被
信
仰
的

對
象
，
甚
至
有
相
應
儀
軌
出
現
。

郭
珮
君
由
此
例
證
考
察
，
日
本
天

台
宗
成
立
後
，
不
斷
強
調
自
身
宗

派
承
繼
自
唐
代
天
台
的
如
法
佛

教
，
進
而
論
證
漢
傳
佛
教
信
仰
對

日
本
佛
教
史
建
構
之
影
響
。

政
治
大
學
哲
學
系
名
譽
教
授
林

鎮
國
發
表
〈
戒
定
與
江
戶
時
代

《
唯
識
二
十
論
》
的
講
論
熱
潮
〉
，

從
真
言
宗
僧
人
戒
定
的
《
二
十
唯

識
論
帳
祕
錄
》
與
江
戶
唯
識
學
熱

潮
，
提
出
日
本
現
代
唯
識
學
研
究

系
譜
如
上
田
義
文
與
長
尾
雅
人
的

「
唯
識
正
義
」
之
爭
，
不
只
受
到

西
方
學
者
對
唯
識
梵
本
研
究
的
影

響
，
也
可
上
溯
至
江
戶
時
代
的
日

本
傳
承
。
回
應
人
郭
朝
順
認
為
，

林
鎮
國
雖
是
研
究
戒
定
，

卻
為
研
究
者
開
拓
視
野
，

重
新
反
省
近
世
東
亞
佛
教

的
研
究
，
可
以
從
現
代
追
索
到
前

現
代
，
可
謂
隱
含
了
整
個
東
亞
佛

學
研
究
的
脈
動
。

日
本
青
山
學
院
大
學
教
授
陳
繼

東
探
討
江
戶
時
期
在
淨
土
宗
與

真
宗
的
宗
學
之
爭
下
，
淨
土
宗

僧
人
統
譽
圓
宣
撰
寫
的
《
挫
僻

打
磨
編
》
，
對
真
宗
創
始
人
親
鸞

的
《
教
行
信
證
》
進
行
的
全
面
批

判
，
並
比
較
圓
宣
與
清
末
楊
文
會

對
淨
土
真
宗
批
判
的
異
同
。
陳
繼

東
指
出
，
宗
學
之
爭
主
要
是
教
義

之
爭
，
關
乎
各
宗
的
自
我
認
同
與

生
存
，
宗
學
之
爭
對
佛
教
在
亞
洲

的
開
展
具
有
普
遍
意
義
，
因
此
有

必
要
對
中
國
佛
教
的
相
關
思
想
進

行
比
較
研
究
，
發
現
思
想
上
的
異

同
，
重
新
思
考
東
亞
佛
教
思
想
的

多
樣
性
。

◎文／編輯室．圖／本刊資料

東
亞
佛
教
跨
文
化
跨
區
域
傳
布
脈
動

東
亞
佛
教
跨
文
化
跨
區
域
傳
布
脈
動

禪
學
思
想
樣
貌
再
發
現

禪
學
思
想
樣
貌
再
發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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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嚴
思
想
跨
領
域
開
展

