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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岳麓书社出版的《星云日记》收录星云大师1989年7月1日至1996年12月31日的日记，这也是星云大师
一生所写的全部日记，详细记载了他每日的弘法行程、演讲、活动、心得、计划等，熔佛法、哲学、
文学、慈心悲愿于一炉，实为一代高僧之心灵剖白与济世旅程，为现代佛教历史的进展保存或提供了
至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亦为吾人陶冶心性之良方、修养精神之津梁，从中可获得许多做人做事的启
示与新知。
本书为第2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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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星云大师，江苏江都人，1927年生，为禅门临济宗第四十八代传人。
十二岁礼志开上人出家，1949年赴台湾，1967年开创佛光山，以弘扬“人间佛教”为宗风，树立“以
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之宗旨，致力推动佛教文化、
教育、慈善、弘法等事业。
大师著作等身，总计两千万言，并翻译成英、日、西、葡等十余种文字，流通世界各地。
于大陆出版的有《佛光菜根谭》《释迦牟尼佛传》《佛学教科书》《往事百语》《金刚经讲话》《六
祖坛经讲话》《人间佛教系列》《迷悟之间》《人间万事》等八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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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热闹场中作道场精华语录◎尽管这是个紧张忙碌的工业时代，但只要有生老病死的问题，大家就懂得
要学佛！
◎有出世心念的人，学道比较容易入门；反之，则不易入道。
◎世界上什么是你的？
只要心里能容纳，大千世界都是你的。
◎佛教并不是否定金钱，而是要净化钱财！
◎名关利关对一般人而言，还容易通过考验，情关则不易通过。
发菩提心学道，要将“情”字净化、升华。
◎打球的意义乃在于培养团结合作的精神、勇于认错的勇气、感谢敌人的成就以及主动出击的生活观
念。
◎学佛是一种思想、一种信念，不是一句话而已，而是一种修行，一生所要奉行的慧命。
◎佛门中的信仰，不是要大家信佛，而是要对自己肯定、认知，对自己有信心。
◎“无我”才能与人共生，与人同体，才不会有纠纷争执。
◎心如工厂，产品的好坏，完全来自“心”念的转换。
◎我执不除，与大众不能和谐共处；法执不除，真理不能了然于心。
◎企业团体想要发展成功，专业知识、敬业精神、工作效率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九月  一日    星期三为了参加中午在台北体育馆举行的“盂兰盆节供僧大会”以及“佛光山北区道粮功
德回向法会”，昨晚特地从香港赶回，住在台北紫竹林。
今早七时，正在用早餐，普门寺的知客告诉我，基隆市长林水木先生来访。
林市长因为公务在身，中午不能参加供僧大会，一早特地拨空赶来，送我一个大红包。
以他一个在家信徒，且为从政人员，能对出家师父如此尊敬，可见他对佛法的信仰与虔诚。
林市长向我谈到他近日在佛法上的体悟，希望我能到他府上家庭普照，尤其希望我近期内能到基隆主
持皈依典礼或佛学讲座。
古代称县市首长为父母官，林市长不仅在市政建设上造福人民，尤其关怀到人民精神上的信仰生活，
可谓“爱民如子”，真不愧是“父母官”。
当下便答应他，并订于十月十四日到基隆极乐寺举行一场皈依三宝典礼。
中午十一时，供僧大会暨道粮功德回向法会准时举行，由佛光山住持心平和尚主持。
会中，心平要我和大家说话，我以“皆大欢喜”与“六度六事”对大家说——一、皆大欢喜：1. 前年
我腿伤，不能应供；去年我拄着拐杖参加供僧；而今天我不用拐杖就能参加，大家为我欢喜，我见大
家欢喜，心里也很欢喜，岂不皆大欢喜。
2. 出家人仰仗修行，在家信徒凭借供僧功德，福慧增长，借此法会回向大家健康长寿，如是皆大欢喜
。
3. 今日出家众、在家众一同供僧、用斋，齐享禅悦法喜，大家皆大欢喜。
4. 过去大家挤在小佛堂中供僧，现在改在大体育馆中举行，大家都可以参加，都能看到庄严的场面，
岂不皆大欢喜。
