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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時 俱 進  人 間 佛 教
—記殊勝洲《美國實用生活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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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密團體自成立以來，秉承先輩古道遺
風，嚴守戒律，並嚴格貫徹美國非營利組織的
規定，為僧眾制定了一系列比較適應美國生活
的規章制度，加強了戒律的修習。持戒，是佛
留下的教敕，也體現著學佛人的道德品行。廣
大學友不僅沒有退縮，反而興致高漲，追慕先
賢道風。大家嚴格遵守團體制度，清凈身心，
精進聞思，誰都不願意落後。大部分學友能緊
跟團體發展的腳步，以佛法在美國的弘揚為己
任，不斷適應新的要求，就像砸不爛、摔不垮
的金剛羅漢。暫時落後的學友也緊隨其後，積
極要求重新參加學佛活動，他們深深體味到，
生活中失去了學佛的機會，就像迷途的羔羊沒
有了依祜，隨時都會被物欲、業報的惡獸吞
噬。

佛法是活法，非常貼近生活，四眾弟子能
實實在在體驗到學佛的裨益，祛病消災，健康
長壽，家人受益，這是正傳佛教無與倫比的威
力。從印度到中國，從中國到美國，從美國到
世界，古老傳承的佛教一直在與時俱進，一代
一代的善知識，苦心孤詣，恆順眾生，理事不
二。佛弟子走到哪里都要做男中豪傑，女中丈
夫，都要走在前列。 

為了貫徹“人間佛教”的理念， 2014年春
節，大年初二，趁著新春的喜氣，萬物復蘇的
生氣，大密清凈極樂彌陀殊勝洲培訓部，在經
過多年的準備之後，推出了《美國實用生活系

列講座》。
此次講座共分為八個部分，內容從最基

本，最實用的部分講起，涵蓋了與生活息息相
關的各種內容。汽車知識課程涵蓋了交通規
則、汽車保險、汽車文化，駕照申請等與駕駛
息息相關的內容。很多學友本來對於駕照考試
非常苦惱，很長時間都不敢去參加筆考，在聽
完課程講解之後，建立起了信心，當即就去參
加筆試，非常順利地通過了。在課程進行之後
的1個月內，就有30多人高興地拿到了實習駕
照。通過系統學習銀行知識，大家掌握了如何
正確使用各種主流金融產品，並很快提高自己
的信用分數，明白了信用的重要性。房屋的結
構和買賣租賃介紹讓大家對自己居住的房子有
了更深的了解，並提前作好購房定居的準備；
清潔課程讓大家明白了搞好衛生就是愛自己、
愛家人，總統級別的家庭清潔程序讓人耳目一
新，大家學會了使用各種琳瑯滿目的清潔用
品；購物環節的內容介紹了美國各地常見購物
場所和各種常用的消費品，開闊了大家的視
野。後續將要進行的報稅課程會讓大家理解報
稅的重要性，在美國誠實守信才是生存之本；
美國文化課程試圖深度解讀美國的社會生活現
象，學習禮儀和待人接物的文化，與人交
往，融入社會，眼光不再局限於單一的華人生
活圈，“風物長宜放眼量”。

為了方便外州的居士們學習，我們還通過

網絡，將講座的內容在網絡學習平臺現場直
播。學習期間，紐約的居士每天天不亮就來到
佛堂，早課一畢，馬上進行知識講座的學習，
完畢之後還要去上班工作，生活節奏安排非常
緊湊。本來過年的時節，很多人都在放松身
心，而我們團體的成員，卻在緊張地充實自
己。沒有人喊苦喊累，大家反而體驗到了精神
上的愉悅，在一起學習先進的生活習慣，在新
的一年里，為更快地適應美國生活，做好準
備，這比過一個以吃喝迎送為主題的春節更加
實用，更加有意義。窗外是紐約初春皚皚的白
雪，室內是熱火朝天的學習氣氛，真是“新春
瑞雪兆吉祥，夜來都城裹銀裝。 最是一年春好
處，大佛殿內開講堂”。

佛法是科學，佛弟子的日常生活，也要講
究科學。此次《美國實用知識講座》，是幾位
來美國較早的居士，在善知識的指導下，前些
年就開始註意多方收集信息，再加上自己在美
國生活的實際體驗，醞釀多年打造而成，內容
經過了多次的修改和完善。在春節期間面向所
有團體成員推出，也是秉承大密團體的宗旨，
幫助來美國時間不長的人，更快地適應，提高
生存能力，提升生活質量，更幸福地生活。四
眾安康則山門清靜，僧團精進則佛教興盛，我
們用學習歡度新的一年開始，2014年，大密在
美國一定能取得更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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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實用生活講座掠影
Living in U.S.A.

