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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生中心會長的努力奔走下，石碇達香寺經過半年的整修，已經煥然

一新，可容納更多人同時閉關，以往受限於場地，人數不能超過四十人的

情形可獲改善。因此利生中心在即將到來的春節假期中，舉辦“新春精進

關”，讓平常忙於五欲塵勞的您我，有機會清淨一下身心。關期之中，喇

嘛安排的功課有：八關齋戒三日、共修多座觀音法、六字大明咒記數持誦

等，相信會讓您在難得的假期中有豐富的收穫。細節如下：

年 終

嘎哈
2002年2月5日∼9日 台北利生佛學中心

拉消災除障大法會

緣起：

瑪哈嘎拉為藏傳佛法中最重要的智慧護法，依

觀音菩薩所發之深宏誓願，修持瑪哈嘎拉能降服

、救度末法時代沉淪之眾生，能守護眾生脫離中

陰身之苦，能解除眾生生活的艱困及貧窮，圓滿

眾生一切善願。

藏傳噶舉派寺院於每年歲末年終舉辦瑪哈嘎拉

除障法會以及薈供，以感謝護法這一年來的庇祐

，並懇請消除來年的障礙，期使世出世間之事業

悉能圓滿。

喇嘛江秋曾開示

修瑪哈嘎拉除障法會的目的在於願所有的眾生

，皆能滿其所願。並藉這個功德回向所有的眾生

離苦德樂。而24小時持咒並執持繫五色線的金剛

杵於心間，其目的在於壇城、上師、與持咒者，

這三者不斷地轉咒輪。並觀想咒輪在修法者與壇

城間不斷地轉，以這樣的觀想在修法期間不斷地

加持至壇城中。我們用此力量來加持，並消除我

們過去及未來的障礙。

活��內容�R

1.禮請多位喇嘛整日修持瑪哈嘎拉除障法

2.每日晚上7:30共修瑪哈嘎拉儀軌

3.師兄弟24小時持頌瑪哈嘎拉長咒接力

4.中心設有功德主祿位，歡迎大家發心參贊，廣植福

田，功德金隨喜。

新春精進關

入關：２００２年二月１３日(正月初二)晚上７：００(中心集合入關)

