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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心靈的窗戶，迎向書籍的召喚，讓我們遨遊在更廣闊、豐盛、精采的世界50  ◆  詩人羅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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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惠茹 ◎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清明時雨，萬物潤生，癸巳金蛇已款款行入穀雨時節，值此花開春暖萬物欣欣向榮之際，

國家圖書館與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攜手主辦了一場人間佛事：「《百年佛緣》新書發表會」。配合

本次活動，主辦單位於國家圖書館文教區精心規畫了一場精彩的圖像展覽，並假主題書展區舉

行二階段的佛教圖書展覽，（注 1）期盼燦燦佛光能伴隨芬芳書香，招喚著人們於塵俗中現妙明

心，覺念菩提。

  《百年佛緣》出版緣起

2011 年秋末，在一場宗教界聯合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的祈福活動裡，佛光山開山星雲大

師應國史館之邀，開始了口述其 85 年歲親身見聞的出版整理計畫。經過 1 年多的口述與記錄

整理，《百年佛緣》這部口述歷史專書於 2012 年 9 月由國史館發行，作為星雲大師送給中華民

國建國百年的賀禮。全書 1 套 4 冊，以〈僧信之間〉、〈文教之間〉、〈社緣之間〉、〈行佛之間〉4

卷共 51 篇分寫大師豐富的人生閱歷，各卷採主題式呈現。這部結合知性、感性與理性的自傳體

史書推出後廣受世人喜愛，很快便銷售告罄。

今年（2013）3 月，佛光山宗委會續由大師口述，佛光山書記室紀錄，推出了《百年佛

緣》增訂本，將原有的 4 冊 51 篇擴增為 16 冊 110 篇，共 160 萬字，論及 2,300 人物，提供

1,600 餘張照片，全面展現星雲大師 87 年歲以來的生命歷程及種種殊勝佛緣。書中以生活、社

緣、文教、僧信、道場與行佛 6 大主題串連全帙，從大師 1927 年誕生於江蘇揚州小鎮結下「地

緣」寫起，談及成長後交遊十方廣結「人緣」；1949 年渡海來臺後為推廣佛事結下「事緣」；

爾後立足臺灣，創辦佛光山道場，「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與芸芸眾生結下人

間「佛緣」。書籍出版的當下，昔日於戰火中煢煢渡臺的青年，已然是舉世矚目的宗教界領袖，

在他近百年的行旅生涯裡眾緣薈聚，於書中寫盡百年於一瞬，展現佛光緣滿。該套書的精神，

在於「大師將一己化作燈蕊，以一生的磨難點燃自身，去照亮這百年中的佛教人事物；以自己

為布幕，映照書中的每個生命、每一事例都曖曖含光、念念分明」，（注 2）在一個個故事理處

處示現人間佛教的真諦。本書的出版能提供近百年來中國佛教概況，尤其是戰後臺灣的佛教發

展，以及近代臺灣社會歷史進程豐富而極具史料價值之第一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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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佛緣》新書發表會

《百年佛緣》盛大而隆重的新書發表會於 4 月 2 日下午 2 時於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

會場內以典雅花卉裝點佈置，空氣中凝結著自然的芳香，法喜充滿，祥和自在。發表會一開始

以影片方式串連《百年佛緣》中的精彩照片與重要章節，接著由佛光青年歌詠隊以悠揚的歌聲

演唱〈佛教青年的歌聲〉一曲，展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佛教樂風。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首先

致詞，她提到星雲大師該套書籍的多重價值。該書細膩敘述了大師近百年的生命歷程，其中的

人物群相繽紛多彩，為佛教留下彌足珍貴的歷史，極具史料價值；「同時它還是一本不折不扣修

身養性、勵志為學絕佳的處世心法和心靈雞湯」。（注 3）教育部黃碧端次長則引喻歐洲的文化

史若切除宗教，則整個歐洲歷史將顯得貧乏，可見宗教的化育力量及重要性。由於該套書籍將

致贈全臺各大學院校圖書館，她深感教育部受惠極大，也感謝星雲大師長期關注文化教育、以

宗教淨化人心，真誠地實踐人間佛教的精神。中山大學講座教授，同時也是知名作家及詩人的

余光中先生表示，該套書是星雲的自傳，「不僅是生活的，也是心路歷程」。星雲自 12 歲出家，

23 歲來臺，因緣際會的人生行履至今，日前在中國大陸獲頒「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他

讚嘆星雲從當年的「一無所有」，到現在「無所不有」。其云：「我曾以『一筆貫日月，八方懸星

雲』註解星雲的一筆字，這也能用來講星雲的整個境界」。天下遠見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先生

曾於民國百年專書《百年仰望》中，譽選星雲為中華民國百年來的 20 位重要人物之一，說明

「在臺灣、大陸、以及世界各地，人間佛教、佛光山、星雲大師已變成了『臺灣之光』」，此次在

發表會中，他亦重申星雲大師 60 年來的貢獻：「改革了宗教，改變了社會，改善了人心」。（注

4）

當星雲大師以作者身份親臨會場現身說法，分享他 87 年人生與時代軌跡交相輝映的真實告

白時，典禮氣氛隨之熱絡沸騰。大師表示「百年佛緣，一言難盡」，他出版《百年佛緣》是想：

「為這個時代、文化、歷史、宗教留一點紀錄，以達『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之效」。雖然如今