1、車輪上的國家，不懂開車怎麼
行？“美國開車的常識”，全面講
述汽車基本使用知識、美國交通法
規、違章處理等。

2、先租房再買房，教您如何在
美國租房、置房置業。幫助您詳
細了解美國的房屋構造和安全使
用。告訴您如何開通水、電、天
然氣、電視、網絡以及手機電話
並且如何支付相關賬單。

3、美國是創業的樂園，開公司，
辦學校，教您如何實現美國夢。
美國生活和工作，稅務知識不可
少。個人稅，公司稅，依法納稅
很重要，退稅還比交稅多。

4、購物、消費、餐飲講座帶您走
入美國琳瑯滿目的各類超市、商
場，手把手教您如何省錢，如何
購物，如何付款，以及若不滿意商
品，如何退貨等。

5、美國風光無限好，長途旅行少
不了。詳細教您如何乘坐飛機、
火車、長途客車以及如何使用高
速公路自駕旅行。

6、清潔用品種類多，各有用途別
搞錯。教您如何做家居清潔，正確
使用多種多樣的清潔用品。學會垃
圾分類很重要，否則罰單少不了。
本課程將告訴您最實用、詳盡的垃
圾分類及處理知識。

7、美國金融很發達，不用現金用
磁卡。從最基礎的開銀行賬戶、
存取款、填寫支票、使用銀行卡
講起，教您如何使用銀行服務。
信用最重要，生存離不了。教您
如何積累信用，降低生活成本。

8、出門在外不容易，安全永遠是
第一。了解美國的法規、生活風
俗、習慣很有必要，關乎人身安
全。美國禮儀讓您避免中西方文
化的碰撞，平穩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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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her survives being hit by car
父 親 被 車 撞 了  竟 安 然 無 恙
自從我在大密清凈極樂彌陀殊

勝洲學佛以來，受到佛菩薩很大的
加持，就連我的家人身上，都發生
了令人驚奇的事情。

2013年11月13日下午，我回到
家，看到父親在床上躺著，我趕緊
問他是不是病了，母親接過話來說
昨天父親下班回家的路上，過馬路
時被一輛汽車給撞了。我一聽嚇了

一大跳，要被汽車撞了怎還躺在
家里？我立刻要求父親去醫院檢
查，可是他卻堅持說自己沒事，
只是腰部有點疼。看到他的精神
狀態不像重傷的樣子，我還是不
放心要親眼看一看他的傷勢。父
親的腰部沒有腫脹，也沒有任何
受傷的痕跡。我問他當時怎麼出
的事，結果他自己也不清楚，只

記得過馬路的時候，看見一輛汽
車向他駛來，中間的過程也許是
因為驚嚇過度給忘記了。

母親告訴我父親昨天回家後
的經歷，更讓我覺得匪夷所思。
父親昨天非常疲倦地回到家，神
情木然，面色蒼白。他在客廳里
獨自靜靜坐了一會兒，突然問母
親：“我今天出去幹什麼去了？
怎麼回到家的？”媽媽感到非常
奇怪，回答說：“你今天去上班
了，自己騎自行車回來的。”他
這才仿佛恍然大悟的樣子，回
憶起了剛剛發生的膽戰心驚的一
幕。

父親下班回家的路上被一輛
小汽車撞了，他年紀大了，突然
受到驚嚇，出現了短暫的失憶，
大腦一片空白，跌坐在地上對周
圍的一切都失去了意識，連自己
在哪里都忘了，過了一會兒才慢
慢清醒了一點。他只記得開車的
司機問他要不要去醫院檢查，父
親看都沒看人家，只記得自己本
來是騎在自行車上的，連忙找自
己的自行車，自行車當時已經被
撞到離他3、4米遠的地方了。他
這時恍恍惚惚，對司機說自己沒
事，讓人家走，自己站起來騎車
就回家了。怎樣出事一點都不記
得了，甚至連他自己怎麼回到家
的都記不起來了。

當天晚上上床睡覺的時候，
父親這才覺得自己腰有點痛。母
親就埋怨他，為什麼當時不去檢

查？父親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大
礙，沒有必要去醫院，不想訛詐
別人。

我想起在8年前，也是在同
一條道路，同一個地方，父親被
一個騎著摩托車的人給撞了，結
果鎖骨骨折，開刀做手術用鋼板
固定，而且整整一年半的時間不
能上班。而今天在同一個地方被
一輛小車給撞了，卻沒有受重
傷，腰上只是稍微覺得有點痛，
不影響正常的工作和休息。

同一個地方，同一個人，
輕量級的摩托車變成了重量級的
小汽車，結果完全不同，上次鎖
骨骨折，而這次自行車被撞飛出
去4米遠，人卻安然無恙，而且
父親在幾乎神誌不清的情況下，
竟然能把自行車安安全全的騎回
家，想想都讓人覺得心驚膽戰，
這一切的不可思議，都是佛菩薩
保護的結果！

感恩諸佛菩薩！我參加了
學佛，全家人都受益了,真的是“
慈悲難量，免難消災障”！從此
我也對大密宣揚的“人間佛教”
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不僅
是精神層面要將學佛和生活有意
識地相融合，而且很快就能體驗
到實際的益處，不僅自己受益匪
淺，得到了健康，得到了快樂，
就連整個家庭成員都得到了平
安，得到了吉祥。
　　

（作者：程居士）

我是一顆小小的石頭，深深地深深地埋在塵世的土裏。
我不是補天的五彩石，只是一顆普通的石頭。

遍觀了周遭的塵事。
紅顏薄命如冬雪春芳一瞬之事，

兄弟睨於墻情緣血緣都無緣，
……

企望有朝能脫離暗泥，
得遇陽光，

從此，
追隨太陽，

化為太陽石，
卓放光明，

引  塵與石共沐光浴，
普照眾生，
永世不懈。

Sun Stone
太陽石

作者：陳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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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n Buddhist Temples

