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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您的光明念頭 來照耀您的生命

提起您的空靈觀念 來超越您的生活

提起您的喜悅心情 來洗去煩惱塵埃

這是後學很喜愛的偈語，每當後

學遇到障礙挫折時，總會想起張老前

人溫暖慈祥的笑顏和這首光明偈。老

前人就像是一個充滿慈（磁）力的發

光體，不僅自己充滿生命的光亮，也

是提升後學向上的力量，這就是大德

者無形的德化力量。這樣的光明並不

是刺眼讓人無法直視的光，而是一種

和煦溫暖的自性之光，讓每個人都想

要親近，想要得到滋養，想要提昇。

在以前的年代，對於後學和許多

青年學子來說，和父母親一起到道場

上課，常會有種格格不入的感覺；但

後學卻很喜歡聽老前人開示，因為不

僅貼近生活而且妙語如珠，一定可以

聽到在場道親開心的笑聲，而後學總

會趁機觀察身旁學長的臉上，和自己

一樣洋溢著會心與法喜的笑容。後學

印象很深的一個畫面，就是老前人開

從光明偈說起
◎ 卓佩靜

示時，直接在台前示範瑜珈，這種率

性活潑的親和作風，讓後學覺得修道

並不是那樣的高不可攀，而應該是可

以很灑脫自在的。

處於現在科技文明越來越進步

的社會，我們卻看到人心道德在向下

沉淪，老前人瞭解從教育著手才是根

本，不僅致力於社會的教化人心，並

成立進德修業研究所，依照不同的對

象，成立各種班次教育人才，我們現

在能夠在忠恕學院學習，應該感念老

前人前瞻的智慧。老前人尤其重視年

輕一輩的學習，以前學界開班、結班

時，也都會特地前來勉勵我們，讓後

學覺得很感動，後學感動的並不僅僅

是老前人對我們說了什麼，而是知道

老前人做了什麼。

以下後學謹以自己聽聞老前人行

誼的感想，與各位青年同修分享，也

期許我們一同為道努力！

不要把良心弄壞了

老前人對後學影響很深的一句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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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要把良心弄壞了。」老前人天

資聰穎，也很有生意頭腦，在很年輕的

時候生意就做得很出色，當初在做鴨絨

毛生意時，看到有人為了賺錢，在鴨絨

毛裡加了一些增加重量的雜物，有智慧

的老前人立即在心中提醒自己：千萬不

要把自己的良心弄壞了！

老前人的這一段話，使後學有深

深的體悟。我們這一輩所處的環境，

是一個資訊爆炸、物資充足的年代，

我們的身心深陷其中，無法自拔，花

了很多心力在向外追求，追求更豐厚

的知識、更富裕的生活品質、更高的

社會成就……等。一直向外攀緣的結

果，卻讓那人人本自具足的光明自性

蒙上了灰，當我們生活遇到一些考驗

時，是否還能夠本著善良的本心，說

正確的話、做正確的事呢？還是已經

被這個社會大染缸，染到忘記那原本

最純真、可愛的面目呢？

前陣子沸沸揚揚的學校霸凌事

件，看到年輕學子可怕的粗言暴行，

實在令人痛心，連原本以為最單純的

學生，也不曉得良心跑哪去了？在我

們譴責的同時，身為道場的一份子，

不僅應該時時刻刻反觀自照、提醒自

己，更積極的作為，就是要去影響周

遭的有緣種子，極力宣導老前人的

話：「不要把良心弄壞了。」幫助他

們找回自己的自性良心，這是刻不容

緩的使命。

謙下是功 平等是德

老前人勉勵我們要做一個成功的

人，所謂的「功」有內功與外功，而

內功的功夫就是要經得起人家罵，甚

至被打也不生氣。如果沒有低心下氣

的內功，是做不到的。老前人在成都

時，王前人以文烹武煉的方式教導，

試想如果我們的前人或點傳師百般地

找碴，並且告訴我們：「我曉得你

哦，你修不好的。」我們會做何反應

呢？是否自以為自己很完美，但實際

上卻不堪一擊？家中長輩或公司主管

多說了幾句，我們是否就怒火攻心？

記得以前老前人賜導時，常提醒

我們：年輕人要守本分，去除驕慢的

心。我們就像是還沒有成熟的稻子，

外殼已經長好，但內部尚未完整，等

▲ 點燈，光明照耀在眼前！

學∣院∣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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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前人頒發全勤獎給學界班同學。