出關：２００２年二月１７日(正月初六)下午５：００

地點：石碇達香寺

課程：八關齋戒三日、共修觀音法、六字大明咒記數持誦，共計四夜四天

注意事項：

1.參加者請事先報名，報名費2000元

2.冬季山區寒冷多雨，請自備睡袋及寬鬆保暖衣褲

3.歡迎打齋供眾，金額隨喜

利生中心遵照卡盧仁波切的吩咐，於每個月的農曆十五日

前後舉辦放生，而此次，我們亦將我們的善心帶到西康給

亦曾為我們母親的眾生—犛牛。

放牛之行於農曆九月二十二日佛天降日舉行，喇嘛江秋以

台灣弟子隨喜放生牛的功德款於市集中買了將近五十頭犛

牛，是日有七、八十位喇嘛為這些犛牛修法，並為他們授

皈依，願此善因能早日成熟，一切眾生早日解脫輪迴的苦

海。接著便在犛牛身上綁上哈達，塗上紅顏料以及放上一

些飾物；在西藏，由於藏民們度篤信佛法，只要有此裝飾

的放生牛，便不會遭到宰殺的噩運。當所有的儀式都結束

後，喇嘛們及一些在家眾便將犛牛群帶到草原上，交付給

當地牧人們照顧。喇嘛江秋說  這些犛牛終其一生將得到

最好的照顧，將不會再有人宰殺或者勞役他們了。

圓滿了這次的殊勝善行，願將無邊功德回向；願所有於輪

迴受苦的眾生，能速往生至諸佛淨土。

�西康放牛記

日照寺老住持圓寂事蹟略聞

　　上一期的利生法訊中曾報導：「西康日照寺的老住

持在不久前捨報圓寂」的消息，當時得到的訊息是：老

住持臨終時手握鈴杵盤腿座化。此次喇嘛江秋回西康參

加日照寺開光典禮，得到更多的情形，據寺方轉達：老

住持圓寂後數日間，遺體很快地縮小，直到與他生前的

身材不成比例。這種情形在藏傳佛教中，被視為是老住

持已經證得「虹光身」的表徵，是稀有難得的成就。老

住持在中共佔領西藏的這段時間中，曾遭受到許多迫害

，然而這並沒有� �搖他對佛法的堅持，仍不斷地努力修

行，而有今日證得虹光身的成就，令人感佩。�

西康日照寺重建落成開光報導

歷經五年的努力，西康甘孜日照寺的重建工程，終於在

去年(西元2001年)年底完成，並於11月間舉行落成開光

典禮，台北利生中心的常住──喇嘛江秋也前往當地，

表達祝賀。據喇嘛江秋的轉述：開光儀式一連十天，一

開始由全寺僧眾修法七日，而後舉行正式開光啟用典禮

，並舉辦三日的慶祝活� �，三天裡，最多曾有近萬人與

會。當地鄉民以村落為單位，自發組隊表演藏族傳統舞

蹈，表達歡喜慶祝的心情。過程中，依俗以觀眾喝采聲

的大小，決定優勝的隊伍，這真是草原上難得的盛大場

面。

眾所週知，日照寺所在之地，就是第一世　卡盧仁波切

和喇嘛江秋的家鄉，仁波切後來雖然離開當地，仍不時

惦記著家鄉，當喇嘛江秋到達印度後，仁波切便常常向

他詢問家鄉、故友的情況。喇嘛江秋有感於仁波切的期

許，便發心要盡一切的努力，重建日照寺。開始重建時

，喇嘛江秋告訴寺方：全力重建，他會想辦法負擔工程

費用。發心重建一事，除了利生中心內部知曉外，喇嘛

沒有四處張揚募款，只是存下平日收到的供養，再加上

少數知道此事的師兄弟隨喜發心，帶回給寺院做工程費

用。工程進行期間，喇嘛每年回鄉，協助重建。這次寺

廟重建圓滿完成，喇嘛江秋居功厥偉，可以說：若非喇

嘛的努力奔走及傾囊援助，日照寺不可能這麼順利、快

速地重建起來。對於鄉人的感激，喇嘛江秋謙虛以對，

「發心重建，出錢出力，功成不居」就這點實在令人敬

佩。

中心的執事們，曾和喇嘛江秋討論，為何喇嘛極力重建

日照寺呢？只因為是那裡是仁波切和喇嘛你的家鄉嗎？

喇嘛江秋表示：日照寺不僅是第一世　卡盧仁波切家鄉

的寺廟，實際上仁波切真的誕生在寺廟之中。事情是這

樣：仁波切的母親懷孕足月時，仍上山採藥，不料在山

上感到即將臨盆，匆匆回家待產，但在路經日照寺時，

在不得已之下借用寺廟寮房，順利產下仁波切。為了紀

念這一殊勝的因緣，也為了延續佛法在當地的弘揚，利

益鄉民，故而發心重建。相信在寺廟重修之後，能在弘

卡盧仁波切

圓寂前最後第二篇開示

P.2~3版

西康相關報導

西康札記

P.4版

一個超越天堂的地方

喇嘛江秋開示

共修的利益與重要

P.5版

最新消息、課程活  表

P.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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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樣子，學生接受了指點後，即進行禪修。