聖
嚴
思
想
跨
領
域
開
展漢傳佛教．聖嚴思想漢傳佛教．聖嚴思想      

跨界對話跨界對話
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邁入第八屆，

專家學者齊聚雲端，開展更多元的對話空間，

五十篇論文發表，探索聖嚴師父的思想與漢傳佛教的歷史脈絡。

本期邀您一同深入了解。

▲�李維倫從現象學的描述來揭露禪修過程中

的身心變化經驗，盼促進佛學教義在經驗

層次上的當代理解。

�����������������������

【
本
刊
訊
】
「
飯
食
已
訖
，
當
願
眾
生
，

所
作
皆
辦
，
具
諸
佛
法
。
」
〈
結
齋
偈
〉
後
，

一
場
史
無
前
例
的
畢
業
典
禮
，
在
七
月
三
日

早
齋
結
束
後
於
法
鼓
山
第
二
齋
堂
展
開
，
全

體
僧
眾
一
同
為
今
年
的
六
位
畢
業
學
僧
祝

福
。
疫
情
期
間
，
校
方
並
未
邀
請
親
友
至
現

場
，
但
有
僧
團
法
師
的
祝
福
，
更
顯
典
禮
過

程
的
簡
單
隆
重
。

「
進
入
僧
團
後
是
新
的
學
習
，
以
謙
虛
的

心
與
大
眾
一
同
修
福
修
慧
，
做
一
天
和
尚
撞

一
天
鐘
，
在
佛
法
中
，
成
長
悲
智
、
增
長
道

業
。
」
院
長
果
暉
法
師
代
表
全
體
師
長
，
頒

授
證
書
，
並
以
年
度
主
題
「
平
安
自
在
」
與

全
體
共
勉
：
慈
悲
心
待
人
，
時
時
有
平
安
；

智
慧
心
安
己
，
處
處
得
自
在
。
如
果
身
心
無

法
平
安
自
在
，
可
以
倒
過
來
反
省
，
自
己
哪

方
面
不
足
，
如
何
用
佛
法
來
提
昇
。

「
在
齋
堂
舉
辦
畢
業
典
禮
，
是
非
常
特
別

的
畢
業
禮
物
。
」
畢
業
僧
演
穩
法
師
表
示
，

這
學
期
擔
任
行
堂
組
長
，
每
次
走
到
這
個
位

置
，
眼
裡
只
有
保
溫
餐
車
及
飯
菜
量
。
今
天

走
到
齋
堂
前
方
，
看
到
台
下
坐
滿
了
經
常
護

念
、
照
顧
自
己
的
戒
長
法
師
和
同
學
，
頓
時

紅
了
眼
眶
，
他
感
動
地
說
，
那
一
刻
心
中
只

有
感
恩
與
感
動
，
何
其
有
幸
，
在
這
個
如
來

家
中
學
習
、
成
長
！ 

今
年
校
方
特
別
製
作
畢
業
祝
福
卡
片
，
邀

請
男
女
眾
在
校
生
書
寫
卡
片
，
感
恩
畢
業
生

在
僧
大
期
間
的
陪
伴
，
期
勉
未
來
領
執
生
涯

福
慧
圓
滿
。

以
悲
智
心 
成
就
弘
法
事
業

僧
伽
大
學
畢
業
典
禮

論

壇

分

享

▲

�
郭
珮
君
以
日
本
平
安
時
代
的
如
法
經
為
線

索
，
論
證
漢
傳
佛
教
信
仰
對
日
本
佛
教
史

建
構
之
影
響
。

禪
學
思
想
史
」
專
場
共
發
表

六
篇
論
文
，
聚
焦
於
唐
宋

至
晚
明
清
初
的
禪
宗
思
想
體
系
與

禪
法
變
遷
。
東
京
大
學
東
洋
文
化

研
究
所
教
授
柳
幹
康
發
表
。
唐
末

五
代
的
禪
宗
變
遷
〉
，
指
出
「
唐

末
五
代
」
是
中
國
社
會
一
大
變
革

時
機
，
禪
宗
在
此
時
也
發
生
了
很

大
的
變
化
。

論
文
內
容
提
出
三
個
重
要
的
論

述
：
一
是
馬
祖
道
一
和
石
頭
希
遷

兩
者
在
思
想
、
禪
法
上
的
不
同
，

禪
宗
史
上
馬
祖
道
一
先
成
名
，
石

頭
希
遷
在
後
。
二
在
思
想
上
，
依

據
小
川
隆
的
研
究
指
出
石
頭
希
遷

的
禪
法
對
馬
祖
道
一
的
批
評
，
最

後
從
「
馬
祖
在
先
，
石
頭
在
後
」

的
論
點
，
比
較
雪
峰
義
存
跟
趙
州

從
諗
的
禪
法
在
當
時
禪
宗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從
此
導
出
玄
沙
師
備
從