寺院都由哪些人組成？

修建經堂寺廟具有無量功德，
對於我們的現世或將來都有不可思
議的利益。《蓮花經》雲，任何善
信發心贊助建寺與佛壇，可以獲得
以下十大功德：
1、無始以來諸惡業，得以減輕或
消除。
2、天人護佑，逢兇化吉。
3、去除障礙物，免夙仇報復之
苦。
4、妖魔邪怪，不能侵犯。
5、脫離煩惱和無明。
6、豐衣足食，福祿綿長。
7、所言所行，人天歡喜。
8、增加福慧二資糧。
9、往生善道，相貌端莊，天資福
祿兼有。
10、往生能聞佛法之國土，速證佛

果。
本師釋迦牟尼佛在《廣戒經》

中雲：“所謂實福者，有大果、
大利、大威嚴、廣大義，若善男 
子、善女人，是行、是坐、是臥、
其善根恆時增長。何人建造經堂，
乃為七種實福之首。”佛經中曾
雲，一切有漏善根之王，今生今世
若欲造就通往上界之天梯，成就猶
如如意寶樹般的異熟善業，就須於
從前未有佛塔之地興建如來舍利寶
塔， 為僧眾修建經堂廟宇，消除
對佛法聞思之差異， 精勤修習禪
定及慈無量心。此四項事業， 是
今生成就梵凈福澤的殊因。

《俱舍論大疏》第一品中也有
如此廣說：“在有漏的善法中，修
經堂的功德最大。”

全知麥彭仁波切在《智者入
門》是說：“凈地造佛塔，為僧眾
修佛堂，和合破僧眾，修持慈無
量，乃是四梵住。”即是說興建佛
塔，修建經堂寺廟，僧侶籍由聞思
消除對佛法理解上的差異，修習慈
無量心，這是世間四種最大的福德
事業。

從諸乘佛法共許的觀點而
論，修造佛菩薩的廟宇殿堂乃一切
有漏善業之王。在此大殿的建設
過程中，供養一筐土就已具足供養
一筐黃金的功德。供養和幫助佛殿
的建設是善心佛子消除罪障、積累
功德、種下殊勝解脫種子之稀有難
得的機會。從大乘佛法共同的教義
而言，佛弟子們投入諸佛菩薩們的
清凈願海，協助聖者們圓滿弘法利
生之大願，就是以實際行動來履行
殊勝廣大的普賢行。對諸金剛乘傳
承的弟子而言，供養興建與根本上
師體性無二無別之三寶所依，乃是
真正實踐上師瑜伽之聖道，是於短
暫的一生中迅速積累多生累劫的福
慧資糧，以獲取共同與殊勝悉地之
殊勝方便。在僧眾造經堂時，隨力
支持隨喜者，將來在此經堂內進行
的所有聞思修行的善根，皆同等獲
得。為僧眾修經堂時，身口意僅
作隨喜，亦有很大的功德。觀世音
菩薩化身班瑪思德上師雲：“為
僧眾建經堂時，誰背一筐土，等同
一筐金。”

為何建寺的功德最大？因為
佛像寺廟為佛陀身、語、意的真實
所依，修行人行持正法、宣說世間 
真理、延續佛法清凈不間斷的傳
承，能令眾生出離生死，因此供養

他們就是真正地幫助眾生，具有無
量功德。

如此積聚善業功德，無論對
於我們的現世或將來，都有不可思
議的利益。

凡以歡喜心隨喜，不論多
少，就如滴水匯入海洋，海不枯則
水一滴不滅的道理一樣，功德不可
思議，清凈之發心最為重要。

一切供養中，法供養為最；
一切布施中，法布施為最。於一切
供養中，最能取悅上師，令諸佛菩
薩歡喜的即是法供養。修建經堂，
令佛法久住世間，如法布施，此即
為殊勝法供養。

“三寶門中福好求，一文種
下萬文收！”三寶是我們積累資糧
最殊勝之大福田，末學也衷心希望
具大悲心的有緣善士發心共建經堂
者，為圓滿六度萬行，護持佛法，
廣種福田。

釋迦牟尼佛在《經》中說“
濁世中， 我以佛殿與文字形象出
現。見到佛殿造佛殿，會令無數眾
生從輪回中解脫出來。供養佛殿和
文字等同於供養我的真身，功德永
遠不會耗盡……”生死是無常的，
現在 我們有幸遇到種植福田的機
緣，也許是此生的唯一機會。

若真正發心供養，則不需苦
行，將會得到今生乃至生生世世的
利益！供養福田的善果功德是無量
的，古有 “自乳輪王”供養佛祖
七粒豆子，而最終成佛的公案。

（來源：互聯網）

在寺廟中除住持外，還設有
四大班首，八大執事等。四大班首
是指導禪堂或念佛堂修行的；八大
執事是專管全寺各項事務的。四大
班首即首座、西堂、後堂、堂主。
首座由住持聘請年高德劭的尊宿擔
任，為全堂修行的模範，掌禪堂中
號令之權。八大執事是監院（庫房
負責人）、知客（客堂負責人）、
僧值（又叫糾察）、維那（禪堂負
責人）、典座（廚房、齋堂負責
人）、寮元（雲水堂負責人）、衣
缽（方丈室負責人）、書記。監院
綜理全寺事務，掌管全寺經濟。知
客掌管全寺僧俗接待事宜。僧值管
理僧眾威儀。維那掌管宗教儀式的
法則。典座管理大眾飯食齋粥。寮
元管理一般雲遊來去的僧侶。衣缽
輔助住持照應庶務，調和人事。書
記職掌書翰文疏。八大執事都是每
年一任，由住持任命之。