5. 能够参加一次如法的法会，如同灵山胜会的重现，大家当然皆大欢喜。
6. 当初目犍连尊者的母亲，毁谤三宝，堕落地狱。
佛陀为开盂兰盆方便之门，启示众生超拔先世父母的法要，今日吾等佛子，累世宗亲皆得同获利益，
更是皆大欢喜。
二、六事六度：1. 国际佛光会第二届世界大会将于十月十七日举行，大家可以发心参加，与世界人士
结缘（布施）。
2. 佛光山将于十月份传授三坛大戒暨在家五戒、菩萨戒，并建水陆法会，希望大家能戒品增上（持戒
）。
3. 佛光会将于下年度举办“净化心灵新生活运动”，希望大家一起来诫毒品、诫暴力、诫贪污、诫酗
酒、诫色情、诫赌博、诫烟害，这些不良习性需要大众忍耐改进（忍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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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佛光山台北道场即将落成，希望大家发心护持，参加共修（精进）。
5. 佛光山禅净法堂将于下半年度开始启用，希望大家都能勤修禅定（禅定）。
6. 佛光大学将于十月十七日破土，这是一所佛教所办的社会大学，提供学子进入智慧之门，需要大家
明智地支持（般若）。
会后，弟子告诉我，在我说话之间，信众共鼓掌四十八次，我想这真是一次皆大欢喜的圆满法会。
在法会会场，遇到采风出版社的姚家彦居士，他说：“我以大师的言行语录、文字著作而辑录出书的
《星云禅语》，才刚上市数日，现在在金石堂书局已经买不到了，销售已登上排行榜。
”我听后直为他高兴，我想，菩萨发心，龙天都会护持。
晚上适逢黄丽明居士五十寿辰，为其祈福祝祷。
深夜返回寮房，掏了长衫口袋，才想起中午供僧法会圆满后，有一位老婆婆在我步出会场时，冲向前
送我一个红包袋，当时也没来得及看，现在打开一看，竟是沉甸甸的黄金手镯、耳环、项链、戒指等
。
我没有看清楚老婆婆的脸，也不知道她的姓名，实在不知如何处理这些黄金，只好代为捐给佛光大学
，作为建校基金吧！
信徒发心供养的诚意，最令我感动。
经常有人将要供养我的红包放在皮夹中，一年二年都难得找到机会，等到法会结束后，好不容易硬挤
上前，终于把红包往我手中一塞，才松了一口气，露出灿然的笑容。
我是不喜欢信徒送我红包的，但是看到他们如此诚意，只好接受。
那位送我黄金的老菩萨，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是，却留给我无限的感动。
九月  二日    星期四负责为佛光大学校地作整地规划工作的中兴工程顾问公司，今早假佛光会“中华总
会”会议室作第一次的工作简报。
出席的有该公司的协理林功位、副理廖乾荣，工程师朱希山、陈秀如、梁洪波、林哲昌，以及佛光大
学筹备处主任慈惠法师、校长龚鹏程教授、“中华佛光会”秘书长慈容法师等人。
佛光大学自从校址底定，决定设在宜兰礁溪以后，各项筹建工作随即展开，有关水土保持、环境规划
等初期的整地工作，委由中兴工程顾问公司负责。
今早十时，该公司的林协理特别带着相关人员到佛光会，作了第一次的工作报告，内容包括：工作计
划内容、工作预定进度、工作执行情形、基地自然环境因素、开发的限制状况、空间的需求条件、规
划配置初步构想等。
为了让我们充分了解相关的专业知识，林协理特别带了厚厚的一叠图片，并配合幻灯片，做详尽的介
绍说明。
我觉得在今天的社会，一个企业团体想要发展成功，专业知识、敬业精神、工作效率都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因素。
会中，我也提出一些我对佛光大学的初步规划与构想——1. 校区设计应具备中国式园林规划之美。
2. 建筑物不宜过高，以三层楼为宜。
3. 现有基地内的溪谷景观良好，可规划为人工湖。
4. 将来校区内可采巡回式交通车，以解决校区内道路过长的问题。
5. 基于地形因素，图书馆以院系之需求分散配置，待第二期开发时，再规划总图书馆的设置。
未来的佛光大学，将因应时代的需要，以培育管理、人文、艺术人才为主，所以它是一所社会化的大
学，是佛教贡献给社会的大学。
我希望就着校地原有的自然景观，把它建设成一所“森林大学”，以大自然的山光水色来陶冶学生的
心性，我相信在一个充满宁静祥和的环境中学习、成长，学生的身心必能得到健全的发展。
中午邀约钟荣吉、蔡坤荣、周燕菱小姐见面。
钟荣吉等人在佛光会创立之初，便给予许多的协助、帮忙。
今天邀约，主要是希望钟先生出面，代为邀请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一贯道等宗教领袖
，出席参加即将于十月十七日举行的“国际佛光会第二次世界大会”；同时也邀请钟先生参与筹办佛