雪
峰
的
教
團
分
支
出
來
，
再
傳
到

吳
越
的
天
台
德
韶
。

禪
宗
發
展
至
宋
代
，
與
唐
代
禪

宗
又
有
何
差
別
？
中
研
院
文
哲
所

研
究
員
廖
肇
亨
提
出
〈
宋
代
禪
學

思
想
樣
態
的
再
省
思
〉
，
將
宋
代

禪
學
發
展
的
四
大
主
題
以
及
禪

師
思
想—

—

大
慧
宗
杲
看
話
頭
、

宏
智
正
覺
默
照
禪
、
惠
洪
覺
範
文

字
禪
、
念
佛
禪
，
安
放
在
當
時
禪

宗
文
化
脈
絡
中
，
檢
視
宋
代
禪
宗

思
想
演
變
與
社
會
文
化
脈
絡
的
關

係
。元

代
以
後
轉
向
禪
淨
雙
修
發

展
，
象
徵
禪
宗
走
向
衰
微
？
中
山

大
學
中
文
系
助
理
教
授
吳
孟
謙
以

〈
元
代
禪
淨
合
一
思
想
探
析
〉
為

題
，
從
思
想
史
演
變
來
觀
照
元
代

禪
淨
雙
修
傾
向
的
產
生
。
其
中

〈
禪
淨
四
料
簡
〉
文
本
的
出
現
，

致
使
禪
淨
關
係
開
始
成
為
禪
師
們

認
真
對
待
的
議
題
，
元
代
禪
師
中

峰
明
本
與
弟
子
天
如
惟
則
扮
演
著

關
鍵
角
色
。

論
文
進
一
步
討
論
中
峰
明
本
師

徒
的
思
想
與
修
行
方
法
，
說
明

「
禪
淨
一
致
」
與
「
禪
淨
雙
修
」

的
區
別
，
以
及
「
自
性
彌
陀
，
唯

心
淨
土
」
的
兩
種
詮
釋
取
向
，
並

聚
焦
「
參
究
念
佛
」
此
一
修
行
方

法
本
質
上
是
臨
濟
宗
的
看
話
禪
，

具
有
攝
淨
土
於
禪
的
特
性
。
文
中

也
提
出
，
禪
宗
與
教
內
教
外
各
種

思
想
進
行
對
話
與
滲
透
，
產
生

豐
富
的
變
化
，
在
關
注
禪
門
內

部
傳
承
和
論
爭
，
更
應
注
意
思

想
、
宗
派
之
間
的
交
涉
，
才
能
如

聖
嚴
師
父
在
《
禪
門
驪
珠
集
》
自

序
中
說
：
「
見
出
禪
法
的
無
盡
大

用
。
」

「

「

【法鼓書齋】
■《人生》雜誌 456 期 8 月號

「疫」起共修藥師法門

新冠疫情從爆發到高峰、趨緩，又見新型變株等反覆來襲，全球一

如《藥師經》所述「眾病逼切」、「而便橫死」……幸好藥師佛為我

們準備好心藥，雖然疫情中，無法到道場共修，仍能一起上雲端精進，

透過誦經、持咒、持名、彩繪、恭書、閱讀，親近藥師佛，為心靈注

入疫苗。果旭法師、蔡洪瑩醫師、農場主人陳詩進分享藥師法門對他

們生命的影響，繼而學藥師佛行願，建設自心的琉璃淨土。

美國抗疫醫師彭溫巧在「疫外人生」回首自新冠肺炎在美爆發以來，

經歷「消失的一年」，如何重新也從心開始學習與病毒共存。注射疫

苗已成必需的防疫手段，「佛學新視界」惠敏法師分享人類免疫系統

的弘願：病原無盡誓願抗。

（每本 180元，訂閱一年 1680元）
◎法鼓文化網路書店 http://www.ddc.com.tw
◎電話：（02）2896-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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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
惠
敏
／
臺
北
報
導
】
想
學
禪
修
，
卻