藏蒙喇嘛寺院的組織：第一叫
「智果」，又叫「古學」即是「呼圖
克圖」。第二是「赤巴」，即戒行高
深，經典嫻熟的住持，是寺中最高領
導人，三、五年一任；較小寺院叫「
堪布」。其下有掌經喇嘛，叫作「翁
則」，負誦經課程及解釋疑義之責。
鐵棒喇嘛，叫作「格果」，負督察
喇嘛勤情，有懲罰喇嘛及維持佛法之
責。法神喇嘛，名叫「接巴」，負決
疑蔔筮之責。「根察」負統籌全寺事
務，監察全寺出納。管家喇嘛，叫作
「根巴」，掌管寺內財產及收支事
宜。充本喇嘛，叫作「涅巴」，負經
管貿易之責。

（來源：互聯網）

immeasurable merits and benefits 
from building te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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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魚 的 形 製
shapes of wooden fishes

制作木魚，一般都是把一整塊木料雕刻成魚的形狀，然後把中間
挖空，在頭部、尾部、鱗甲等部分漆上黑漆，押上金箔，其余部分漆
上紅漆。大型木魚一至六尺長，小型木魚三至五寸長不等。

佛教寺院中使用的木魚分為兩種：

一種是長木魚，雕刻成魚形或龍頭魚身形。這種長木魚往往懸掛
於齋堂或庫房廊下，作為集合僧眾之用。因為它與民間樂器“梆子”
的形制、發音都極相似，所以稱為“魚梆”。又因為它常常是在齋飯
時敲擊，所以也叫做“飯梆”。在佛教寺院中，長木魚大都是頭向山
門懸掛的。

另一種是圓木魚，形狀類似於一邊塌陷的饅頭，高的一端挖空成
青蛙嘴，矮的一端淺雕成二魚或二龍戲珠狀，尾部盤繞於木魚的腰身
之上。圓木魚是在僧眾贊詠誦經時，敲擊節拍，以調和音調和節奏
的，同時也可防止大家昏怠，以時時振奮精神。所以，木魚在敲擊時
要輕重緩急平穩恆定，富有節奏感，根據需要，由緩入急，逐漸加
速。

寺院中的圓木魚大小不等，有各種規格。一般大些的圓木魚都是
放在案上或架上敲擊的，小些的圓木魚則是用手執持敲擊的。小圓木
魚的敲擊手法是：不敲的時候，雙手捧持，魚椎在外用兩食指和兩拇
指夾住，其余六指托住魚身；敲擊的時候，左手拇指、食指、中指執
魚，右手拇指、食指、中指執椎，魚椎頭和魚身頭向上相對，兩手如
合掌，稱為“合掌魚子”。

The Wooden Fish in The Temple
為 什 麽 寺 院 裏 念 經 總 要 用 木 魚 ？

　　在佛教寺院的佛事活動中，木魚是最常
用，也是最主要的法器之一，不管是誦經禮
懺，還是念佛上殿，都要用到木魚。很多人不
僅要問：寺院里面念經為何總要用木魚呢？因
為即使在晚上，魚在水里也不會閉眼睡覺，為
了勤修道業，用木魚來警策大眾要抓緊時間來
用功辦道。另外，寺院早晚上殿，木魚用來引
導僧眾把握誦經時的輕重快慢，讓大家凝心一
處，不起雜念。
　　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材質做成大小不
一的木魚，用在僧眾的修學上。從木魚的本質
上看，他代表的是一種自強不息、精進不退的
精神。如果一個人連睡覺的時間都不曾浪費，
晝夜用功，自然會凈念相續，雜念不生，容易
進入道業。日復如此，何愁道業不成？
　　從人的角度來說，容易產生懶惰意識。再
說人的特性是悲喜不定，更容易受心情的影
響，喜歡以自我的好惡來界定事物的好壞，形

成片面思考和一家之言。如能清凈身心，不會
產生偏失，行於中道而進道立命。這時需要魚
這種不休不眠的精神，因而加功用行，不斷累
積福德資糧。　
　　人們總是喜歡貪愛五欲六塵，貪愛財富，
為財殞命；貪愛色欲，為色紛爭；貪愛名利，
為名不顧人格；貪愛美食，為食殺害生命；貪
愛睡眠，為眠泯失心智。在佛教對治睡眠的方
法很多，說明了睡眠對修行方面的害處。調整
好睡覺，就能調整個修行狀態，有了好的精神
狀態，還能去懈怠放逸！
　　一個人貪著睡眠，容易使人心智暗昧不
明，懶惰昏沈，沈淪生死。需要魚晝夜不眠不
休的精神，精勤學修，直到成就。人總是喜歡
給自己的不是找個合適的借口，借此來掩飾虛
偽的內心，如能常常三省其身，何以找太多的
借口？
　　在佛教，很多法器、物品，一則為了莊

嚴，二則用來表法。每個用品都有其特定的內
涵，從這些物體身上體露出一個道理，讓人們
通過表面看到本質。佛教有“八萬四千”個法
門，用來對治人們不同的煩惱習氣。對於一個
人來說，貪著睡眠就是一個很大的習氣，因而
在佛教思想中，把它放在“五蓋”，“十纏”
當中。煩惱習氣能夠覆蓋修行者的清凈心，不
能開發善心；纏縛人們的身心，身心不得自
在。　
　　斷一份無明，則證一分法身。如果連常見
的煩惱習氣都不能斷除，怎能斷除生死？出家
學佛乃大丈夫事，當斷能斷。斷惡修善是佛教
的根本，精勤修學是解脫的保障，木魚不光要
敲在身上，還要敲在心上！