然而，這種情形近來已不復多見，沒有多少

人能明確的說出〝這是心的本然樣子〞。

因此，我不可以不告訴你們心的本  。「現

在我已老了，健康情形也不好，我的日子不

多了！」在我們所有短暫的時間裡，我必須

只講說對你們有益的話，撇開正確的說明

心是怎樣的以外，再多的話也是多餘 }此刻

有人開始哭泣----英譯 ~。

� 心是怎樣的？它的名字是「心」，但

是去掉「心」的這個標籤，我們無法指著

一件物體而說「那是心」。我們也不能對

著白色、黃色或紅色而說「這是心的顏色

」。我們也無法指著一種形狀----方形、圓

形、半圓形、三角形----而說「那是心的形

狀」。心本身是空的。如果心的空，只是

像空間，像天空一樣的毫無覺知，那將一

無是處。心不是那樣的：它的本  是清明的

，在清明中任何事物可以被知曉。覺知（

awareness）或意識（consciousness）能

知道這不可分的心之空與明。為了幫助大

家了解，也許覺知這個名詞比較適當。我

們所謂的「心」也就是這不可分的清明、覺

知和空  三者的和合。

� 我們無法光從看（looking）而指出，

這不可分的明、覺知和空三者和合的心的

位置。然而，如果不看，我們又永遠也無法

認知這個心。那該怎麼辦呢？你應該很自

然的，避免矯柔造作的，像你所發現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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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大吉嶺  英譯：嘎旺喇嘛