不
知
從
何
開
始
，
又
怕
陷
入
盲
修
瞎
練
？
七

月
七
日
至
二
十
八
日
每
週
三
晚
上
的
「
法
鼓

講
堂
」
，
常
鐘
法
師
以
「
智
者
之
心 —

—

《
釋

禪
波
羅
蜜
次
第
法
門
》
」
為
題
，
介
紹
禪
修

的
入
手
處
，
從
認
識
禪
修
理
論
開
始
，
奠
定

禪
修
的
正
知
見
。

常
鐘
法
師
解
釋
主
題
「
智
者
之
心
」
具
雙

重
意
義
：
一
是
有
智
慧
者
修
行
的
心
法
，
一

是
指
此
書
為
天
台
宗
智
者
大
師
禪
觀
的
心
要
。

《
釋
禪
波
羅
蜜
》
是
天
台
智
者
大
師
在
金
陵

開
示
，
由
弟
子
法
慎
記
成
三
十
卷
，

章
安
灌
頂
再
編
輯
整
理
成
今
日
的
十

卷
。
此
書
將
印
度
佛
教
的
禪
定
學
，
以
及
大

乘
的
禪
定
修
行
法
門
，
由
淺
入
深
加
以
組
織
，

成
為
有
系
統
的
禪
觀
體
系
，
也
是
綜
合
大
小

乘
禪
觀
的
代
表
性
著
作
。

天
台
宗
有
四
大
止
觀
：
圓
頓
、
漸
次
、
不

定
、
小
止
觀
，
《
釋
禪
波
羅
蜜
》
屬
於
漸
次

止
觀
，
常
鐘
法
師
透
過
科
判
圖
表
，
讓
全
書

章
節
架
構
、
重
點
一
目
了
然
。
全
書
雖
有
十

章
，
不
過
智
者
大
師
只
講
了
七
章
，
其
後
三

章
則
缺
而
未
述
。
常
鐘
法
師
表
示
此
書
名
相

雖
多
，
卻
是
很
重
要
的
禪
修
基
礎
，
幫
助
我

們
覺
察
而
不
落
入
邪
禪
、
魔
境
。

法
師
依
章
節
先
詳
述
禪
修
者
的
正
確
發
心
，

以
及
應
具
備
的
前
方
便
，
後
說
明
修
行
方
法
、

次
第
、
禪
相
，
提
示
修
行
者
，
雖
然
以
追
求

圓
頓
禪
法
（
頓
悟
）
為
歸
趣
，
但
修
行
過
程

的
次
第
如
地
圖
的
指
引
，
十
分
重
要
。

學
佛
禪
修
首
重
發
心
，
智
者
大
師
首
章
便

提
出
「
發
心
邪
僻
」
的
十
種
行
者
，
如
常
見

的
為
名
聞
利
養
、
不
墮
惡
道
想
生
天
、
嫉
妒

好
勝
比
禪
定
、
求
涅
槃
不
行
菩
薩
道
等
，
如

果
存
這
「
十
壞
心
」
，
沒
有
利
他
的
大
悲
心
，

修
行
禪
定
是
無
法
和
禪
波
羅
蜜
法
門
相
應
，

只
是
落
入
邪
禪
。
而
在
方
法
上
不
管
用
數
息

觀
、
不
淨
觀
、
反
觀
心
性
等
禪
門
入
手
，
最

後
必
須
與
智
慧
相
應
，
取
於
中
道
，
才
能
依

正
確
的
次
第
修
證
，
達
到
開
悟
，
最
後
超
越

三
昧
等
九
種
禪
波
羅
蜜
，
才
是
智
者
大
師
所

謂
的
「
菩
薩
禪
」
。

《釋禪波羅蜜》展開     觀地圖
法鼓講堂

【聖嚴師父的有聲書 新書上架】 

■《法鼓全集》有聲書

新上架： 《真正的幸福》《是非要溫柔》

已上架： 《放下的幸福》《工作好修行》《人行道》《智慧 100》

■聖嚴法師經典學院

《心經》生活系列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金剛經》生活系列 《維摩經》生活

■下載播客 APP，搜尋 聖嚴法師的有聲書

聖嚴法師經典學院

常鐘法師主講

詳細資訊請掃描



▲�1990年，果燦法師（左）隨師父至各

地關懷弘法。

▲�2011年，水月道場建設期間，果燦法師

全心全力投入。

▲�2019年，果燦法師（前排中）於水陸

法會期間，歡喜關懷環保組義工。

▲�1997年，果燦法師（左）與師兄弟合

力承擔法會悅眾。

▲�果燦法師被喻為「最有行動力的老法師」。

每
週
三
、
六
上
午
，
我
都
要
到
錄
音
室
，
錄
下

聖
嚴
師
父
的
語
錄
。
一
年
多
下
來
，
我
已
錄

了
十
餘
本
師
父
的
著
作
。
其
實
，
數
字
增
加
的
意
涵

不
大
，
重
要
的
是
，
將
師
父
在
文
本
上
的
智
慧
轉
化

為
語
音
，
藉
數
位
化
之
便
能
流
傳
得
更
深
遠
。

  

在
師
父
生
前
，
我
與
他
面
對
面
講
話
的
機
緣
只

有
三
次
，
而
且
時
間
都
很
短
。
但
透
過
讀
他
的
箴

言
，
我
卻
像
認
識
一
位
朋
友
，
從
點
頭
之
交
到
深
刻

交
往
，
進
而
以
他
作
學
習
典
範
，
如
在
滄
海
中
定

錨
，
找
到
安
身
安
心
的
不
惑
定
力
。

  