作者：寬昌法師
來源：《木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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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佛堂建築群以及佛像布置
Buddhist Architecture: Chinese Buddhist Temple

登山晉廟，可看見許多造型各
異、雄偉巍峨、金碧輝煌的殿堂式
建築。殿堂內又有許多妙相莊嚴、
氣勢雄偉、技法精湛的各種塑像；
有色彩艷麗、畫技高超的壁畫；殿
堂周邊有郁郁蔥蔥的蒼松翠柏，有
裊裊升起的香煙；有喃喃回蕩的頌
經聲……身處其間，你才能真正體
會到千百年來積澱而成的人類文化
在瞬間的釋放。要了解佛教文化，
必先了解寺院的建築的布局結構及
其文化內涵。 

宋代以後，漢傳佛教寺院的建
築平面逐步模式化，形成了“伽藍
七堂制”。即：佛寺通常坐北朝
南，沿山門南北中軸線，保持一定
的距離修建若幹殿堂，殿堂建築大
致按以下順序排列： 

山門殿—彌勒佛殿—大雄寶
殿—本寺主供佛殿—法堂—藏經樓
（閣） 

配殿和附屬設施是分布在中軸
線東西兩側對稱建造的次要建築，
通常由鐘樓（東）、鼓樓（西）、
伽藍殿（東）、祖師殿（西）,以及
客堂、禪房、齋堂、寢堂、浴堂、
寮房、西凈（衛生間）、放生池等
組成。寢堂等生活設施按內（出家
人）東外西（居士、施主）的原則
安排。這樣，寺院就成了一組規模
宏大而排列有序的建築群。 

山門通常是一座有3個門洞的
牌樓式建築構成，中間有一個大門
洞，兩旁各有一個稍微小一些的洞
門，象征著佛教的“三解脫門”（
即空門、無相門、無作門），因此
稱三門。我們日常說的“身入空
門”，就是僧尼進入了寺院的大

門—三門，從此開始了遠離人世喧
囂、吃齋念佛的寺院生活。 

山門之後建有山門殿，通常是
一座通道式的長方形建築物。其左
右兩側各有密跡金剛塑像一尊，造
型為手持金剛杵的力士。傳說古印
度有兩位王子皈依佛門，發誓常
隨佛旁，聆聽佛的一切說教和一切
秘聞，故稱密跡金剛。一些寺廟山
門殿中的密跡金剛被《封神演義》
中的“哼”（鄭倫）、“哈”（陳
奇）二將的雕塑所取代，是佛教中
國化的具體表現。 

山門之後是一座長方形的佛
殿，殿中供奉彌勒佛。彌勒佛又叫
彌勒菩薩或大肚羅漢，是豎三世佛
中的未來佛。“彌勒”為姓，是梵
文音譯，意思是“慈悲”。中國漢
傳佛教寺院的彌勒佛大多是袒胸露
腹、喜笑顏開的形象。

彌勒殿的東西兩側是威武的四
大天王。他們分別是：東方持國天
王，叫多羅吒，職責是守護東方，
臉白，穿白色鎧甲，手中的法器是
碧玉琵琶。“持國”的意思是慈
悲為懷和扶持國土，手中的琵琶表
示用音樂感化眾生，也表示“調”
音。南方增長天王，叫毗琉璃，守
護南方，面青，穿青色鎧甲，手中
的法器是青光寶劍。“增長”的意
思是令眾生增長善根，寶劍是為了
保護佛法，也代表 “風”。西方廣
目天王，叫毗留博叉，守護西方，
紅面，穿紅色甲胄，手上纏著一條
龍。“廣目”的意思是用“凈天
眼”觀察世界，代表“順”。北方
多聞天王，叫毗沙門，守護北方，
綠面，身著綠色甲胄，右手持寶幡
（混元寶傘），左手握銀鼠。“多
聞”的意思是名聲聞於四方，手里
的法器代表“雨”和制服妖魔，保
護豐收。 

彌勒的背面是一尊手持金剛
杵、穿甲戴盔的韋馱塑像，號稱護
法天尊韋馱。傳說佛祖賦予他保護
寺院和“佛、法、僧”三寶安全的
任務，是寺院的守護神。韋馱手中
的金剛降魔杵常有3種姿勢，分別代
表了3種不同的意思。一是韋馱雙手
合十，金剛杵擱在手腕上，挺直站
立，這表示該寺是十方叢林寺，具
備接待雲遊僧人和居士的能力。二
是韋馱右手握杵觸地、左手叉腰，
或雙手扶杵觸地，則表示不具備接

待條件，不是十方叢林寺，因此雲
遊僧人和信徒們朝拜後，應盡快離
去。三是韋馱左手握杵指向天，則
表示該寺只具備對少量雲遊僧人短
期接待的能力。 

出了天王殿的後門，迎面正對
著的便是寺院的主要建築 —— 大雄
寶殿，又叫主殿、正殿。大雄寶殿
通常為重檐歇山式，高大敞亮、金
碧輝煌、雄偉壯觀，寺廟的主要佛
事活動一般都在這里舉行。 

