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请之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不请之友>>

13位ISBN编号：9787807617754

10位ISBN编号：7807617756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时间：岳麓书社

作者：星云大师

页数：18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请之友>>

前言

我从童年开始，就喜欢写日记，但因那时生活艰苦，纸笔不周，只有将一些人事、新知、杂感、生活
等记于脑海中。
    一九四九年我初来台湾。
最初几年曾写了二十多本约两百多万字的日记。
后来自己翻阅时，发觉日记中尽是写些人我是非、他人得失，写到自己也是一副愤世嫉俗的丑陋面目
。
因此，在一九五二年的元旦，我重新在一本日记簿上写道：“我，是自私的；我，是丑陋的；自赞毁
他，妄自议论，实在是人类的劣根性。
”写完，我就将二十多本日记付之一炬了。
    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感到有点可惜，因为日记是一个人生活的痕迹，是一个人成长的写照，是一个
人经验的记载，更是一个人生命的历史。
假如那些日记至今还保存着，或者从那时起我一直将日记写到今天，相信一定会有许许多多有关人事
、生活、知识方面的往事可以追忆，不管好与不好，我相信一定可作为做人处事的龟鉴。
    一九六三年，我参加“中国佛教会”访问团到亚洲国家进行友好访问，由于行程紧凑，我就在飞机
、火车、渡轮上，甚至有时没有桌子，如在印度天气太热，还趴伏在地面上，写了八十天的日记，每
天写好后，要赶在《觉世》旬刊上发表，后来并将之定名“海天游踪”，交由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
想不到却因为内容涉及一些对佛教人士的看法，因而引起不少风波。
之后，我又至印度朝圣多次，对于佛国当初值得记述的事迹，并没有留下雪泥鸿爪而深感可惜。
    一九六七年，我开始创建佛光山，最初在《觉世》旬刊上发表每天大事记，约数年之久，后因凤山
张致良居士认为太过把人事公开报导，故而反对刊出，从此，我对开山时的心情经过未能留下丝毫痕
迹，至今回忆，也觉得不无遗憾。
    直至一九八九年春天，我组织了“国际佛教促进会大陆弘法团”到大陆探亲弘法，当时台湾各大日
报纷纷邀我写访问日记，可能是因为事情太过繁忙，加上许多敏感问题，实在不易着笔，只有一一婉
谢。
虽然没有将日记在报纸上发表，但是我仍然写了三十天的日记，后因飞机输送行李时的失误，在大陆
所买的书籍和那些珍贵的纪念品，甚至日记统统都遗失了，至今还不晓得流落何方，也许数百年后有
人发现到的时候，说不定是一桩历史公案哩！
    是一九八九年的七月吧，我为了顾念《普门》杂志的发行量，对其聊尽一点心意，便自告奋勇地向
主其事的依空、永芸提供日记给他们发表，从一九八九年七月一日起，迄今四年，未曾间断。
这些日子，我将自己个人的生活、工作、弘法度众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等一切皆公诸于读者之前
。
只是我的日记挂一漏万，没有真正顾及到生活方面，像有很多书信、谈话、友谊、计划，并没有记录
下来，工作、演讲等内容，也由于篇幅的局限，没有完整地详录。
尤其是对事情的看法、内心的感受，自觉表达得很不完全。
    其实，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负责笔录日记的永庄，四年来他最辛苦，尤其因为他没有跟我讲话的习惯，也没有问过我日记要怎样
写，或许由于他不讲话的缘故，我也没有特意告诉他我的一些看法。
所以，他无法确实地了解我心中的体会，唯有待日记写好后，我在字里行间补上几句就草率地完成。
    这本日记除了永庄之外，曾经为我代笔过的有慈惠、慈容、依空、慧军、永妙、满果、依日、依筏
、依门、依宏、依晟、永贤、永均、永芸、慧传、满义、永海、满和、永有、依益、觉幻和李仁玉,等
人，他们有的为我写过一月半月，也有的只写了一天两天，无论记录的多与寡，我仍然要向这些徒众
表示感谢，因为有他们，才没有让我的日记在四年里中断过。
    有人说，在我的日记中并没有常常看见我读书：也有人说，读我的日记，很少看到我吃饭修行，也
甚少叙述我生活中的细节，例如只见我坐飞机，并没有提及我去买票，只听闻我每天去某个地方，并
没有说谁替我开车⋯⋯事实上，天天要做的事情，常常要做的事情，顾此失彼是在所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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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人问我：日记是什么？
我想了想，觉得日记有时候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反观自照；有时候日记是一个知己，可以尽情地向他
倾诉自己内心的感受：有时候日记是一张功过表，上面记下了我们处世的对与错；又有的时候日记是
一部成长史，留下了成熟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也有时候会觉得日记是一个百味坛，酸甜苦辣尽在其中
⋯⋯    此外，也有许多读者致电来函，给予我莫大的鼓励，像每次日记发表后，都会看到读者的热烈
回响：有的赞美我为法忘躯、为教牺牲奉献，也有的说我的日记犹如一帖清凉剂，熄灭了都市里的喧
哗和红尘中的纷争；有的说日记好像一盏明灯，为大家学佛的道路指引方向，更有的说日记好比一朵
美丽的鲜花，吐露清香怡人的芬芳⋯⋯若要真的问我对日记的看法，我则觉得日记是我随心自作、随
性自遣的生活小品。
    感谢很多人写了阅读“星云日记”的感言，如：“《中央日报》”社长石永贵先生、胡志强先生、
作家尹雪曼先生、薇薇夫人等。
有的人说我的日记有教育性的内容，有的人说有跟随我弘游天下的感觉，但我自己并不满意，因为文
字并不十分流畅，对问题的看法也不十分深入，尤其有些事情的前因后果、上下关系及诗词古句，我
都记不清出处，除感谢外，在此也顺便说声歉意。
    现在，《普门》要将我这四年来的日记发行单行本，到一九九二年止，总计有二十册之多，感谢三
宝的加持，和所有亲友信徒的因缘，没有你们，就没有现在这本日记。
    一九九三年八月八日开山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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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懂得协调是现代人工作之方，
　　人要处难处之人，
　　事要处难处之事。