這
位
﹁
老
朋
友
﹂
，
還
沒
深
入
讀
他
的
著
作

時
，
真
是
望
之
儼
然
，
就
是
因
外
在
莊
重
形
象
，
讓

我
有
著
仰
望
崇
敬
之
心
。
當
我
讀
著
︽
歸
程
︾
、

︽
聖
嚴
法
師
學
思
歷
程
︾
，
了
解
他
的
出
身
家

境
、
出
家
、
輾
轉
來
臺
、
再
出
家
，
以
及
到
日
本

取
得
博
士
學
位
等
學
習
生
涯
，
我
進
一
步
認
識
這

位
﹁
老
友
﹂
，
在
顛
沛
流
離
中
始
終
有
著
堅

定
的
毅
力
。
即
便
他
早
已
捨
報
多
年
，

但
我
在
由
口
入
心
的
念
讀
過
程
中
，

逐
漸
感
覺
到
與
師
父
的
距
離
拉
近

了
。當

我
讀
著
︽
是
非
要
溫

柔
︾
時
，
腦
海
中
不
時
浮
現

二○
○

五
年
法
鼓
山
開
山

大
典
的
幾
段
情
景
，
當

時
我
是
媒
體
代
表
，
參

與
揭
佛
幔
。
揭
幔
後
，

聖
嚴
師
父
左
手
牽
著

陳
水
扁
總
統
，
右
手

拉
著
當
時
的
臺
北
市

長
馬
英
九
，
慢
慢
走

下
典
禮
台
。
任
何
人

看
了
這
一
幕
都
會
心

有
所
感
，
也
能
體
會
師

父
的
用
心
。
此
書
講
到

職
場
進
退
的
圓
融
，
師

父
說
：
﹁
真
正
的
圓
融
一

定
先
講
﹃
正
直
﹄
，
有
所

為
、
有
所
不
為
，
同
時
又
能

有
一
種
包
容
性
，
即
使
自
己
受

到
些
許
損
害
，
也
能
包
容
；
更
不

會
動
輒
﹃
得
理
不
饒
人
﹄
，
擴
大
別

人
的
不
是
，
盯
著
別
人
的
缺
點
不
放
。
﹂
讀
著
讀

著
，
師
父
在
我
心
目
中
的
形
象
，
望
之
儼
然
沒
有

減
少
，
但
更
增
添
了
即
之
也
溫
的
感
受
，
深
刻
體

會
出
溫
柔
的
力
量
與
效
能
。

  

在
已
錄
製
完
成
的
著
作
中
，
談
禪
講
禪
修
的
著

作
占
了
很
大
一
部
分
。
慧
根
不
足
的
我
總
會
事
前

查
閱
辭
典
或
資
料
，
一
段
積
累
後
，
也
有
些
微
增

長
。
我
一
向
喜
好
讀
歷
史
書
籍
，
因
要
錄
製
︽
公

案
一○

○

︾
、
︽
禪
的
世
界
︾
、
︽
聖
嚴
說
禪
︾
、

︽
禪
的
理
論
與
實
踐
︾
等
書
，
特
別
找
到
中
國
佛

教
史
及
禪
宗
史
的
書
籍
研
讀
，
希
望
對
禪
的
源
遠

流
長
有
更
深
入
認
識
。
在
典
籍
中
，
禪
有
很
多
是

形
而
上
的
義
理
，
可
是
在
師
父
的
闡
釋
裡
，
卻
是

如
常
的
生
活
。
他
這
麼
說
，
禪
的
智
慧
要
能
用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
而
不
是
光
在
打
坐
才
用
到
禪
，
怎

麼
學
習
，
就
是
專
心
。
此
外
，
對
於
佛
教
被
誤
解

為
消
極
避
世
，
師
父
特
別
說
道
，
佛
教
的
本
質
是

積
極
的
，
因
為
佛
陀
就
是
濟
世
救
人
的
典
範
；
信

佛
的
菩
薩
行
者
，
一
定
是
最
積
極
的
人
。

謝
謝
胡
麗
桂
師
姊
的
接
引
，
謝
謝
張
雪
卿
、
黃

國
媛
兩
位
師
姊
的
陪
錄
指
引
，
讓
我
有
幸
參
與
發

揚
師
父
的
智
慧
功
德
，

更
讓
我
有
這
麼

一
段
珍
貴
的

學

習

時

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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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到
法
鼓
山
僧
團
出
家
，
都
帶