大雄寶殿內供奉的塑像較多，
歸納起來可分為三大部分。一是大
殿正中設臺（壇）、臺上供奉主尊
像；二是東西兩側配置十八羅漢或
二十諸天或十二圓覺像；三是主尊
佛的背面配置大型海島觀音群像或
三大士（文殊、普賢、觀音）塑
像。 

大殿正中為主尊像，供奉在須
彌座臺或蓮花座上，主尊佛為佛祖
釋迦牟尼。古印度佛教信徒尊稱釋
迦為大雄，意指英勇無畏、法力無
邊，因此將供奉釋迦牟尼的殿堂叫
作大雄寶殿。主尊塑像多種多樣，
各寺院不盡相同，漢傳佛教寺院一
般設一尊和三尊。 
1、 一尊主佛像：有坐、立、臥式。 

坐式是釋迦牟尼結跏趺坐像，
或成道像或說法像。 立式為釋迦旃
檀像，佛右手下垂作與願印，表示
能滿足眾生願望，左手屈臂上升作
無畏印，表示能解除眾生苦難。 臥
式為佛祖涅像，即佛祖入寂前，向
眾弟子們最後一次說法的法像。 
2、 三尊佛像：橫三世佛（正中為
釋迦牟尼佛，左面是藥師佛，右面
是阿彌陀佛）；豎三世佛（正中
是“現在世”釋迦牟尼，左為“過
去世”燃燈佛，右尊為“未來世”
彌勒佛）；三身佛，表示釋迦牟尼
的三種化身（正中是法身毗盧遮那
佛，左為報身佛盧舍那佛，右尊為
應身佛釋迦牟尼）。 

大雄寶殿前大院正中擺放著一
個大寶鼎，通常刻有該寺寺名。其
北則擺放有燃香供佛的大香爐。殿
前各有旗桿一對，旗桿頂部各有一
個幡鬥，有的還設一對雕龍柱或一
對玲瓏塔。殿內佛像前張掛著許多
經幡、歡門及各種法器，使大雄寶
殿顯得莊嚴肅穆，令人肅然起敬。 

因各寺所屬宗派不同等種種原
因，各寺一般都有本寺的主供佛或

菩薩。福建南普陀寺的大雄寶殿之
後為大悲殿，主供大慈大悲菩薩觀
世音。洛陽白馬寺的大雄寶殿之
後，建有接引殿，主供西方三聖，
居中者為阿彌陀佛，左邊是觀世音
菩薩，右邊是大勢至菩薩，表示由
此三聖接引超度世人到西方極樂世
界。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也叫菩
薩頂，該寺主供是文殊菩薩，該殿
建在天王殿和大雄寶殿之間。浙江
普陀山法雨寺主供觀音菩薩，其觀
音殿也是建造在天王殿和大雄寶殿
之間。 

也有許多寺廟只有天王殿和大
雄寶殿，而無主供佛及菩薩殿。 

法堂又稱講堂，是高僧大德們
講演說法的地方，是寺院重大佛事
活動（如方丈升座、傳戒期間設戒
壇）的場所。 

法堂的中央設一座臺，安放案
桌（講臺）和法座，臺下設香案，
兩側是聽法席。法座背後有一個大
的屏風，常常有獅子吼圖。因為佛
教常以佛說法比喻為獅子吼。 

規模較小的寺院不專設法堂，
而在某一殿堂內開辟一側，或在藏
經樓設有一個法臺，供方丈、高僧
講法用。

各種各樣的經卷是寺院的重要
組成部分，因此在大雄寶殿等殿堂
之後，都建有藏經樓（閣），用來
存放佛教經典。  

佛經的種類很多，通常稱為“
三藏十二部”。“三藏”是佛教經
典的總稱，包括：“經”藏，是
佛所說的教義、理論、思想和方
法；“律”藏是佛所說的戒律；“
論”藏是菩薩們和佛學大師們對佛
所說的經義加以解釋、論述或發揮
（發展）的文論。“十二部”是依
據體裁和性質分出的12類經文。  

配殿一般由伽藍殿和祖師殿等
建築物組成。伽藍殿設在大雄寶殿
右側，殿內正中塑波斯匿王、其左
塑陀太子、右塑給孤獨長者，為父
子3人，殿的兩側配塑十八伽藍。祖
師殿設在大雄寶殿的左側，禪宗祖
師殿內正中通常供奉達摩，其左塑
六祖慧能或馬祖等。 

以上是比較完整的“伽藍七堂
制”的叢林格局。由於不同的地理
環境、歷史變遷、政治經濟條件和
各宗派的不同而有所區別。 

（來源：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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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翻開經典都會看見一首開經偈，這一
首偈就是八十卷《華嚴》當年翻譯圓滿的時候呈
送給皇帝看（那個時候皇帝是唐朝武則天），武
則天題的這四句“開經偈”。這四句偈實在做得
太好了，以後的許多高僧大德想再做一首偈都沒
有辦法；一直到現在也沒有人能夠再做一首開經
偈比它更好的。所以我們念的開經偈就是《華嚴
經》翻譯圓滿，武則天因體會經義的玄妙希有，
非常地歡喜，有感而發而寫下的開經偈。

　　【傳說】

　　佛教中有這麼一個故事。兩千五百年前，釋
迦牟尼佛傳法的時候，有一天，釋迦佛帶著弟子
托砵外出化齋。一群小孩在路上玩堆沙子。其中
一位嬌滴滴的女孩子，遠遠看見釋迦佛帶領弟子
們而來，就半戲半真的用雙手從地上捧一捧沙，
走到佛陀面前，往佛陀的飯砵內一放。釋迦牟尼
客氣地接受了她的沙土。

