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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3）
! 贾冬婷

“要看我的心”
觉培法师推荐我去佛陀纪念馆走一圈，

“能看到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就是佛教化入
生活最典型的例子”。她告诉我，星云大师认
为，佛教受到社会最大的扭曲与误解，就是把
佛教当成是度死的宗教，一般人不知道佛教
平时有何用，总是等到人“死”的时候才想到
需要佛教诵经超度，致使佛教难以融入“生”
活里。为了引导人们重新估定佛教对人生的
价值，他在佛陀纪念馆里设计了一套“人生礼
仪”，希望家庭在婴儿一出生时，就到寺院取
名，求学时行入学礼，成年有弱冠礼，结婚时
有佛化婚礼，生日有祝寿礼，甚至往生佛事也
能依佛教礼仪举行。佛陀纪念馆的“五合塔”
就是举行佛化婚礼的所在，内部陈设典雅而
喜庆，一张几十年前的黑白老照片尤其吸引
人，朴素佛堂背景下，一对穿西式礼服的新人
正在互相行礼，中间站立着年轻的星云大师。
五合塔义工告诉我，那是师父证婚的最早一
次佛化婚礼。!"#!年，星云大师正在宜兰弘
法，“政工干校”的军官李奇茂准备和宜兰铁
路局运务段段长张文炳的女儿张光正结婚，
张文炳是虔诚的佛教徒，因此找来星云做证
婚人。如今 $%多年过去，李奇茂马上要 "%

岁，佛光山打算邀请他来佛光山祝寿。
符芝瑛最近几年回台北担任《人间福报》

社长，家人都在上海，她平均两个月才回家一
次。星云大师见了面常常催促她，“快把手上
事情处理一下，回去看看家人”。皈依佛教也
改变了她对生老病死的观念，爸妈还在的时
候，她就带他们去了趟基隆极乐寺，去看百年
之后的地方。爸爸说，这地方不错，面海背山，
很光亮，而且这里离台北很近，以后你们来看
我也很方便。就买了两个位子，他们过世后依
言安葬在了那里。现在只要有空，她就坐半个
小时的火车去看他们。她告诉我，爸爸走的时
候，佛光山的法师过去念佛 &个小时，他是笑

着走的。这些点滴让她觉得，人间佛教不给人
很多压力和束缚，很人性，很温暖。
“人间佛教有点像是儒家，未知生，焉知

死。我们有家庭，有子女。传统佛教说，你要把
这些东西都丢掉，现世的东西都是丑恶的，你
去求神拜佛的目的是为了到一个美好的未
来。星云大师不是这样，他说，如果人活在世
界上，没有人结婚，没有人繁衍后代，人不就
绝了吗？既然已经选择了有婚姻，有孩子，那
就把你的角色做好。夫妻家庭关系很好，孩子
教养得很好，你自己就是一个佛国。如果你的
生活都处理不好，去求佛不是太远了吗？”

我们在佛光山几日，星云大师正在日本
为分院选址，之后直接飞去了宜兴大觉寺主
持国际素食博览会。又到宜兴，才见到了行程
匆忙的星云大师。他已经 &&岁，被弟子们用
轮椅推着，但在众人面前，一直保持脊背挺
直，面容微笑，像是一尊弥勒佛。我问他，为什
么要这么忙碌？他答，做和尚没有假期，没有
薪水，但是，忙就是营养，就是欢喜，只想把零
碎的时间都给人利用。每天一个人做五个人
的工作，工作以来 $%年，一生等于活了 '%%

多岁。
符芝瑛形容，星云大师目前的状态已经

是行云流水，不会拘泥于什么该说，什么该
做，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就像禅师所说，以
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之后是“看山不是
山，看水不是水”，现在则“看山仍是山，看水
仍是水”。他的日常生活也比较随顺了。每天
很早起来，先把纸笔铺起来赶快写几张字，访
客来了就搁下。访客间隙的零碎时间，就口述
一篇文章，或者交代一些事情。至今，佛光山
仍然找不到他专门的书房、办公室，只有一个
法堂，吃饭、写字、办公都在这里。里面一张椭
圆形长条桌，绕上一圈可以坐 (%多人，桌边
时常围得满满的，弟子们像是看诊一样，各自
说出病因，师父一一诊治。
在宜兴的一场见面会结束，年迈的星云