他眼力模糊、耳力及記憶力也隨年邁而衰退，但他仍期勉自己永不退休，在弘法利生工作上，

不因衰老而懈怠，更期待《百年佛緣》的出版，能讓後人鑑往知來，自我勉勵。星雲大師的真

摯演說令人動容，僅容 300 人的會場湧進近 500 人，側邊走道上站滿了踴躍參與盛會的各界人

士，除了文化界的知名作家、藝術家外，另有教育部官員、高中及大學校院校長，以及企業界

的領袖菁英們熱情與會，現場氣氛熱切，大家無不被星雲大師悲智力及功德所攝受，也被大師

以老邁病體之軀，為國家、為歷史留下珍貴紀錄的用心所感動。此次新書發表會堪稱佛教界一

大盛事，也為社會向上提升的力量注入一股清流。

因為書寫《百年佛緣》，大師回憶往事，歷歷在目，彷彿又重走了一次動盪的時代，8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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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滄桑歲月，敘述重頭，不免心酸惆悵，卻也體認到，人在時代洪流裡，最需要的是忍耐與

勇氣，而他這一生所遭逢的貧窮、戰亂與苦難，如今想來，已是人生寶貴的資糧。全書付梓之

後，大師有感而發地寫下了一首長逾 3,000 字的詩作〈人間佛緣•百年仰望〉，感性陳述了出家

75 年的摰誠心境，詩末他期盼天下為心，法界悠然，祈願「佛光永普照，法水永長流」，佛光

僧信弟子都能悟道利生，推展人間佛教，打造祥和社會，佛國淨土。會中特別安排勾峰先生、

李景光女士朗誦這首新詩作品，在兩位資深媒體人深情感性、抑揚頓挫的聲調裡，彷彿帶領與

會者隨著大師走入百年的歷史長廊，與書中百餘位人物對話，時空交會，今昔相比，更令人珍

惜如今這得來不易的安和社會。

在發表會中，佛光山寺開山寮特助慈惠法師代表讀者提問，詢問大師如何能在繁忙當中調

適自己，又如何看待自己日漸衰老的病軀？大師指出，只要能懷抱著「人忙心閒」的想法，就

不會覺得自己忙碌；而面對老病則是「不管它就沒事了」，他乃抱著「與病為友，心無罣礙，無

有恐怖」來看待將暮之軀。另法師再問道：人們總說「佛門孤單」，則師父出家 75 年是否有感

覺孤單的時刻？大師回答自己少年時很窮，但心裡有富有；現在別人總說他很有錢，但他沒有

抽屜、書桌、鑰匙、存款，所有目前完成的事業，都不屬於他個人，而是屬於全體大眾。貧富

於他都差不多，現下是「只祈國家富有，佛教興盛，則一己之清貧孤單就不算是孤單了」。這也

就是人間佛教提倡的特點，以慈善福利社會，利益歸於常住，功德歸於檀那。

會後的媒體聯訪，20 餘家媒體記者分別就處事理念、當今政治、佛教推展、佛光山未來規

劃等提出問題，星雲大師於自在行儀下不改幽默風格，回答簡要卻機鋒處處，正所謂「機鋒不

可觸，千偈如翻水」。記者會曲終之際，某家媒體要求容許最後一個問題，要詢問大師在完成佛

陀紀念館建造後，還有何心願想達成？大師聽罷，伸手一指，語氣平緩舒泰的答道：「我接下來

的願望，就是要渡化你」！而新書發表會就在眾人的歡笑聲中達成圓滿。

  後　記

筆者有幸擔任本次活動國圖的聯繫窗口，在活動籌辦過程中與佛光山諸位法師有無數次的

溝通聯繫，在合作過程中，深刻體會佛光人「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

工作信條。發表會當天上午的總綵排，活動總指揮，同時也是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如常法

師，在忙碌的會場上拿起麥克風，對著逾 50 位工作同仁緩緩說道：「今天的活動是一個檢視我

們修行的機會，在工作的過程裡，我們需注意是不是因為煩忙而起了貪瞋痴，也是否因此害別

人也起了貪瞋痴？」原來佛光精神已然在這些日常的行處坐臥裡，展現覺念當下，明心見性的

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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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  《百年佛緣》圖像展以星雲大師〈人間佛緣•百年仰望〉長詩為文本，搭配精選照片製成大型展板，展示

臺灣百年佛教史，該項展覽在 4 月 3 日至 4 月 8 日於國家圖書館文教區 B1 走廊展出。書展則假本館 2 樓

閱覽大廳主題書展區分二階段舉行：第一階段：4 月 2 日至 4 月 14 日，展出內容：《百年佛緣》、《世界佛

教美術圖說大辭典》2 套新書。第二階段：5 月 19 日至 7 月 31 日，展出內容預定為佛光山出版之相關佛

教書籍，歡迎各界蒞臨參觀，共襄盛舉。

2.  語見佛光山書記室全體，〈記錄者感言〉，《百年佛緣》（01 生活篇）（高雄：佛光出版社，2013.05），頁

24。

3. 曾淑賢，〈文字般若智慧花〉，《百年佛緣― 40 位名家閱讀星雲》（臺北：天下遠見，2013.04)，頁 198。

4. 同上註，頁 8。

‧  《百年佛緣》新書發表會 102 年 4月 2日於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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