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护法、朋友们，大家吉祥！ 

今年佛光山开山 48 年，我也迈入 88 岁耄耋之龄了。回顾我云水弘法

的人生，深刻体会到「走出去，就有希望；走出去，就有未来」的道理，

时值马年初春，祝福大家生活发展、事业顺利，「骏程万里」，向前有路！ 

自开山以来，继我之后有心平、心定、心培担任住持。去年 3 月，佛

光山举行了「第九任住持晋山升座法会暨临济宗第 49 代传法大典」，由心

保和尚接任住持，并有慧传、慧伦、慧开、慧昭、慧峰法师担任副住持。

看到佛光山依照制度，选贤与能，心中甚感欣慰。我告诉他们，佛光山是

人间的、开放的、团队的、传承的教团，大家要创新未来，开展新的里程

碑，将人间佛教遍布全球。同时传法予来自五大洲 72 位法子，如：台北市

佛教会理事长明光法师、中华国际供佛斋僧功德会理事长净耀法师等。 

应国史馆之邀，由我口述历史的《百年佛缘》在前年出版后，我又继

续讲述了数十篇，搜集 1600 张照片，于去年 4 月出版 160 万字、共 16 册

的增订本，并且在台北国家图书馆举行新书发表会。10 月，简体字版也由

北京三联书店正式出版，我受邀出席北京国家图书馆举办的首发会，并以

「看见梦想的力量」作讲演。 

回顾往事，历历在目，最是感激佛陀与一切众生的成就。我自战争中

走来，深深体会和平的不易与可贵，若非佛法，如何横渡烽烟里的生死离

别、淬砺人世间的荣辱得失，怎么将苦难转为信心勇气，将沧桑化作希望？



 

尤其这些年在建设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后，对佛陀更有一种难以抑止的情

绪，于是我写下〈佛陀，您在哪里？〉里头有我八十多年寻找佛陀的心情

告白。所谓「天下唯心，法界悠然，尽未来际，佛在心里」，祝愿更多的

有缘人，与佛陀接心。 

有感于人间佛教对未来佛教发展的重要性，成立一年多的「人间佛教

研究院」，于 3 月下旬，与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共同在佛光祖庭宜兴

大觉寺举办「人间佛教理论实践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和与会学者讲话时

提到，人间佛教就是原本的佛教，是幸福的、平安的、欢喜的、平等的佛

教。希望大家一起来发扬，还给佛教一个本来面目。 

佛光山向来重视教育，我的办学理念是不只「办一所学校」，更希望

「办一所好的学校」。去年元月，曾为教育部次长的林聪明博士就任了南华

大学校长，他要我在共识营上为师生讲话，我以兴学要旨：生活是正派的、

思想是开放的、伦理是规范的、技术是多能的，希望大家在汲取知识的同

时，精神生活也要丰富充实。 

此外，我也应佛光大学杨朝祥校长之邀，出席「102 年全国大专校院校

长会议」，会上还有总统马英九先生及全国大专院校百余位校长参加，我

寄望未来佛光大学成为世界佛教研究中心。同时，感谢西来大学前校长吴

钦杉博士的劳苦功高，使校务稳定发展，新任校长 Dr. Stephen Morgan 已

于 6 月接任，期待西来大学有一番新风貌。我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去年「世间解大学」已正式获得菲律宾教育部通过成立，成为佛光山创办

的第五所大学，未来将以人文、艺术、佛学为主要发展方向。 

我从小没有进过学校，也没有见过学校，承蒙大家给予我鼓励，去年

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北京人民大学授我名誉教授，陆续也有澳门大学、

中正大学分别赠我荣誉人文学、名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徒众算一算说，

至今已有 14 所大学给予我这样的荣誉了。这些加冕，实在令我愧不敢当，

希望以此鼓励更多的人，纵然没有机会读书，也不能自我放弃。读书不一

定靠别人，还可以用耳朵听、用头脑思考，只要有心、用心，必有所增长。 

此外，应大家给予我的助缘，让我有机会至各大专院校或相关单位访

问。去年应邀至北京国家博物馆、天津图书馆、内蒙古乌兰恰特大剧院、

太原中国煤炭中心、北京国家图书馆、广州中山纪念馆、珠岛宾馆、扬州

讲坛等讲说，另外，也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讲「幸福与安乐」、山东大学

讲「天地人」、中国人民大学勉励学子「怎样找回自己」，甚至在六祖惠

能大师肉身舍利所在的南华寺曹溪讲坛讲「佛弟子的梦想」等。 

除了各界这些的鼓励，去年 2 月，我受邀和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

率领的台湾访问团前往北京访问。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先生的见面会上，被推为民间三位发言者之首。我提出，两岸交流在政经