光会目前正在积极推展的“净化心灵新生活运动”。
承蒙钟先生热心，一一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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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时，在慈照（李武彦）安排下，于荣民总医院的讲演厅做了一场开示。
慈照是跟随我三十多年的在家弟子，目前服务于荣总，是Ｘ光的资深技师，多年来一直对我的健康十
分关心，好几次为了请我到医院作健康检查而跪地恳求。
尤其前年我腿伤以后，更不断安排我作医疗与健康检查，他的恭敬与热诚，令我十分感动。
今晚的开示，有一百多名医护人员、病患家属参加。
我就如何处理生老病死的问题，为大家作了一个小时的开示，会后留下一些时间给大众发问，所提的
问题有：1. 如何利用公务闲暇修行？
2. 回向的意义是什么？
3. 打坐时应保持什么心境？
4. 佛教对安乐死的看法？
5. 人死后为什么要助念八小时？
尽管这是个紧张忙碌的工业时代，但只要有生老病死的问题，大家就懂得要学佛！
演讲结束后，连夜驱车赶回佛光山，抵山时已是凌晨三点，望着满天星斗，竟然毫无倦意，只觉宇宙
大地，拥抱在怀。
夜，好静！
星空，好美啊！
九月  三日    星期五徒众永霖、满航之母徐褚格夫人，日前往生，告别式前，先安放在佛光山万寿园内
的安宁病房（往生堂）。
上午，特前往灵前上香诵经。
佛光会泰山分会督导许卉吟、新庄分会会长载碧云（新庄市长夫人），及会员吴胜隆、游登瑞、陈玉
山、陈顺义、杨碧云、陈树海等人今来山，随缘请大家到法堂一起用自助餐，谈话内容都离不开佛光
会。
国际佛光会之所以能在海内外各地区纷纷成立分会，都是靠会员们的共识及努力，看到分会会长、会
员们的热心，对国际佛光会未来的会务发展，更具信心！
由内政主管部门举办的记者参访团，今南下台南、高雄两地，巡视古迹管理维护情形，并拜访捐资兴
办慈善公益事业的绩优团体。
吴伯雄先生率其属下及记者团一行五十余人，下午四时三十分抵山，吴先生立即前往奉安在万寿堂的
陈诚先生灵前上香。
陈履安先生也专程从台北南下，在灵前答礼。
同行者尚有高雄县长余陈月瑛、高雄市警察局长余玉堂、高雄县警察局长陈嘉隆、高雄县仁武分局局
长陈书田。
晚六时三十分，在竹林一室以素斋招待大家，餐后并在双园堂和记者们座谈。
我首先向大家作简介：佛光山开山已二十七年，这些年来，“佛光山做了些什么？
”1. 建立两序现代教团制度。
2. 促进佛教国际化的发展。
3. 推动佛教文化教育事业。
4. 各宗教间的融和与交流。
之后回答记者先生小姐们的发问，如：两岸佛教问题、佛教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安乐死、优生保健、
出家人可否从政、器官移植）、在佛门工作与在社会工作有何差别？
晚十时多，座谈会才告结束。
隐约中还可以听到从学院那儿传来的安板声，山上已开大静，但对从事记者行业者而言，现在正是疾
笔赶稿开始工作的时候。
祈祝这些无冕王，在静谧的夜空下，每天都能写出精彩的报导。
九月  四日    星期六昨天，佛光山丛林学院一九九三学年度举行开学典礼，学院设有十个分部，今天则
一起在本山举行为期一周的联合讲习会。
新的学年开始，往往可以看到很多新的面孔，这是学院永保朝气的原因，特在讲习会上，和近千名的
学生们开示——同学们又进入一个新的学年，新生们也本着“因求真理登净域，为学佛法入宝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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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割爱辞亲，来山求学，相信在决定要来山学佛时，内心必萦绕着很多问题。
这些烦恼皆源于不了解的关系，等到了解时，对于人生的境界必定会有更宽广的看法，我提出几点来
和大家谈谈，以帮助新生对佛门的了解：1. 在家与出家未上山之前，大家过的是拥有父母、亲人、眷
属等世俗感情的家居生活，各位已有二三十年的经验，是好？
是坏？
心中有数。
现在来山发心学佛，虽没有出家，但想法和居家生活的人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在家要发增上心，丛林生活则要发出离心。
在佛教学院求学读书，院方完全尊重个人的意愿，随个人自由。
因此出不出家并不重要，但是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要将佛学作为终身依止、成功立业的基础。
