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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社長的話
The President’s Remarks

每天清晨在佛前上香默禱，看到臥香爐前菱形的水晶佛像，總會不由自主的想

念師公印順導師的身影，記得師公捨報前幾年，因養病常駐錫於靜思精舍，第一

次在精舍過年的除夕夜，筆者前往三樓拜年辭歲，正巧數位隨侍師伯及精舍師父

們在抽賀歲吉祥物，而師公手上正持著這一個水晶佛像，筆者好奇的趨向前探視

水晶，明聖師伯介紹此水晶佛像有妙因緣，他說：「很奇妙，每年此水晶都由師

公抽中。」

筆者問是每年都同一號碼嗎？明聖師伯回答：「每年都不一樣號碼，但年年都

是導師抽中。」，更說「今年很好奇將此水晶從台中帶來花蓮試試看，沒想到還

是師公抽到。」剎時，筆者心裡相當震撼，心念浮現不是師公抽中佛像，而是佛

像尋覓知心相契之主人啊！這不正是「佛佛道同、佛心相契」的見證嗎？

師公看筆者好奇觀看，笑呵呵的望著好奇猶如幼童的筆者，隨即，很慷慨的

遞給筆者說：「哪！您帶回去吧。」筆者受寵若驚：「師公，不行，佛像是要

跟您耶！」此時在一旁的師伯及精舍師父們齊聲說：「難得因緣，趕快感恩收下

吧！」在推託多次無效後，從此水晶佛像就這樣供奉在筆者佛堂中了。至此，師

公身影伴隨水晶佛像日日浮現於眼前！

前幾天，師公誕辰紀念日，瞻仰師公法照心裡百感交集，在不知覺間師公捨報

已四年了，不由自問四年來道業精進否？師公所開示：「淨心第一、利他為上」

做到否？無明去除否？三障清淨否？輕安自在否？難矣！

憶念，有一天筆者好奇的請示師公：「當年不識證嚴上人，為何會在倉促中，

收證嚴上人為徒？」師公淡淡的微笑說：「知道他來請太虛大師全書，相信會請

太虛大師全書者，一定是很好學的修行者。」如此簡單的思維，更是簡單「為佛

教、為眾生」六個字對證嚴上人輕輕的囑咐，證嚴上人卻念茲在茲奉為圭臬，帶

領慈濟人實踐人間佛教締造出全球化的慈濟世界。想當年，師公對上人第一印象

是「好學，好的修行者」，可能沒預料到上人是人間佛教的實踐者吧！很難值遇

的是師徒累生因緣，輕輕囑咐化剎那為永恆，這是智者與智者間之知見，豈是凡

夫如我能體會呢？

近日拜讀德 法師撰寫的《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法師在自序中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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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上人說，他是在人事上用心，在經典中生信心。」，是啊！上人經常教誨

每一個人都是一部大藏經，閱讀無法計數的人，也就是閱讀無數的大藏經，驗證《無

量義經》之「無量法門，悉現在前，得大智慧，通達諸法」，若非深入法味、深得法

髓，豈能窺知其法妙呢？而，師公畢生深入大藏經著書論述佛陀精神要義，殷殷探究

行入生命真諦的法要，其中不乏為解自己對佛知見之迷惑，探究佛之奧秘，探究像法

時代部派的興起，探究眾生在佛滅度後流傳、廣布，引導未來眾生邁向成佛之道的殷

殷囑咐，細探其意字裡行間，無不提醒佛法在人間不離世間覺，無不告訴後輩眾生行

住坐臥間，在在皆是成佛之金鑰，其重點更是不離「靜思十方諸佛，諦了一切唯心」

十二字，亦不離「利他及淨心」。驚嘆師公及上人覺眾生之先覺，反觀我們是否經常

反觀自照呢？

不久前，筆者接到一個電話，告知一位護理高階主管罹病，筆者震驚與心疼，立

即前往探視，看著原本瘦弱的她，臉無血色躺在病床上，很難想像她不知一顆腫瘤與

她共處許久，聽著她用微弱的聲音告訴筆者：「醫師問我說，『您從事何行業？您摸

摸看，用手都摸得出來鼓鼓的耶！您是很忙吧？怎可忍受長期的苦痛呢？』」她苦笑

的告訴筆者，她不敢說出自己是高階，且又是資深護理主管，看她不止長年為病患付

出，在教學與研究方面績效更是卓越，身體異樣雖已久，是忙吧？竟忘記反觀自己，

內照自己出了問題。

有一天的人文早會中，也是一位護理高階主管，哽咽的分享她獲知媽媽經診斷罹

患乳癌的苦痛，說著她一方面每天為媽媽寢食難安，一方面不捨工作負擔重的護理同

仁，內外交煎其苦難當，直至媽媽開完刀接受化療，她輔導媽媽欣然面對的經過，分

享末了不忘感恩志工們真情陪伴，消除媽媽及同仁們的陰霾。護理主管之難為，豈是

我們所能體會呢？

近日台南慈小校長分享校務，令人驚奇的是，小小朋友們排隊進出教室，還有個小

朋友下課衝往體育用品室，他不是為快速取得球具玩耍，而是爭取在有限的下課時間

當志工，看小小年紀有板有眼的登記出借用具，除有大將之風外，從小涵養付出之精

神，將來菩薩道上豈可限量！

更令人難相信的是，連盪鞦韆都有禮有節的排隊，據悉每一位小朋友都盪十下，再

換下一位玩十下，小小年紀連玩耍都能自我約束，不提前來參觀的不速之客為他們動

容，連校長本身都敬佩這一群小朋友們的可愛，再反思凡夫的我呢？「教之以禮、育之

以德」是上人興教育的理想，如今，理念落實在眼前，除了敬佩與感恩外，令筆者不斷

的反思，師公的人間佛教之理念，上人能亦步亦趨的實踐，如今上人宏觀天下無國界，

愛護天下蒼生，珍惜大地無怨尤的理念，所連結成豐厚的靜思法脈寶藏，我們是否能傳

承上人的無盡藏？是否能將上人「把握剎那、恆持當下」的堅忍毅力之精神，履踐於無

窮盡的未來？願「為佛教、為眾生」燈燈相傳，我們大家一起加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