Writing Gathering Field
文 薈 篇 

到道氣充滿後，稻穗自然就會下垂

了。後學在工作中接觸許多社會菁

英，發現愈成功的高階主管，都是高

EQ、謙虛有禮、懂得為人著想。所

以我們在年輕的時候，就能在道場學

習謙下有禮，修養心性，是何等福氣

的事！以後在社會也都會是具有影響

力的人，我們千萬不要妄自菲薄，先

從自身好好修道，進而能己立立人，

己達達人。

後學參觀忠恕道院文物陳列館

時，看到老前人當初從大陸帶來的玻

璃供果盤仍然完好如初，看到原在麗

水街公寓的老舊冰箱和聽說已被白蟻

蛀腐的廚房工作檯，深切感到老前人

知福、惜福，對周遭一切的珍惜與愛

護，無論有情無情皆是平等對待。在這

個物資豐裕、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常

會看到很多東西還很新就遭到汰換，浪

費了多少地球的資源，為的只是滿足自

己喜歡美麗與新奇的心。甚至對待人，

我們也漸漸用外在的社會條件來決定價

值，而忽略了人人都有的佛性，忘卻了

人人都是該去度化的對象，而這平等就

是辦理先天事所該具有的基石，如果落

入了後天的比較對待，不僅自己迷昧，

也將難以德化人。

各盡爾責 知道行道

老前人得道當晚即茹素，隔天即

將請壇禮背起來，第五天即可以擔當

執禮，不到6個月即領命辦道；民國

36年（1947）從大陸來台開荒，付出

自己的青春、家庭、財力、體力與心

力，將人生的六十多個年頭的時間都

奉獻給芸芸眾生。在那樣一個物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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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的年代，飄洋過海來到人生地不熟

的台灣落地生根，以商養道，屢受官

考，即便交通不便，仍然奔波各地講

道，甚至累到昏倒，心中念茲在茲的

就是度化更多的有緣佛子。種種考

驗，不僅沒有影響老前人普度眾生的

道志，更積極整合各道場力量，將道

普傳世界各地，如今枝繁葉茂，我們

看到老前人聰慧的善根悟性外，更看

到對道的堅志與行動力。

前人勉勵我們年輕人要守本分，善

盡爾責，絕對不能看輕自己，除了來道

場聽道理，更要積極將道理轉化、實踐

在生活中，並好好發揮自己所能，協助

前人、點傳師開荒辦道，這就是所謂的

立身行道。平常在道場受到前人、點傳

師的照顧，也非常倚賴，都沒有發覺前

人輩們年華的消逝。參加張老前人成道

告別式時，看到前人、點傳師們穿著素

面黑色喪服，忙碌且憔悴，更驚覺我們

年輕一輩應該要更積極承擔，為道業盡

心力。道即是生活，生活即是道，人生

不同階段都有不同的本分要盡，我們是

入世在家修行，所以後天的本分要盡，

但也千萬不要忘了去承擔先天本分呀！

老前人歸空前幾年，因身體需要

休養，無法再像以前一樣常常出現在

道親面前，但是每到春節，道親回到

忠恕道院向老前人拜年時，仍然可以

看到老前人精神奕奕地到會場向大家

拜年，即使無法大聲暢所欲言，心裡

卻還是掛念我們這些後學。後學記得

有一次，老前人努力用微弱的氣力

說，要我們好好地修。當時大家都熱

淚盈眶……哭了，即使老前人肉身漸

漸的老化，但是念茲在茲度化眾生的

道志並沒有因此消逝，更沒有忘記自

己來這世界度化眾生的本分，這種忘

我的大德性，真是令人動容！

老前人告訴我們，現在能夠得道、

修道的每個人都是上天星斗下世，來

世上走一遭，都是有使命的，要來協

助彌勒祖師普度收圓、度化眾生。張

載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後

學謹以此段話，期勉自己與各位青年

同修，積極承擔使命，一同跟隨前

人、點傳師努力開荒辦道，開創彌勒

人間淨土，化娑婆世界為蓮花邦。     

                             轉載自《永懷與追思》

▲ 赤子之心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