� � � 中譯：李樹洋 李香蘭

� 為了饒益有情眾生，佛陀開示了八萬

四千法門的佛法。而所有佛陀的教誨，又可

概括分為三大法統：小乘、大乘、密咒（或

神密真言）金剛乘。最初，這三大法系在西

藏全境都曾經盛行過，時至今日，這三大法

系正在世界各地各自廣為流傳。不論是小乘

、大乘、金剛乘，所有佛法的修持都不能是

為名為利，或者為了任何世俗的利益而為之

；這種心態在三乘裡都是不被容許的。

� 如何去了解小乘教法的方向呢？要知道

，我們每個人所體驗到的「我」，本身就具

有很強的偏執  。由於有這種執著於「我」

的觀念，因而生起了八萬四千種的煩惱及喜

怒哀樂等覺受，又因這種種覺受而產生了輪

迴大海。因此，小乘的教法是指示眾生應該

屏棄對於自我的執著；將心安住於「無我」

之覺悟的智慧裡。

� 在大乘的教法中，指出眾生不應該只是

為自己的利益才脫離輪迴苦海。除了要除去

對自我的執著外，更應該以解救所有眾生為

念，將他們由痛苦的輪迴裡帶至真正的無苦

康樂中。為了能做到如此，我們必須棄絕自

我中心意識及多變的循私心態。

� 在小乘、大乘的教法中，要我們放棄由

於貪、嗔、痴而產生的自我中心意識及對世

間法的種種執著心，而這也是修習密咒金剛

乘的基礎。尤其是金剛乘，更強調一個人必

須完全放棄對自我的執著：例如「我有一個

自我」、「我有一個血肉身軀」、「我是存

在的」、「我要愈多愈好」等。我們一定要

放棄所有執於二分法的偏執心。也因此，金

剛乘教法中提供了種種的本尊觀修、咒輪觀

修方法，其目的不外乎是讓我們除去我執及

自私。

� 各位在過去世中因為累積了不少功德並

和三寶（佛、法、僧）結下了因緣，因此在

此生中有幸能親近諸善知識，聽聞其演說三

乘教法。在這些開示中，有些主題大家很容

易懂，但有些主題你們頂多只是有個不很明

確的概念罷了。結果呢？有些人認為「我正

在修持佛法以達到開悟的境界」，然而卻在

同時，你們當中很多人會想「這輩子我要活

的快快樂樂、舒舒服服，我要名，也要利，

富可敵國」。各位在修持的當中卻參雜了太

多對世間法的執著。或許各位把心思放在世

間法及出世間法的比重各佔一半；或許較偏

重於出世間法；但也可能世間法佔掉了你所

有的時間。不論如何，各位有時候是在認真

學佛修持，但有時候卻又轉向世俗名聞利養

中而讓生命就這樣飛逝。

如果各位真要學佛，該怎麼做呢？就像當初

佛陀一樣，你們應該專心致力於了悟心的本

質。各位要提昇自己心的層次，藉認知那些

煩擾的情緒----貪慾、瞋怒、愚痴、傲慢、

猜忌等等的本質後，而減少、消滅或排除掉

這些情緒。你們若能依此修持，你的精神（

靈  ）生活才是最真實的。

� 對所有的學佛者而言，不管他是西方人

、印度人、西藏人或中國人；國籍並不會造

成任何差異，因為他們都有著珍貴的人身。

基本上，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都能夠了解

佛法並實際去修習之。然而，由於各國文化

背景的不同，卻也形成了一些差異處。例如

：在西藏和其他東方國家裡，由於早期就已

受過大量佛教文化的洗禮，因此大部分的人

都對佛教抱持正面的態度，認為佛陀的教誨

是真實不虛的；又如，靜坐，持「嗡嘛呢貝

咩  」、頂禮、繞佛、點油燈供佛等，都被

視為是善行，或至少也被認為是良好的行為

。在這方面，東方人都深受著先前已有之佛

教文化的影響而習以為常。雖然很少人知道

為什麼這些善行能導致開悟，仍然有很多東

方人根深蒂固的趨向於信仰佛教。也因此有

著這種文化背景，大部分的人都有機會且知

道如何靜坐；至於那些不曾學過靜坐的東方

人，也至少念過十億遍的「嗡嘛呢貝咩  」

或一  遍的  字明咒。

� 在歐洲或其他西方國家，佛教尚未廣

傳，尤其是藏傳佛教更讓他們覺得帶著奇

特的外來色彩。在西方人的文化中，從來沒

有任何先前的背景及影響讓他們去接受或

信仰佛教。但是，經由多世所造善業之業力

牽引下，有些西方人知道佛陀是圓滿的，他

的教導是真實不虛的，因而已在心中增長了

對佛教的信念。然而，西方人從來沒有佛教

的文化習俗，故只對靜坐產生興趣。也因此

當他們持  字明時，心中充滿著矛盾：  字

明真的有效嗎？西方人很難相信持咒的真實

效益所在。所以即使大部分的佛教教義西

方人都能了解，但卻很少能虔心的持  字明

或其他咒，或者念誦祈禱文。例如「三聚文

（Discourse of the Three Gatherings)」、「

祈善行文（Prayer of Exce-lent Conduct）」

等，佛陀就曾開示過，這些都是非常有法益

的。或許並不是西方人對佛陀的教誨  乏信

心，而是西方人從來沒有佛教的文化背景，

才導致他們對佛教的信仰不能完備及堅定不

移。這也就造成了東方及西方佛教徒間的差