 

之外，可以在文化、教育上多加往来，之后并以一笔字「登高望远」相赠。

隔日，访问团也拜会了大陆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不久，也于扬州与原国

家主席江泽民先生会面。有人说，我是第一个与先后三任国家领导人见面

的出家人，其实，我心所愿是希望两岸的领导人都能多重视中华文化和佛

教净化人心的功用，让佛教为国家社会人民带来和谐与安乐。 

3 月，由凤凰卫视等十余家华文媒体共同举办第七届「世界因你而美丽

--影响世界华人盛典」，赠我「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奬」。4 月，我应邀

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会」，再度与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先生见面，

一起探讨「诚信的力量」。接着出席由蒋晓松先生主持的「亚洲与文化」

和「健康与旅游圆桌会议」。这场由 28 个国家发起，数十国领袖出席的世

界经贸大会，加入了人文的主题，可见，无论环境如何变化，经济如何高

度发展，在物质的满足后，人们仍希望回归精神层面，追求心的信仰，让

心灵有所寄托。 

10 月，我接受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执行委员会颁赠「世界生

态安全奖」。同月，在「2013 第十一届华人企业领袖远见高峰会」上，由

总统马英九先生手中接过「华人企业领袖终身成就奖」；而北京中央电视

台也才刚授予我「中华之光」的荣誉。这种种殊荣，应是全球佛光人共同

获得，我仅代表大家领受，倘若没有佛陀的庇佑、众人的护持，怎会有今

日的佛光愿景？ 

去年一整年，我的一笔字陆续在大陆海南、天津、北京、内蒙古、山

西、甘肃、西安、河南、广东、云南等各省博物馆展出。期间，媒体说我

是第一个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展出作品的出家人，其实，都要承蒙大众不弃，

我那没有规格、自成一体的一笔字，一直为我广结善缘。特别是 10 月间，

为筹募祖庭大觉寺藏经楼基金，举办「兴建藏经楼义行」，由阳光文化基

金会董事会主席杨澜女士、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以及上海海派清口创

始人周立波共同主持。我除了将历年来人家赠予我的礼物全部捐出义卖，

也有许多人表示为一笔字而来。我很高兴大家不只看我的字，而是看我的

心，随缘欢喜发心赞助，将智慧留给儿孙，把功德留给自己。 

另外，分别于宜兴大觉寺及扬州鉴真图书馆举行的「国际素食文化暨

绿色生活名品博览会」，五天期间，前者有超过 30 万人到访，而第一次在

扬州举办的素博会，也超过 18 万人参加。扬州市政府说「这超乎预期太多

了」，打破对素食的既定观念。《扬州晚报》则以「素博会传递义工正能

量」报导台湾的义工精神、组织及风气的养成。素博会的推动，促进了两

岸交流，吃出健康、吃出和平，可谓皆大欢喜。 

为了履行我前年对新马信众的承诺，去年 11 月我再度前往，分别出席

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沙亚南室内体育馆，及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举办的「201



 

