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貧僧有話要說第二場論壇 
  
    二十七說《可與不可》心得分享 

 
     一說《我還是以「貧僧」為名吧》 
            

 指導： 嘉義圓福寺住持 覺禹法師 
 主持：  趙  永  祥 博士 
          南華大學財務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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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議程表 
一、國樂演奏(18:50-19:20) 
南華大學/大陸鄭州大學：劉怡君/周越 
南華大學民音系：馮智皓 教授 
二、開場白：覺禹法師 
三、「貧僧有話要說」心得分享(19:20-20:50) 
(一) 南華視媒系研究生：丁昱誠(8-10分鐘) 
(二) 蒙古交流生：拉雅(8-10分鐘) 
(三) 大陸交流生：周越(8-10分鐘) 
(四) 南華大學  ：劉怡君(8-10分鐘) 
(五) 南華大學  ：吳欽杉講座教授(25分鐘) 
(六) 南華大學  ：馮智皓  教授(25分鐘) 
四、 結語：覺禹法師 
 
 
   
 
 



     
     

  貧僧有話要說第二場論壇 
  
   二十七說《可與不可》心得分享 

 
            

      與談人：吳 欽 杉 教授 
 

         南華大學財務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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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在《貧僧有話要說》二十七說中提及「凡是說
『可』的人，肯與人為善、從善如流，必定有人緣，能
夠和人相處。」 

自己的前途決定於性格的可與不可。  
星雲大師以隨緣性格興盛佛教，只要能讓眾生離苦得樂，
大師總是義不容辭。  
星雲大師大師在種種的逆境與磨難中成就道業、廣行六
度。，大師以言教、身教領眾推動人間佛教，「不忍眾
生苦，不忍聖教衰」的大師，積極透過文化教育、慈善
公益等各項事業弘揚佛法的精神令人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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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己之力承擔責任，廣結善緣就會有源源不斷的
好運跟著來。大師在「可」的人生中，讓佛光普
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 
期許眾人能將佛法融入生活中，共創人要的、淨
化的、利益眾生的人間佛教。 
  
我們看到很多人，他們的事業順利，並不是單憑
學歷，也不是只靠能力，就是憑著肯得為人服務、
肯得主動幫別人的忙；反之，到處碰壁，到處沒

有人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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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1.在性格裡，好事你都「能」嗎？你能跟人結緣嗎？你
能擔當責任嗎？你能吃苦耐勞嗎？你能勇於負責嗎？你
能吃虧忍耐嗎？ 
你「能」、你「可」，廣結善緣，放心，你必定會成功。
「可」，也不是別人來教我們的，是自己內心的潛能。
潛在能量能夠發揮出來是非常重要的。 
2.「好事要可，壞事要不可」 
3.「內有能量，才有外在助緣」 
4.「說可的人，必定有人緣」 



     
     
   
 
 
     貧僧有話要說第二場論壇  
 
     一說《我還是以「貧僧」為名吧》 
 

        與談人：馮 智 皓  教授 

 
          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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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僧有話要說一說 我還是以「貧僧」為名吧 
六十六年前，星雲大師二十三歲到了台灣，無親無故，
連找個寺院掛單，都沒有人願意收留，我仍然不覺得貧
窮。  
一切都不是我的，都是大眾和社會共有的 
「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萬人施，萬人捨，同
結萬人緣」，這一切與我都沒有關係，我只是其中的一
點因緣而已。  
享受貧窮，也是一種快樂 
星雲大師一生「以不要而有」為理念，回憶五十年前開
創佛光山，我就誓願不積聚金錢，「以無為有、以空為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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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某些女士先生經常在電視、報章批評大師，
甚至辱罵大師，大師都很感念，因為一無所有
的貧僧，遭受一些批評、議論，也是替大師的
人生增添一點彩色。 
大師一生「以不要而有」為理念，個人什麼都
不要，佛教、教團當然還是需要發展 



     
     
 
 
 
 
 
 

結語 
我能安於貧，所以有許多人緣 
貧僧除了自己生活簡單，不喜愛對外應酬，不喜歡社會
公宴活動，正如古德所說的： 
「為僧只宜山中坐，國士宴中不相宜。」 
能安於貧，所以佛光山能建設很多的寺院； 
能安於貧，所以我結了許多人緣。 
  
貧窮雖會衍生罪惡，但台灣是一個富而好禮的地方，希
望我們愛台灣的人們，不要嫉妒別人所有，不要仇視富
者，不要排斥宗教，不要詆毀信仰，我們的文化是寬容

的、是厚道的。          
 2015/12/20 佛光山嘉義會館貧僧有話要說第二場論壇 10 



     
     
 
          
 2015/12/20 佛光山嘉義會館貧僧有話要說第二場論壇 11 

貧僧有話要說學生篇 
兩位大陸交換生 
一位蒙古交換生 
一位本國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