異所在。

� 佛陀曾經開示過，靜坐對我們是非常有

效益的。他也指出，持誦任何咒語、祈禱文

、儀軌、經典同樣地非常有效益。他也宣示

我們，可經由頂禮、繞佛等善巧法門來累積

功德及清靜障礙罪業。做以上闡述的都是同

一個人：佛陀。要知道佛陀所說的並非半真

半假，所有三種修持的方式----身、語、意三

方面----都是同樣的有法益，且真實不虛的。

我們修行的基礎，我們試著要改進的，正是

身為有情的我們自身。我們與生俱有身體、

聲音和心。我們  止於它們。我們從不曾想

「我不在乎我的身體和聲音，我只在意我的

心」。雖然身體、聲音和心有它們個別的功

能，它們的基礎是全然一樣的。沒有心，身

體將無所用；沒有身體，也就沒有聲音。這

三者在某些方面是不可分離的。因為它們的

不可分，我們造了無數的身、語、意之惡業

和罪障。為了成佛，我們必須清靜它們。我

們應該相信佛陀的所有教法，同時依法修持

。

� 簡而言之，如你打算修習佛法，不論是

一年、一個月、一星期或一天，皆應抱持成

佛的態度。你們要有正確的發心，應為利益

眾生而修持。不應該用你在娑婆世界生活的

方式來思惟。你必須考慮別人的福祉和成佛

的利益。

� 設若了解一些心的本  ，你的禪修體驗

將更加充實。當具足了這種認知，你的持咒

、祈請、依儀軌修持，或大禮拜及繞佛等身

體活  ，也會更加奏效。了解心的本  ，對

我們來說有些困難，通常我們必須長期地接

受上師指導，檢視我們的體驗，發展虔敬心

和祈求。否則，我們實在難以了解心。在過

去，一位具足真正證悟及高洞察力的喇嘛，

遇見已累積無量福德且淨除許多障礙的學生

時，這位喇嘛會透過他的洞察力認知學生的

善根。然後給予講解並對他直接指出心的本

樣，讓心自然的靜止，不受干擾。

� 如果你只是讓你的心靜「止」於它

的自然狀態，對它又沒有任何的覺知，這

種修持是不會對你有任何幫助的。那是

愚蠢、無惡和簡單的，不會發展出類似「

觀」的禪定。然而設若你能讓你的心自然

地放鬆，不受干擾地處在它的自然狀態，

同時又維持一種最起碼的明覺，逐漸的你

會有如下之念頭「這就是心真正的樣子」

。毫無疑問地，它將會慢慢地發生。從無

始以來，你們無法使自己的心有片刻的寧

靜，總是受到許多念頭的干擾，如同海洋

的表面老是受到波浪的翻  一樣。你的心

從未平靜，於是產生了相當不良的禪修心

裡準備。心未平靜，就無法認知它自己的

本  。這有許多對治法門，首要乃是使心

平靜的修習，繼之為發展觀照。其似為最

佳對治之道。

� 使心平和的法門無量無邊：如空  的

禪修，光體禪修，不同本尊的禪修等。不

管怎樣，如果你不能幾個月或幾年長期的

勤於修持這些法門，你的心是無法永保平

和的。你所謂的禪修將會是不清明的，而

且你的生命也將終老於這種渾沌的情況。

這是一件多麼令人難過的事。你可能會想

知道，「什麼是最適合我的方法呢？」如

同佛所說的：藉此禪修及憶持，即使是成

熟的五無間業也能被清靜。修持聖觀世音

菩薩，能夠清靜任何及所有的不善業，即

使是成熟的五無間業。當我們於禪修心的

本  時，同時觀想本尊的像及口誦真言，

如此則能清靜累劫所積的惡業。當惡業及

障礙被清靜時，禪修的證量會自然的現起

，你不可能錯失它。

� 在不斷持誦「嗡嘛呢貝咩  」時，無

論是否以念珠記數，你觀想你自身為觀世

音菩薩本尊，白色，一面四臂。此刻，要

用你心的眼睛清楚的看見本尊的全部形貌

，可能會有點困難。儘管如此，你的禪修

是不會有危險的。你可以只想「我是觀世

音菩薩」並且保持著這種想法，慢慢地當

你比較熟悉此項修法時，你將可清楚的觀

想。如你能專心一致的思惟「我是觀世音

菩薩，明亮且空的像彩虹般的顯見」，當

你不斷地持誦咒語，慢慢的，平和的心就

會出現。然後，有時把自身觀為觀世音菩

薩的這種專注放開，讓心很自然的，並且

儘可能長久的，止於它的本質上。從

此，大手印的體驗將會展開。

� 偶而，當你在誦咒時，讓心

專注於不斷的咒聲上。不要想

「這是悅耳的聲音」或「這

是不愉快的聲音」、「這聲

音太吵了」或

「這聲音

有氣無力

」，只是

專注於聲

音的本身

上。心的平和將於焉展開。不但如此，正

如佛所說的：「藉禪修或憶持它，即使是

成熟的五無間業也能被清靜」。禪修觀世

音菩薩的形、聲，可清靜無量的不善業或

障礙。我們（注意：仁波切用「我們」這

組字而非「你們」----英譯），身為禪修的

初入門者，當我們的心住於自然、無念且

不斷持咒下，可能會發現我們的心變得不

安寧。遇此情況，可以停止持咒，盡量持

久且不分神的，將心專注於其本然的樣子

。

� 很重要的事是應向無二無別的上師與

觀世音菩薩祈求，請求幫助我信服上師及

觀世音菩薩，對眾生發展出慈悲心與證得