有
一
份
與
聖
嚴
師
父
、
與

師
兄
弟
、
與
信
眾
的
法
緣
，
而
副

住
持
果
燦
法
師
與
眾
人
的
緣
，
尤

其
深
厚
。
法
師
四
十
四
歲
進
入
僧

團
，
直
到
捨
報
，
三
十
五
年
的
歲

月
裡
，
念
念
都
是
師
父
的
悲
願
、

對
師
兄
弟
的
愛
護
，
以
及
對
信
眾

的
關
懷
護
念
。

在
僧
團
中
，
果
燦
法
師
是
年
紀

最
長
的
法
師
，
隨
時
承
接
師
父
和

僧
團
交
辦
的
任
務
，
哪
裡
需
要
，

就
去
哪
裡
。
特
別
是
擔
任
農
禪
寺

典
座
期
間
，
接
引
無
數
人
來
到
寺

院
，
滿
了
師
父
廣
開
弘
化
之
門
的

願
。

廣
開
弘
化
大
門  

滿
師
父
的
願

早
年
農
禪
寺
大
門
深
鎖
，
前
來

的
信
眾
不
但
需
要
按
門
鈴
才
能
進

入
，
若
要
用
齋
須
先
登
記
，
接
地

氣
的
法
師
改
變
了
這
兩
項
不
成
文

規
定
。
師
父
常
說
他
﹁
很
愛
管

閒
事
﹂
，
卻
也
讚
歎
：
﹁
農
禪

寺
的
大
門
是
果
燦
開
的
！
﹂

我
剛
出
家
時
，
有
一
幕
畫
面
至

今
仍
印
象
深
刻
，
那
是
在
早
齋
開

示
上
，
師
父
當
眾
提
點
果
燦
法

師
。
只
見
他
站
立
合
掌
，
接
受
師

父
一
一
提
點
。
當
時
甚
是
敬
佩
，

心
想
：
這
就
是
出
家
修
行
，
可
以

讓
師
父
提
點
、
棒
喝
。

法
鼓
山
創
建
初
期
，
法
師
擔
任

護
法
會
輔
導
法
師
，
但
師
父
曾
一

度
派
他
獨
自
一
人
到
中
南
部
開

發
。
他
二
話
不
說
，
放
下
護
法
會

執
事
，
馬
上
提
起
到
臺
中
領
執
的

任
務
。
當
他
正
規
畫
以
梵
唄
教
學

接
引
大
眾
，
四
個
月
後
的
一
日
早

晨
，
師
父
一
通
電
話
要
他
馬
上
回

來
再
接
護
法
會
，
他
就
依
教
奉

行
，
又
放
下
臺
中
分
院
，
提
起
護

法
會
。
提
起
放
下
之
間
，
只
有
師

命
與
師
願
。

燦
爛
的
笑
容
，
是
果
燦
法
師
的

招
牌
，
即
使
再
忙
，
只
要
信
眾
找

他
，
他
總
是
馬
上
放
下
手
邊
工

作
，
以
大
眾
的
需
要
為
主
。
師
父

經
常
同
時
交
辦
弟
子
不
同
任
務
，

當
大
家
都
還
在
企
畫
時
，
他
已
開

始
動
作
了
，
因
此
被
稱
是
﹁
最
有

行
動
力
的
老
法
師
﹂
。

無
論
到
哪
裡
領
執
，
他
總
能
一

如
師
父
賦
予
他
的
法
名
，
成
果
很

璀
璨
、
笑
容
很
燦
爛
。

水
月
道
場
改
建
　
全
力
報
師
恩

二○
○

七
年
，
法
師
接
任
農
禪

寺
監
院
，
承
擔
水
月
道
場
改
建
工

程
。
當
時
他
已
經
六
十
五
歲
了
，

對
一
般
人
而
言
，
這
是
退
休
的
年

紀
，
不
過
他
從
沒
想
過
自
己
的
歲

數
。
一
接
下
師
父
和
僧
團
交
付
的

任
務
，
他
忘
了
年
齡
、
忘
了
健

康
，
只
有
全
力
以
赴
。

水
月
道
場
建
設
期
間
，
每
當
天

一
亮
，
法
師
便
騎
上
他
的
﹁
小

白
﹂
︵
電
動
機
車
︶
巡
視
工
地
，

有
如
農
夫
一
早
去
﹁
巡
田
水
﹂

︵
閩
南
諺
語
，
指
農
夫
巡
看
田
水

灌
排
有
否
正
常
︶
。
過
程