　　大弟子舍利佛看不過眼，心想這女孩豈有此
理，怎麼可以用沙土戲弄我師尊。在路上實在忍
不住，就問道：“師尊，剛才那女孩子，把沙土
放您飯砵里，怎麼能讓她這麼胡鬧？”釋迦佛微
笑：“你們不知，此女千百年後，因緣成熟，要
在東震旦國為王。這時我如不接受她的沙，她
將會試圖去破壞佛法。我接受了她的沙子，這
樣讓她結下此善因緣，她將來做王時將會弘揚佛
法。”

　　此女孩子就是後來中國歷史上的一代女主武
則天。她一出世就有帝王的龍鳳之姿。武則天做
皇後之前曾經作了四、五年女尼。她不但虔信佛
法，而且精通佛理。她作了一首贊嘆佛法的四句
偈言，「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
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成為佛徙誦

Empress Wu Zetian and the Verse for opening a Sutra

開 經 偈 與 武 則 天 的 故 事

據《維摩詰經》記載，道高德超的維摩
詰居士所居住的寢室，四方面各長一丈，即面
積僅一平方丈，然而其限量無限。于是，禪宗
寺院比附其說，用”方丈“二字稱呼佛寺住
持。

佛 寺 住 持 的 居 處 稱 為 方 丈 ， 亦 曰
堂 頭 、 正 堂 。 這 是 方 丈 一 詞 的 狹 義 。 廣
義 的 方 丈 除 指 住 持 居 處 外 ， 還 包 括 其
附 屬 設 施 如 寢 室 、 茶 堂 、 衣 缽 寮 等 。  
　　據《維摩詰經》說，身為菩薩的維摩詰居
士所住的臥室雖僅僅一丈見方，卻能容納二千
師子之座，有不可思議之妙。道世《法苑珠林
感通篇》載：“吠舍厘國宮城周五里，宮西北
六里有寺塔，是維摩故宅基。尚多靈神，其舍
壘磚。傳雲：積石即是說法現疾處也。”“唐
顯慶年中，敕差衛尉寺承李義表前融州黃水

令王玄策往西域充使。至毗耶黎城東北四里
許，維摩居士宅示疾之室，遺址疊石為之，
王玄策躬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號方
丈。”(《釋氏要覽》卷上)許多史籍都言，方
丈之得名源于王玄策此舉。然而，《文選》中
收有王簡棲《頭陀寺碑》已出現“方丈”一
詞。其文說：“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
以庇經像。”高誘注則說：“堵，長一丈，
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丈。”“大明”為
南朝劉宋孝武帝的年號，大明五年即公元461
年。不過，這里所謂的“方丈”是否即是後
世所指的含義，原文語焉不詳，僅備一說。  

Buddhist abbot

經的開經偈，一直流
傳了千百年。

　　這首偈的由來，
據說是武則天做皇帝
的時候，由於武則天
是虔誠的佛教徒，她
對於華嚴經非常地愛
好。總覺得晉譯的六
十華嚴欠缺得太多
了，不完整，感覺到
非常地遺憾，所以就
派了特使到印度去求
這部經，看看有沒有
完整的本子，在這時
候於闐國的三藏法師
得到有這個本子，她
就連法師一起請到中
國來，這個法師是實叉難陀，請他來之後，主
持翻譯華嚴經。實叉難陀法師在西域是非常有
聲望，知名度相當高的一位法師，我們中國這
些大德，乃至於帝王，對他都非常景仰，皇帝
親自聘請實叉難陀法師到中國來。實叉難陀法
師來的時候，帶來了華嚴經，也不完整；但是
比晉譯的經多出了九千頌，所以一共有四萬五

千頌，大經的義趣已經能夠看得出來了。譯場
規模也非常大，武則天自己也常常去參與。

　　翻成之後，武則天初閱《華嚴經》時，因
體會佛法的高妙稀有，非常歡喜，故有感而
發，給這個大經題了一首開經偈，這就是我們
現在念的開經偈。

Verse for opening a Sutra
The Dharma is infinitely profound and subtle
We may not encounter it for billions of Kalpas
Now that we can hear, study, and follow it
May we truly understand the words of the Tathag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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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財善財童子繼續南行，渴則飲，飢則食，來
到閻浮提畔摩利聚落。尋覓海幢比丘，乃至七日，
在一個路旁尋著海幢比丘，跏趺坐於寶幢座上，入

無量三昧，端然不動。
下有百千居士大眾圍繞，在圍繞居士大眾之

中，也有各現神通，向海幢獻上香花纓絡諸莊嚴具
者。海幢為其宣說大法，解釋疑難。

一位長者問道：「我兒不孝，為何不遭天劈？
定是上天無眼。」

海幢說：「孩子遭劈誰來侍奉你？你又依靠
誰？只因你從前不孝父母，現生果報絲毫不差。」

青年人問：「車子為什麼跑不快？」
海幢答道：「跑得快的是大乘，小乘是跑不快

的，不注意還要翻車。」
孩子們紛紛問：「肚子為何疼？」
海幢答道：「佛觀一缽水，有八萬四千蟲，需

煮沸後才能飲用。」
如是所有圍繞眾人，一一說出自己的疑問，海

幢一一解答。一個老者忽然問道：「我的家道很不
順暢，子不孝，妻不賢，難以度過晚年。而且狗亂
叫，雞亂啼，皆是凶兆，如何是好？」

海幢身放白光，光中顯出五趣，有極端享樂的
天人，苦樂相間的人，不得自由的牲畜，頭小肚大
的惡鬼，受種種苦的地獄。剎時又不見了，光亦不
明。海幢道：「見聞如幻化，三界若空花。你不要
只為自己利益著想，應該多想一點他人，為人們大
眾做點好事吧！」