佛学院的生活方式和在家完全不一样，大家要将过去的一切习气丢在门外，重新展现一个新的自我，
如同一张白纸，让师长们依需要彩绘成画或书写成文，因为“真金仍须红炉炼，白玉还要妙手磨”。
一个人要经过多少的磨练考验，才会成金如玉有所成就。
有出世心念的人，学道比较容易入门；反之，则不易入道。
学佛要有别于世俗的观念想法，过去的生活多往“有”看，现在要往“无”看；过去过的是心外生活
，现在要过心内生活；过去以自己为重，现在则要以他人为重；过去重视物质，现在则要重视真理。
总之，要将过去的五欲六尘看轻看淡，不要个人而要大众，不要是非而要真理，如此才能将佛法道念
提起，进而发菩提心，普利群生。
2. 常住与俗家人有来去、生死，常住则接纳十方，永久常在，因此称为“常住”。
到学院来求学，学院就是大家的常住，俗家长养我们的色身，常住则长养我们的慧命，慧命的增长要
依止常住的蕴育才能成就。
有限的生命依存在常住的生活里，要有什么样的想法与认识？
首先要将常住看成是自己的家一样，甚至比家还要重要！
我常问一些来山学佛或发心出家的人：“佛光山是谁的？
”对方的答案往往是：“佛光山是大师您的！
”我又问：“如果佛光山是我的，那么你只能算是暂居的过客而已，桃源虽好，终非久留之乡。
”怀着寄客的心境在此出家学佛，怎能安心？
俗云：“金角落，银角落，不如自己的穷角落。
”把佛光山看成是自己的，就能拥有佛光山，能如此才能安住。
世界上什么是你的？
只要心里能容纳，大千世界都是你的。
心中能包容父母兄弟，那么父母兄弟就是我的；包容不下，再亲的手足也形同陌路。
因此，大家在此学佛，要肯定佛光山常住是每一个人的，能够如此，任何事都可以容忍，任何委屈都
可以接受。
佛光山是我的，自然能安住身心。
3. 男众与女众社会里男女有别，尤其是正在学佛的人，彼此要尊重不能随便，随便非指男女清净不清
净的问题，而是在佛门戒律中，还是要有界限——讥嫌戒，因此基本上彼此要自重，不可轻心，要建
立一种除了公事之外，没有必要往来的原则，如此便可免除许多无谓的烦恼。
4. 金钱与感情世上每个人追求的目标都不一样，有的追求金钱，但是钱并非万能，一样会有很多烦恼
，不能真正解决人的问题。
佛教并不是否定金钱，而是要净化钱财！
更何况学道者在过多金钱及丰富物质的供养之下，道心不易成长，学道者所要追求的是法财，如真理
、众生、常住、因缘⋯⋯这些财富让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有缘入佛门修道，要认清“情”是障道因缘，名关利关对一般人而言，还容易通过考验，情关则不易
通过。
发菩提心学道，要将“情”字净化、升华，对三宝、常住、戒律、自己具不坏的信念，培养对佛陀的
感情，学道才靠得住。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星云日记25>>

5. 合群与孤独学院生活要合群，不能孤独，有孤独性格的人，不适合学佛，因为佛道要在众生身上求
，离开众生则成不了佛道。
想过清净的生活而一个人住山、闭关、隐居，真的就可以清净吗？
世间上没有所谓“清净”地方，热闹场中作道场，只有心的宁静，才是真正的清净。
佛门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要发菩提心、慈悲心，随缘随分给人方便，但是方便并不是离群索居。
佛教传到中国二千多年中，除了隋唐时代非常鼎盛之外，其他时代没落不振，就是佛教徒不讲究发心
，不入世，只想一个人独善其身做自了汉，自然没有人弘扬佛法。
修道者，有的人不吃万家饭，只吃一家饭，如果入佛门只是为了生活而已，那跟豢养一只狗、一只猫
又有何不同？
普度众生要发大心，发上弘下化的菩萨心。
因此性格孤独者要合群，不可有偏执的思想，不可离群独居，独木不成林，建房子也要有沙、水、泥
土等混合，在僧团中，怎可孤独离群？
僧团中没有个人思想、个人自由，只有团体思想、团体自由，想要享受特权，与人不同待遇，都是不
如法。
佛陀讲经四十九年，没有一天是离群生活的，每天都跟大众一起作息。
有名的翻译家玄奘大师、鸠摩罗什等人的后半生，几乎都在译经团中度过。
四大菩萨的道场（九华山、普陀山、五台山、峨嵋山），每天都有无数香客朝山；阿弥陀佛的圣号，
不知有多少人在称念。
佛法在众生身上求，要与人为善，广结善缘。
人成即佛成，人道不居，如何成佛道？
入佛学院来求学，就是要学菩萨学处，学菩萨的觉悟、慈悲、忍耐、智慧、健全与圆满，因此大家应
该培养群众性格，不要有孤独个性！
在往后几天的联合讲习会上，我预备继续为学生们讲：6. 神通与命运7. 自修与度众8. 宗派与立场9. 政
治与宗教10. 精神与物质11. 邪知与邪见12. 是非与得失13. 情绪与安住14. 技艺与前途15. 怨言与不满16. 