大师需要短暂休息。隔着玻璃门，看到他被
弟子们推着在房间一圈圈转，闭目养神。我
问符芝瑛，有没有跟星云大师谈到过死亡？
符芝瑛告诉我，师父年纪这么大了，未来有
多少时日，大家心里都有数。作为佛教徒，每
天清早起来，就已经准备太阳要落山。睡一
觉起来，就知道，太阳又要出来。有人说：“师
父你年纪大了，应该多休息。”星云大师说：
“休息，以后我躺下来休息的时间多着呢。”
可见他对这些事情是很豁达的。如果说星云
大师还有什么心愿的话，就是心心念念把一
生的思想和实践不断铺展下去，尤其是回到
大陆来。

占地 (%%%多亩的宜兴大觉寺，就是星云
大师在 (%%%年后复兴的，也是佛光山祖庭。
进入山门，就是群山环绕中的宽阔山门大道，
既让人感到丛林的幽静，又有佛光山的人间
性格，而且看上去又比佛光山本山壮阔很多。
星云大师自述，他是扬州人，幼年在南京栖霞
山拜志开上人为师，师父告诉他宜兴大觉寺
才是祖庭，但直到 ()岁才回到大觉寺，那时
候仅存前后两殿、几尊佛像了，周围都是农田
和水洼，一派破败景象。到了 (!世纪初回乡
探亲，才有机会复兴祖庭。他只对当地政府提
出一个要求，不卖门票。“因为佛教和信徒之
间的往来，不是商业关系，当然不能银货两
讫；在佛教里有‘添油香’制度，自由乐捐跟收
门票是不一样的。”
这届素食博览会，就设在大觉寺内。佛光

山的素食名声在外，这几年渐渐发展为国际
性的素食博览会。我曾在佛光山台北道场尝
到一碗豆浆面，念念不忘。其实食材仅用豆
浆、白菜、香菇、炸豆包，没想到汤的味道那么
好。据说这是星云大师亲自传授、指导的创意
料理，号称佛光山招牌的“佛光面”。在三联书
店刚刚出版的《和星云大师一起吃饭》中，佛
光山典座觉具法师讲述，第一次为星云大师
煮面时，十分用心地加了很多料进去，没想到

大师吃都没吃就说：“这一定是不会煮东西的
人煮的。一个会煮东西的人，是不会用这么多
的材料来掩饰自己的不足的。”星云大师因为
早年弘法时曾饱受饥饿之苦，后来便十分重
视“给人吃饱”，并视为一种度众法门。佛光山
早期，星云大师一度亲自煮面给信徒吃，有
“一碗面煮出一个佛光山”的佳话，所以他对
于煮面一向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汤头只
要用心，就可以使一碗简单的面，变得美味可
口。在佛光山，我还体验了一次千人“过堂”，
也即佛门午斋，这是每日的五堂修行功课之
一，须“食存五观”，处处小心，念念分明。吃饭
要端坐，静默，碗盘要放在桌子的什么位置，
什么时候开始吃，吃完碗底要光亮可鉴，一道
道程序都十分严格，这样吃到的每一口食物
都来之不易，因此格外美味。就像星云大师所
说，体会到清净心地最重要，吃不吃素都只是
一个形式了。

宜兴素博会之后，星云大师又将开始在
大陆几地的“一笔字”巡展，这是他在大陆与
公众结缘的主要方式。在大觉寺，随处可见
微缩版的星云大师手书马年寄语“骏程万
里”，喜欢的话可以随时取走留念。“一笔字”
展览中，还有“正命”、“无尽藏”、“行走山
河”、“有您真好”等字句，书法谈不上多么精
妙，但里面蕴含的智慧和心意让人感动。星
云大师曾说，他晚年因为眼睛看不清楚，不
能看书，也不能看报纸，做什么事好呢？想到
一些朋友经常要他签名、写字，干脆每天规
定自己写上 *+张字，与人结缘。之前在台
湾，几百张字被信徒买走，甚至“成就了一个
西来大学”。因为看不清，只能凭感觉，对准
了中线，便一笔到底地一次写完。如果一笔
写不完，第二笔要下在哪里就不知道了。不
管要写的话有多少字，只有凭着心里的衡量
一笔完成，所以叫“一笔字”。他对人说：“不
要看我的字，要看我的心。”
摘自 !"#$年 !%期!三联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