　　本书为《星云日记》（第一辑十五册）系列丛书之第六册，分为“不忘初心”、“不舍众生”、
“不请之友”、“依法不依人”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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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记载了星云大师每日的弘法
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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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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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星云大师，江苏江都人，一九二七年生，十二岁礼宜兴大觉寺志开上人出家。
一九四九年赴台，一九六七年创建佛光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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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业，“
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致力推动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弘法等事业。
星云大师著作等身，撰有《释迦牟尼佛传》、《星云大师讲演集》、《佛学教科书》、《佛教丛书》
、《迷悟之间》、《往事百语》、《人间佛教系列》、《人间万事》、《佛光菜根谭》等，并翻译成
英、日、德、法、西、韩、泰、葡等十余种语言，流通世界各地。

大师教化宏广，计有来自世界各地之出家弟子千余人，全球信众达百万之多。
一九九一年成立国际佛光会，被推为世界总会会长；于五大洲成立一百七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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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除屡获殊荣外，国际上亦德风远播，略举其大者如：一九七八年荣膺美国东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一九九五年获全印度佛教大会颁发的佛宝奖；二〇〇六年获香港凤凰卫视颁赠“安定身心奖”；世
界华文作家协会颁“终身成就奖”；二〇一〇年获“中华文化人物”终身成就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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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星云
“我”是罪恶的渊泉尹雪曼
不忘初心(1990年7月1日--7月15日)
不舍众生(1990年7月16—7月31日)
不请之友(1990年8月1日一8月15日)
依法不依人(1990年8月16日一8月31日)
星云日记的回响／l81
　生活中的佛学宝典 觉 幻
编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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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七月  一日  星期日    自从五月底我在圣地牙哥西方寺与信众举行座谈会后，就有很多信徒纷纷要求皈
依，在回台前，特地安排前往西方寺主持一场皈依典礼。
    今天参加皈依者有八十人，如：圣地牙哥天后宫主任林裕光先生，世界越南、缅甸、老挝各华人团
体联合会顾问元邦强先生，此外还有十四名美籍人士皈依。
佛教在西方弘传，能给美籍人士接受、认同、肯定，实在让人很欣慰。
    下午在徐道平先生的陪同下，参观了有二百五十亩大的国际大学，学生有五千人，校舍非常壮观。
该校副校长倪文炯先生(也是国际交换学者的亚洲负责人)及另一美籍副校长，得知西来寺正在筹备西
来大学，都非常希望我们能到此开设宗教系或建校，并亲自陪同我们到校内各处参观。
同时听了他们近三个小时的建校经验谈，有些实在很值得参考。
美国工程师的设计图都非常精细详备，让人一目了然，也可感受到他们的办事效率。
    傍晚回到西来寺，得知吴修齐居士全家近四十人正在斋堂用饭。
吴居士是本山六品功德主。
平常他是个大忙人，难得今天他们全家聚在一起，故特至斋堂跟他们问好。
吴居士对本山在澳洲正在筹建中的南天寺、中天寺非常关心，还问了些当地气候、风俗、民情等问题
。
要我将澳洲跟美国作个比较时，我觉得西来寺未开发前是一片荒草秃地：澳洲虽未开发，却是一片绿
草如茵。