发心与自了17. 道念与慈悲18. 佛法与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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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编辑后记星云大师，1927年生，江苏江都人。
12岁出家，1949年赴台，1967年开创佛光山，以弘扬“人间佛教”为宗风，树立“以文化弘扬佛法，
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之宗旨，致力推动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弘
法等事业。
1991年成立国际佛光会，被推选为世界总会会长；于五大洲成立170余个国家或地区协会，成为全球华
人最大的社团，实践“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理想。
星云大师一言一行所产生的影响已不限于宗教界，更普及全社会。
星云大师自1989年访问大陆后，便一直心系祖国的统一。
近年回宜兴复兴祖庭大觉寺，并捐建扬州鉴真图书馆、接受苏州寒山寺的赠钟，期能促进祖国统一，
带动世界和平。
星云大师著作等身，总计两千万言，已在大陆出版80余种，深受读者欢迎。
《星云日记》收录星云大师1989年7月1日至1996年12月31日的日记，最初陆续刊登于《普门》杂志“
星云日记”专栏，后结集由台湾佛光出版社于1994年和1997年分两次出版，共计44册。
日记详细记载了星云大师每日的弘法行程、心得、计划，熔佛法、哲学、文学、慈心悲愿于一炉，实
为一代高僧之心灵剖白与济世旅程，为现代佛教历史的进展保存或提供了至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亦
为吾人陶冶心性之良方、修养精神之津梁，从中可获得许多做人做事的启示与新知。
此次岳麓书社出版《星云日记》，分三辑先后推出，第一辑收第1册至第15册，第二辑收第16册至第30
册，第三辑收第31册至第44册。
各册书名不变，对原版编排格式作了简要调整，极个别文字作了删节处理。
此次出版除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外，对有些不便大陆读者阅读的词语用法也作了改订，如原版中“
计画”“规画”改为“计划”“规划”，“连络”“连系”改为“联络”“联系”，凡此种种，不一
而足，均径改，不出校记。
但原版中专名（人名、地名等）之译名，无论常见或稀见，皆一仍其旧，如“布希”（即布什）、“
雪梨”（即悉尼）等，为避免转译之误也，读者诸君明鉴。
台湾某些与大陆名称相同的大学或文化事业机构，或其他容易产生歧义误解的机构名称等，加引号表
述，如台湾“中山大学”“故宫博物院”“商务印书馆”等。
《中央日报》《中国时报》等涵盖全国性称谓的报刊名称，加引号表述，如“《中央日报》”“《中
国时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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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星云大师一生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消除了寺庙佛教和人间烟火之间的鸿沟。
这无疑让佛教这一流传了两千五百年的古老宗教，在我们现代的信息社会显示出了新的活力和意义。
——凤凰卫视 《文化大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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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岳麓书社出版的《星云日记》是星云大师的全套日记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融合星云大师一生身教与
言教、大我与大爱，是星云大师人生励志类经典作品的集大成之作，详实记录了大师生活哲学和智慧
语录，是一代高僧行仪风范的完整典载。
日记，是生活的痕迹，是成长的写照、经验的记载，也是一个人生命的历史。
大部分的日记是私密的，或深植内心深处，或随着岁月泛黄⋯⋯ 这是一份特別的日记，来自众生，属
于众生，读《星云日记》，仿佛进入一个开阔的胸怀，一页内心最深层的省思⋯⋯《星云日记》也可
每册单独阅读，从星云大师平实的步伐中，进入佛学、进入一代宗师圣洁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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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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