3 三皈五戒暨为国家祈福祈愿祝祷」。特别是「大马好青年音乐会」二万名

青年积极的参与，掀起大众对信仰的热情，感受佛教未来的希望。而甫自

斯里兰卡回来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亲自出席盛会为国家社会祈福。

李总理表示，新加坡各种族互相尊重，包容不同宗教信仰，并肯定当地佛

光会员，不分宗教、不分种族服务大众，让新加坡受惠。感谢李总理的赞

扬，我特以一笔字「心有大千」相赠致意。 

佛陀纪念馆自落成以来进入第三年，每年突破 1200 万人次参访。据媒

体报导，罗浮宫每年约 800 万人参观，看来佛馆已成为另一种「台湾奇迹」。 

光是去年，佛馆举办了国际会议、佛化婚礼暨菩提眷属祝福礼、梵呗

音乐会、歌仔戏、儿童剧团演出等艺文活动，也有「人性与爱--李自健油

画世界巡展」、「台湾 21 名家联展」以及大陆 16 家博物馆联合展出的「光

照大千--丝绸之路的佛教艺术」、「唯有慈悲--杨惠姗、张毅 26 年琉璃之

人间探索」、两岸文化遗产节「弘一大师、丰子恺护生画集」等精彩展览。 

特别在 9 月，由高雄市政府主办，于佛陀纪念馆举行「佛光山 2013 国

际书展」，带动了南台湾的读书热潮，陈菊市长还特地前来为小朋友讲故

事。而远见‧天下文化事业群创办人高希均教授主办的第二届「星云人文

世界论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先生不远千里出席，发表「文学家的

梦想」。幽默又深刻的讲说外，并允诺成为佛馆首位「驻馆作家」。 

此外，一场从佛馆跑到真福山的马拉松赛，传递了爱的意义，也纪念

了令人尊敬的单国玺枢机主教。导演刘家昌先生在佛馆举办三天的「有您

真好：刘家昌音乐会」，将所得捐出做为文教之用，也令人赞佩。还有，

扩大举办的「神明联谊会」，不只是宗教融和的表现，也呈现了中华文化

的多元。这许许多多的人间欢喜事，每日在佛馆发生，相信教育、文化的

功能会逐步发扬，让全世界人士看到人间佛教的真善美好。 

为了响应世界书香日，在连续五年于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举行的「庆

祝国定佛诞节暨母亲节大会」上，佛光山及佛光会中华总会捐赠千余册「人

间佛教研究丛书」予全国大专院校，由马英九总统与我共同揭幕。之后，

并跨海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术单位，让书香

飘得更广、更远。 

历经十余年编纂二十大册的《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去年 5 月

正式发行了。十多年来，在主编如常法师的带领下，感谢世界各地学者、

义工协助搜集资料、查找历史、编辑校对。学者表示，这套大部头工具书

的出版，补足了上世纪世界佛教美术图像的空白，恍若大唐盛世再现，不

但保留了前人的智慧，也为佛教写下历史新页。 

世间起落无常，天灾人祸常会无预警发生。去年 4 月，四川雅安发生

规模七级强震；10 月，菲律宾宿雾发生七点二级大地震；11 月，强台海燕



 

重创菲律宾，国际佛光会都在第一时间动员赈灾。尤其，马尼拉万年寺成

立「海燕风灾指挥中心」为灾民紧急疏困，同时，佛光山菲律宾艺术学院

的《佛陀传--悉达多音乐剧》，陆续在马尼拉、洛杉矶、旧金山义演，为

饱受天灾摧残的同胞祝祷，并将所得作为赈济之用。祈愿佛陀加被，抚平

人们内心的伤痛，重建信心，建设美好的家园。 

去年 8 月，佛光山荣誉功德主潘孝锐居士高寿 93 岁舍报，我特地前往

拈香致意。这位与我相识半世纪以上的护法，从开山之初即给予完全的信

任，无论老幼赡养、急难救助，或建寺弘法、文教事业，无不率先慷慨解

囊、发心护持。他低调行事，从不自我宣扬，可谓难得。无限的感念，只

有寄予深厚的感谢。 

过去一年，因体弱力衰，不及往年行动自如，几番进出医院。但个人

事小，弘法利生事大，因此，不减效法祖师大德的脚步，讲演、写字、会

客、著述、课徒，一如既往尽己随缘。只是，色身毕竟有限，除了眼睛模

糊，听力也不如以往，对于众人所求无法一一满愿，只有请大家谅解了。 

尽管如此，出家 76 年来，不敢说对佛学有多么高深的研究，但对于佛

教的种种现况，乃至被大众错解的名相，自己倒有许多体会。因此，今年

我将为大众讲说「佛法新解」以及对佛法的体悟，并与大众同沾法益。 

在此，祝愿各位朋友：坚定信心，做己贵人，不怕困难，勇往直前。

新的一年 

希望奔腾 

平安吉祥 

 

 

二○一四年元旦 

于佛光山开山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