中
，
鄰

近
住
戶
不
時
來
﹁
關
切
﹂
，
各
方

人
士
也
常
來
﹁
批
評
指
教
﹂
，
他

都
奮
不
顧
身
站
在
第
一
線
，
扛
下

各
種
聲
音
和
問
題
。
當
困
境
迎
面

而
來
，
他
就
是
去
找
人
、
找
資
源

來
協
助
和
克
服
。
他
的
生
命
裡
，

沒
有
困
難
，
只
有
報
師
恩
。

信
眾
緬
懷
感
念  

修
行
好
典
範

副
住
持
法
師
的
紀
念
影
片
上
網

後
，
引
起
眾
多
信
眾
的
緬
懷
和
感

念
，
曾
受
法
師
關
懷
過
的
人
，
都

感
念
法
師
護
念
信
眾
的
行
誼
；
而

不
曾
見
過
他
的
信
眾
，
則
感
恩
法

師
為
我
們
所
開
創
的
道
場
。

對
我
們
後
輩
的
僧
眾
而
言
，
對

老
法
師
最
大
的
供
養
，
則
從
他
身

上
領
受
到
勤
儉
持
家
、
隨
和
親

切
、
積
極
行
動
，
和
隨
時
提
起
，

隨
時
放
下
的
自
在
行
誼
。
法
師
為

法
忘
軀
及
弘
法
護
法
的
大
無
畏
精

神
，
在
在
是
我
們
學
習
的
典
範
。

【
錄
製
《
法
鼓
全
集
》
有
聲
書
心
得
】 

即
之
也
溫

方
法
隨
身 

自
然
不
生
氣

穿了很久的中掛薄如蟬翼，接近透明，一不小心便會在補丁

的間隙再開一個洞，送補這樣的中掛，為了讓整件色調一

致，縫紉室的菩薩用心地剪下同樣接近透明的中掛來補，這是別人

穿了很久，退下不能再穿的中掛碎片。

原來自己所得到的，都是來自於別人，而別人的，也是來自於別

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因緣真奇妙，無常的實相不是總有一天會消

失，而是流動、開放，與周遭的事物相互依存，緣分把你我都拉近了。

再一次送補蟬翼中掛時，竟換來一件新的，想必是補不了了。我歡喜

接受，想著我的破中掛將來也會成為別人身上的補丁，無常讓這中間

的緣分繼續流傳，不只是惜福，更是創造。

又一次，我的另一件蟬翼中掛又

破了，送補時便寫著送給縫紉室

當補丁碎布，殊不料換來的是技

術高超的大補丁。想改變，卻

被改變，我想人們抗拒的不

是改變，而是被改變。不

去對抗實相流動，才能

自在過生活，我又

歡喜接受了。

【接受無常實相】

薄如蟬翼的中掛
◎文．圖／釋常啟

通
常
的
人
大
概
修
行
三
到
五
年
就
不
會
輕
易

動
怒
，
因
為
知
道
了
如
何
控
制
自
己
或
掌

握
自
己
的
情
緒
，
無
論
別
人
怎
麼
逗
你
，
要
你
生

氣
、
要
你
煩
惱
，
你
都
會
平
平
靜
靜
地
面
對
它
、

接
受
它
，
而
不
會
動
無
明
氣
；
但
如
果
情
緒
還
是

反
覆
無
常
，
表
示
你
的
工
夫
沒
有
著
力
，
平
常
修

行
的
時
候
，
沒
有
好
好
照
顧
自
己
，
才
會
隨
時
生

氣
。
這
些
都
是
自
己
可
以
去
體
驗
的
。

也
有
人
跟
我
修
行
了
幾
年
，
回
家
後
還
是
經
常

跟
太
太
吵
架
，
這
是
因
為
沒
有
用
方
法
。
當
師
父

看
著
你
的
時
候
，
你
能
夠
不
生
氣
，
沒
看
著
你
的

時
候
，
就
容
易
生
氣
，
這
也
不
是
工
夫
。
工
夫
是

不
管
有
沒
有
人
看
著
你
，
都
不
會
隨
便
地
、
任
意

地
生
氣
。

其
實
生
氣
這
樁
事
，
不
是
能
不
能
控
制
的
問

題
，
而
是
平
時
要
練
習
方
法
，
便
不
容
易
生
起
氣

來
。
只
要
經
過
幾
年
的
練
習
，
生
氣
的
