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35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民國 104 年 7月號第 199 期

閱讀，培養正面的生命觀：讀星雲大師的《貧僧有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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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對生命的觀點或看法不同，人生的結局就有很大的差異。如何擁有正面的生命意義、

積極進取的人生觀？星雲大師說：「閱讀就是加油，可以儲備動力。」《勸學詩》中則說，「書

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筆者最近讀了一本由家師星雲大師口述，弟子記錄，書名

叫做《貧僧有話要說》，讓我對生命的觀點和看法啟發很大，在此與大家分享。

《貧僧有話要說》發表緣起，乃因最近臺灣發生了慈濟內湖園區開發事件，媒體對慈濟的

批判，佛教界亦受到波及，就像一場社會批判運動。星雲大師為此，以「貧僧」為名，撰文在《人

間福報》發表，藉此向社會大眾、臺灣媒體以及對星雲大師好奇的人士，述說了他六十年來的

弘法過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說，「我把佛光山為社會興辦的文化、教育、慈善事業等，一切

都攤在陽光下，藉這個機會，讓貧僧向社會和信徒做一個報告……。同時，也勉勵佛光弟子，

在未來有一個修持上的依循。」

本書共四十說，包括〈我究竟用了多少「錢」〉、〈佛陀紀念館的風雲錄〉、〈我的自學

過程〉、〈我解決困難的方法〉，乃至最後的〈真誠的告白──我最後的囑咐〉等。每一說、

每一句、每一字，都是星雲大師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是他最真誠的告白。身為星雲大師的弟

子，閱讀此書，獲益良多，現分四點說明如下：

一、星雲大師今年 90歲，出家將近 77年，透過本書我看到他自學、修行及弘法的過程，從中

也見到他的整個思想脈絡。對自己而言，這些都是啟發自己、勉勵自己，在面對困境的時

候，找到解決困難的方法。如〈僧伽修持的回憶〉一文中，大師說：「過去，坐火車南北

弘法時，就以路邊的電燈桿當為念珠，每見一根電燈桿，就念一句佛號。見到路上一個行

人，就念一句佛號。沒有人，有電燈桿，我就以一根電燈桿念一聲佛號；沒有電燈桿，有

土地，我就一塊田地念一句佛號。貧僧的心願是，要把全世界和我的佛號融合，能夠普遍

虛空、遍滿法界。」由於自己的工作必須南來北往，甚或兩岸來來往往，大師的這段話，

讓自己得到很大的啟發，原來飛機上也可以是禪堂，是念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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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中大師提出諸多觀點及具體事例，如「有佛法就有辦法」，要有平等的性格，要「以教

為命」，要有「佛教靠我」的觀念，要有「與病為友」的想法，要能對社會救苦救難，要

珍惜生命、愛護生態、重視心靈環保，及一個修行人要過清貧生活等，這些觀點深深地影

響到我自己的生命觀。現在大家常常談到要幸福，其實幸福簡單說就是要有幸福感，就是

生活越簡單越好，事實上即是清貧的生活。

三、學習如何處事做人，書中〈「可」與「不可」〉一文，大師提及如何待人接物，如何處理問題，

以及他對佛教的付出，對人的關懷，從文中可以了解大師一生修行的過程。再者他在這麼

忙的時間，如何管理自己，如何兼具自學，然後自利與利他，因為他一直活在眾中，從〈我

一直生活在「眾」中〉一文可以看出，在他的生活裡幾乎沒有離開人群，他的整個思想和

心理都是為了眾生，為了人。大師在文中說：「我在眾中，眾中有我；獨樂樂，不若與眾

樂樂。」這就是無我的生活，沒有想到自己，只想到別人，這就是佛教講的慈悲。

四、星雲大師提倡讀書，他要讓每個人擁有書香人生，每個家庭充滿書香，社會成為書香社會；

有了書香的氛圍，社會就會和諧。秉持這樣的理念，2007年 1月，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成立

了第一部的「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方便學生、民眾借閱看書，至 2011年，全臺已

有 6部書車，至今，海內外已有 50餘部的雲水書車。

50部雲水書車的營運開銷，如本書〈雲水僧與雲水書車〉一文提及：「包括圖書、油錢，

車輛保養、司機的補貼等，每個月都在五百萬元左右，還有一些雜務開支，一年下來已經將近

一億元。」而身為執行者的我們，對於這樣龐大的開銷，不能說一切順利，沒有困難，但是文

中大師又說：「之所以願意這樣做，沒有別的意思，只想到貧僧幼年失學，了解沒有讀書的苦處。

現在能有一些辦法，為和我童年相同命運的孩子盡一點心意，這也是平生快慰之事。」

讀〈雲水僧與雲水書車〉一文，我勉勵自己在營運過程遇到困難要「想當然耳」。大師為了

推動閱讀，不計成本，他說，「哪裡沒有資源，我們就往哪裡去」，他的慈悲，他「給」的精神，

是支持我繼續走下去的力量。

《貧僧有話要說》除了文本要傳達的意涵，他還是一本活的書，怎麼說呢？話說本書在《人

間福報》刊登期間，大家回響熱絡，希望結集出書，經大師應允，讓我有機會參與本書的編輯。

在編輯的過程中，我看到大師為眾生的心。

事實上，大師因為視力視聽模糊，所以本書是他用口述的方式，弟子記錄下來，之後弟子

再讀給他聽，他用耳朵校稿。他校稿總是不厭其煩地一遍、二遍、三遍⋯⋯。我們原以為文章

在《人間福報》刊登之後，就算完成了，沒想到他還是要他的弟子再讀給他聽，如此他用他的

耳朵又一遍、二遍、三遍⋯⋯校對。從他的態度讓我看到為甚麼他做了這多事情可以成功，可

以將佛法弘揚到五大洲，度百千萬的信徒，原因在他不斷的超越自己，總是想能不能更好，能

不能更周全，能不能更圓滿，能不能不要有掛一漏萬，他鍥而不捨，挑戰自己的極限、體力，



3737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民國 104 年 7月號第 199 期

閱讀，培養正面的生命觀：讀星雲大師的《貧僧有話要說》

以及自己的身體狀況。

星雲大師作了一個非常好的模範，所以如果要說能夠影響自己的生命觀，以及對自己的閱

讀有所幫助，《貧僧有話要說》是一本很好的書。

生活中每個人都會有順境與逆境，要如何面對，不為境轉，「閱讀」可以提供我們在面對

順逆境時擁有正確的觀念和心態。尤其是面對逆境，佛教說「逆增上緣」，善用逆境，可以做

為生命之考驗和鍛練，讓生命愈趨堅強。

閱讀是播種，種智慧的花田，前教育部長曾志朗先生曾大力推動閱讀，他說：「閱讀是教

育的靈魂。」透過閱讀我們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可以看得更多、更遠、更廣。如果

能養成閱讀的好習慣，就等於有了一生受益不盡的智慧。

星雲大師說：「一個人肚子裡有了書，這個人就有了華光。我們必須讓自己成為發光體，

才能與世界的燦亮接壤。」那麼，如何成為發光體呢？星雲大師認為就像匠人切磨鑽石，每一

部書都是一具切割輪，除了可以磨除晦暗表層，還可以讓智慧穿進內心，折射出美麗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