一個頭戴朝冠，身穿朝服的仕者大夫，執笏
（hu）作禮而問：「治民以道，民反惡之，何也？
」

海幢比丘答道：「治民之道，應順民之心，養
民之性。民既惡之，當審其道也。」這大夫頓開茅
塞，滿心歡喜，讚歎道：「賢者比丘，濟人明政，
開我茅塞，暖我之心。」

海幢此時已入不思憶三昧：頭頂放光現十方
佛，齒間放光現諸菩薩，印堂放光照諸眾生，眉間
放光現諸羅漢。這些佛、菩薩、羅漢，同口宣講如
來法義：「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
提，猶如求兔角」。

說完胸前放光，現諸勞苦大眾。海幢說：「諸
佛皆在人間成佛，修菩薩行應不舍人間。人間安樂
才能培植善根，才是成佛正因。謹記謹記！」

此時海幢已出普莊嚴三昧，微睜法眼。善財趁
此良機，急忙趨前頂禮，合掌說道：「大善知識，
我已發菩提心，行普賢行。但不知如何凈化世間？
如何利樂有情？願慈悲教我。」

海幢比丘說：「比丘清心寡欲，志在發菩提
心，菩薩之行，何可一言以盡之？我為一切眾生，
消除疑難煩惱，只是凈化人間的一粒微塵。」善財
道：「怎樣才是菩薩大行呢？」

比丘道：「你善根深厚，聰明智慧，能為諸佛
菩薩之所護念，如何修菩薩大行，你往南方海潮
的地方行，有個普莊嚴園，那裡有一個名休舍的婦
女，她可以告訴你如何修菩薩大行。」

善財尊重海幢比丘的博學多聞，遵從他的教
導，右繞三匝，辭別頂禮而去。

The Eighth Visit: to Mukta

第 八 回  拜 海 幢 比 丘

在一座寺中有一個小和尚，每天清晨，他
要去擔水、掃地，做過早課後要去寺後的市鎮
上購買寺中一天所需的日常用品。回來後，還
要幹一些雜活，晚上還要讀經到深夜。 

有一天，小和尚稍有閑暇，便和其他小
和尚在一起聊天，發現別人過得都很清閑，只
有他一人整天在忙忙碌碌。他發現，雖然別的
小和尚偶爾也會被分派下山購物，但他們去的
是山前的市鎮，路途平坦距離也近，買的東西
也大多是些比較輕便的。而十年來方丈一直讓
他去寺後的市鎮，要翻越兩座山，道路崎嶇
難行，回來時肩上自然還多了很重的物品。於
是，小和尚帶著諸多不解去找方丈，問：“為
什麼別人都比我自在呢？沒有人強迫他們幹活
讀經，而我卻要幹個不停呢？”方丈只是低吟
了一聲佛號，微笑不語。 

第二天中午，當小和尚扛著一袋小米從
後山走來時，發現方丈正站在寺的後門旁等著
他。方丈把他帶到寺的前門，坐在那里閉目不
語，小和尚不明所以，侍立在一旁。日已偏
西，前面山路上出現了幾個小和尚的身影，
當他們看到方丈時，一下楞住了。方丈睜開眼
睛，問那幾個小和尚：“我一大早讓你們去買
鹽，路這麼近，又這麼平坦，怎麼回來得這麼
晚呢？” 

幾個小和尚面
面相覷，說：“方
丈，我們說說笑笑，
看看風景，就到這個
時候了。十年了，每
天都是這樣的啊！”
方丈又問身旁侍立的
小和尚:“寺後的市鎮
那麼遠，翻山越嶺，
山路崎嶇，你又扛了
那麼重的東西，為什
麼回來得還要早些
呢？”小和尚說：“
我每天在路上都想著
早去早回，由於肩上
的東西重，我才更小
心去走，所以反而走
得穩走得快。十年了，我已養成了習慣，心里
只有目標，沒有道路了！” 

方丈聞言大笑，說：“道路平坦了，心反
而不在目標上了。只有在坎坷的路上行走，才
能磨煉一個人的心誌啊！” 

幾個月後，寺里忽然嚴格考核眾僧，從
體力到毅力，從經書到悟性，面面俱到。小和
尚由於有了十年的磨煉，所以在眾僧中脫穎而
出，被選拔出來去完成一項特殊的使命。在眾

僧羨慕和欽佩的目光中，小和尚堅毅地走出了
寺門。這個當年的小和尚就是後來著名的玄奘
法師。在西去的途中，雖水阻山隔，艱險重
重，他的心卻一直閃耀著執著之光。 

禪理感悟：道路曲折坎坷並不是通向目標
最大的障礙，一個人的心誌才是成敗的關鍵。
只要心中的燈火不曾熄滅，即使道路再崎嶇難
行，前途也是一片光明！

 （選自鳳凰網佛教）

路曲心直 The W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