習
慣
就
會

漸
漸
化
解
，
如
果
能
夠
做
到
這
樣
，
你
就
是
有
工

夫
了
。
比
如
我
常
常
參
話
頭
或
是
數
呼
吸
，
脾
氣

來
的
時
候
，
自
然
而
然
就
會
數
起
呼
吸
，
知
道
要

用
方
法
，
那
就
不
會
生
氣
了
。

﹁
自
然
而
然
﹂
是
什
麼
意
思
？
就
是
當
我
們
自

己
遇
到
風
浪
，
不
論
小
風
浪
、
大
風
浪
，
自
己
能

夠
化
解
，
而
不
是
控
制
。
控
制
是
不
行
的
，
暫
時

壓
抑
住
不
讓
它
生
氣
，
但
是
氣
還
在
，
等
一
下
還

是
會
生
氣
，
因
為
這
是
控
制
不
住
的
，
硬
要
控
制

會
很
痛
苦
。
不
過
化
解
就
不
一
樣
了
。
什
麼
叫
作

﹁
化
解
﹂
？
即
是
本
來
正
在
生
氣
，
用
了
方
法
之

後
，
氣
就
不
見
了
、
消
化
掉
了
，
也
就
是
不
要
再

注
意
讓
你
生
氣
的
這
樁
事
。
用
方
法
得
力
，
便
能

化
解
。

所
以
，
方
法
要
常
常
練
習
，
這
不
是
你
用
功
十

年
或
打
坐
十
年
就
夠
了
，
而
是
在
這
十
年
之
間
，

你
是
否
常
常
用
方
法
？
還
是
十
天
、
八
天
偶
爾
用

一
次
？
如
果
經
常
用
方
法
，
這
才
是
在
工
夫
上
，

否
則
生
氣
的
當
下
忘
了
用
方
法
，
過
後
再
來
參

﹁
我
是
誰
？
誰
是
我
？
﹂
這
個
時
候
有
用
嗎
？
沒

有
用
。
因
為
你
臨
時
抱
佛
腳
，
在
氣
悶
、
很
煩
的

時
候
，
才
來
參
幾
句
話
頭
，
這
個
時
候
會
愈
參
愈

煩
。
如
果
你
想
用
方
法
來
壓
制
情
緒
，
你
會
愈
壓

愈
煩
、
愈
用
方
法
愈
生
氣
，
接
著
你
就
會
埋
怨
，

覺
得
用
功
用
了
這
麼
久
，
用
方
法
用
了
這
麼
多

年
，
怎
麼
好
像
都
沒
有
用
？

我
們
用
方
法
，
不
是
在
失
火
時
，
趕
快
澆
一
盆

水
，
希
望
火
馬
上
熄
掉
，
而
是
要
在
還
沒
有
失
火

以
前
，
就
先
預
防
，
這
即
是
工
夫
。
若
是
等
到
火

球
、
火
苗
出
現
以
後
，
再
來
澆
水
，
這
樣
的
力
量

不
夠
，
因
為
火
已
經
冒
出
來
了
。
雖
然
澆
了
水
，

火
可
能
會
變
小
一
些
，
但
是
火
的
力
量
還
是
存

在
。
因
此
，
修
行
時
間
的
長
短
、
修
行
工
夫
的
深

淺
或
修
行
著
不
著
力
，
不
能
以
時
間
來
衡
量
，
端

視
你
有
沒
有
時
時
刻
刻
用
方
法
。

�

（
選
自
《
禪
的
理
論
與
實
踐
》
）

◎文／釋果賢（文化中心副都監）・圖／本刊資料

當困境迎面而來，

果燦法師就是去找人、找資源來協助和克服。

他的生命裡，沒有困難，只有報師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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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

平安自在

的智慧生活

◎

劉
忠
繼
（
資
深
媒
體
人
）

緬懷開創急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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