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懷念兩位菩薩行者
—為紀念周子慎大士一百一十歲誕辰而寫

慧 炬 機 構 於 二 ○ ○ 八

年十月二十五日，為創辦人

周宣德居士一百一十歲誕辰

舉行紀念大會，後學適返台

灣，原定是日要隨台中蓮社

諸大德同車北上參加大典，

但以四大失調而未成行，承

慧炬莊董事長不棄，贈予紀

念 專 輯 及 大 會 活 動 之 光 碟

等，如臨現場，感激不已！

我曾追隨慎公參加佛紀

二五○○年泰國舉辦的慶典，

同行的還有團長甘珠爾瓦大

師、印順導師、道源長老及道

安法師等，我是以一個隨團記

者身分自費參加的。但也是由

於慎公的大力推薦才能參與

此行，這是我難忘的第一次

出國遠行，這令人欣羨、嚮往

的佛國之旅。就因為有這第一

次，接著就有第二、三、四、

五……等多次的機會出國訪

問，如參加世佛大會、到印度

朝禮聖蹟、去東南北亞訪問

僑居各國的佛教人士等，如果

沒有這第一次，就不能接觸到

僑居各國的佛教緇素同胞，也

就無法順利展開今日的菩提

事業。所以我衷心感激慎公

的助緣，促進了台中的菩提事

業。之後我們在推動弘法工作

上，也都很順利地合作愉快！

其中最令人難忘的是在

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間，慎

公因病赴美易地療養並方便

靜修。因此七十二年五月中

旬慧炬新建社址落成，慎公

不能及時返國參加盛典，在

五月十九日晚間，他從洛城

打越洋電話給我，要我務必

在二十二日北上參與落成典

禮，並攝影在樹刊披露。但

 朱  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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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五月二十至二十二

日，應高雄市立圖書館

之邀，聯合舉辦印度佛

教 藝 術 攝 影 展 （ 見 第

3 6 7期《菩提樹雜誌》

新聞及影畫版），無法

分 身 北 上 。 他 聽 後 並

不失望，但卻不放下話

筒，講了許多別的話，

幾 達 半 小 時 之 久 ， 最

後一句話，還是希望我能參

與慧炬新廈落成大典，當時

我想：他八旬高齡的有病之

人，越洋電話講了這麼久，

我比他差二十多歲的人，執

持話筒的手也有點發麻了，

不忍心再拒絕他的要求，立

刻答應他在二十一日晚間，

從高雄搭夜快車北上台北，

一切照辦。他才放下了越洋

的長談。

他每一件事都是這樣，

不屈不撓地，非要達到目的而

後已。聯想到他當時在台北，

開始為台大、師大等成立佛學

社團的事，去各校聯繫時，一

定遭遇到種種困難和周折，但

他都無不一一說服，終於完

成他的理想，達到他在台灣全

省，奇蹟般的到今天，出現了

這一百六十七個大專佛學社

團，包括公私立和基督教辦的

學校在內。

周公宣德子慎大居士的

這種辦事精神，是我難以忘

懷的一位菩薩行者。

台中蓮社的導師雪公李

炳南大士，也是一位令學人

終生難以忘懷的菩薩行者，

他老人家雖身未出家，卻心

先出家，他的後半輩子，幾

乎一生都貢獻給了佛教。至

█「慧炬粥會」上，周老居士（右二）介紹李雪廬老師（右一）講
演。後立者左起：周邦道教授、吳永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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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他主持的菩薩事業，一言

難盡，為弟子的人不便多加

宣 揚 。 唯 有 他 老 人 家 辦 的

「內典研究班」，是空前的創

舉，也是為了佛法的後續而

作的一個設施。

雪 公 老 師 的 理 想 ， 要

造就一些居家學佛的青年人

才，將來能「不離佛法而行

世法，不廢世法而證佛法。」

他在蓮友中召募了八位青年

才俊（六男二女），都是大

專 畢 業 已 經 服 務 於 文 教 諸

單位者，都辭去了原有的工

作，（自民國六十三年八月至

六十七年六月畢業），四年為

懷念兩位菩薩行者

期，專攻內典的深造。

這種放下一切，食住皆

在蓮社，等同出家的生

活，當然也徵得各位賢

明家長的同意。

這八大弟子學成結

業後，其中有一位出了

家，持戒律儀特嚴。餘

者有繼續深造得碩士或

博士學位，擔任中學校

長者；亦有恢復教師生涯而兼

任佛教育幼工作者，亦有在大

學任教兼主持蓮社者，或年屆

退休而兼主仁愛之家者；亦有

掩關三載專修淨業，今又創設

弘明實驗高級中學並附設國

中國小者。他們都是能講經說

法而不受報酬。咸能堅持雪公

的「不離佛法而行世法，不廢

世法而證佛法」的精神。實為

今日難能稀有的現象。

以上兩位在家居士，是

學人最難忘懷的菩薩行者；

學人慚愧！年屆米齡，猶在

問道、摸索中也。

█ 為呼籲籌建佛教「菩提醫院」，周老居士率先捐出第一期籌
建基金，由李雪廬老居士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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