    晚，八时，傅伟勋教授及华珊嘉(Sandna Wawuytho)教授来访，为英译本《星云禅话》之发行一事。
除送来样本外并谈及签署合同和发行方式。
嘱永楷全权处理。
    华珊嘉教授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曾多次获得优良教师奖，本月下旬应佛光山丛林
学院英文佛学班之邀，将到台湾作为期十天的密集授课。
    不管我走到哪里，国内、国外、飞机上、座谈时、庆典中；不管是什么场合，只要知道对方有专才
、特长、技能，我都不忘请他们给学生上课、讲演或举行座谈，巴不得每一个徒众都能像海绵，吸取
这些人的经验。
我是如此“精进”于为徒众找老师，不知徒众是否也知道名师难遇？
    闭门课徒，非独前程远大，不见焦芽败种，才是最有希望的未来。
    七月  二日  星期一    美国教育部订今日审查“西来大学”建校事宜，从八时起就陆陆续续有美教育
部人员到达。
筹备处的永楷法师、张幼珠博士及西来大学的顾问吴黎耀华女士、杨懋慈先生、律师夏铃小姐、博恩
斯先生、课程委员傅伟勋教授、财务顾问黄丽华小姐、注册主任宾纳先生、图书馆管理员王小姐、行
政顾问唐·布鲁纳特先生等人，已为今天这个日子准备多时，尤其是西来寺的徒众，上下里外大家都
全力以赴，虽没有直接参与准备工作，但那份关心与支援，随着有关人员的忙碌有增无减。
真是“佛光山只有团体，没有个人”。
    九时正，加州政府教育厅高等教育审查委员席拉·霍金斯、凯文·吴尔福克、山姆·古柏等到齐后
，审查会议才正式开始，为了给大家一点精神鼓励，审查会议时我特地到场。
以主人身份讲了几句欢迎的话。
没想到教育厅委员们一再称赞，才踏进西来寺就可以见到“大和尚”，让他们感受到地主待客的诚意
。
    西来大学有远、近程等扩建计划，目前校舍有教室二十四间、图书三万余册、可容纳三百人的课堂
两间、会议厅三间、办公室七间。
聘请的任课老师有傅伟勋教授、蓝卡斯特教授、勒斯侯士教授、包华士教授、普鲁典教授、威尔教授
、华伟亚高教授、素村那教授、黎东方教授等。
皆是美日著名大学的佛学及宗教学的资深教授。
    教育部的审查小组在评鉴西来大学的设备后，非常惊讶于规划完善的硬体设施及丰富齐全的资料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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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这些都超出了教育部的要求。
审查小组还表示，从没有见过同类别的学校中有如此的水准，我们的准备已足够十月二日的申请。
故本来预定一天的审查，在半天内就完成了，于上午十一时五十七分在审查委员一致签署下，“西来
大学”正式核准立案，并对师资、课程、行政、财务及设备等各项资料，均评为“特优”，且可正式
颁赠佛学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
这是西来大学“创校史”最珍贵的一刻！
P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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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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弘法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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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精神之津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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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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师生活哲学⊙智慧语录    高僧行仪风范⊙完整典载    从平实的步伐中，进入佛学、进入一代宗师圣
洁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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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请之友(星云日记6)》由星云
大师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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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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