大手印。最後應念誦功德迴向及利益眾生

二祈請文來結束修持。

� 當你做大禮拜時，你應清楚的觀想三

寶及三根本顯現在你面前的虛空中，並充

滿整個宇宙。為了長養強烈的信心與恭敬

心，你身做大禮拜，口念皈依祈請文，意

保持信心與恭敬心的態度；這些為大禮拜

的修行重點。

� 獻曼達供時，你再次地觀想三寶及三

根本，以全宇宙無論是外形上、味覺上、

觸感上、嗅覺上或聲音上的美妙珍品供養

他們。你觀想這些供品無量無邊，三寶與

三根本也全然的接受與享用。這是修持的

重點應牢記在心。

� 如你正念誦  字明，你就想你的根本

上師以金剛薩埵的外型呈現，坐於你的頂

上。你向他懺悔，請求他清靜你自無使以

來所造的深重惡業。然後，你一邊觀想甘

露自外形為金剛薩埵的上師流出，一邊念

誦若干  字明。甘露充滿你的全身並溢出

；你的惡業和罪障像煤炭水或污油般的流

出體外。這整個過程將使你清靜。你觀想

上師、金剛薩埵的身、語、意和你的身、

語、意和而為一無二無別。這些為金剛薩

埵的修行要節。

� 當修習上師相應法時，你可以以曾授

予你最重要的灌頂、口傳、解釋及一般心

靈指引者，為你的根本上師。或以曾對你

的心提供最大幫助者，為你的上師。這個

上師的本質顯現為金剛持，並為本初佛金

剛持及灌頂傳承、口傳及講解的喇嘛所圍

繞。深具信心與恭敬心地念誦上師相應法

六行祈請文。然後請求並接受四灌，並將

你的心與根本上師的心合而為一。

� 這些教授足夠了；現在你們應儘可能

的多修習。

文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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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樣子，學生接受了指點後，即進行禪修。

然而，這種情形近來已不復多見，沒有多少

人能明確的說出〝這是心的本然樣子〞。

因此，我不可以不告訴你們心的本  。「現

在我已老了，健康情形也不好，我的日子不

多了！」在我們所有短暫的時間裡，我必須

只講說對你們有益的話，撇開正確的說明

心是怎樣的以外，再多的話也是多餘 }此刻

有人開始哭泣----英譯 ~。

� 心是怎樣的？它的名字是「心」，但

是去掉「心」的這個標籤，我們無法指著

一件物體而說「那是心」。我們也不能對

著白色、黃色或紅色而說「這是心的顏色

」。我們也無法指著一種形狀----方形、圓

形、半圓形、三角形----而說「那是心的形

狀」。心本身是空的。如果心的空，只是

像空間，像天空一樣的毫無覺知，那將一

無是處。心不是那樣的：它的本  是清明的

，在清明中任何事物可以被知曉。覺知（

awareness）或意識（consciousness）能

知道這不可分的心之空與明。為了幫助大

家了解，也許覺知這個名詞比較適當。我

們所謂的「心」也就是這不可分的清明、覺

知和空  三者的和合。

� 我們無法光從看（looking）而指出，

這不可分的明、覺知和空三者和合的心的

位置。然而，如果不看，我們又永遠也無法

認知這個心。那該怎麼辦呢？你應該很自

然的，避免矯柔造作的，像你所發現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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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饒益有情眾生，佛陀開示了八萬

四千法門的佛法。而所有佛陀的教誨，又可

概括分為三大法統：小乘、大乘、密咒（或

神密真言）金剛乘。最初，這三大法系在西

藏全境都曾經盛行過，時至今日，這三大法

系正在世界各地各自廣為流傳。不論是小乘

、大乘、金剛乘，所有佛法的修持都不能是

為名為利，或者為了任何世俗的利益而為之

；這種心態在三乘裡都是不被容許的。

� 如何去了解小乘教法的方向呢？要知道

，我們每個人所體驗到的「我」，本身就具

有很強的偏執  。由於有這種執著於「我」

的觀念，因而生起了八萬四千種的煩惱及喜

怒哀樂等覺受，又因這種種覺受而產生了輪

迴大海。因此，小乘的教法是指示眾生應該

屏棄對於自我的執著；將心安住於「無我」

之覺悟的智慧裡。

� 在大乘的教法中，指出眾生不應該只是

為自己的利益才脫離輪迴苦海。除了要除去

對自我的執著外，更應該以解救所有眾生為

念，將他們由痛苦的輪迴裡帶至真正的無苦

康樂中。為了能做到如此，我們必須棄絕自

我中心意識及多變的循私心態。

� 在小乘、大乘的教法中，要我們放棄由

於貪、嗔、痴而產生的自我中心意識及對世

間法的種種執著心，而這也是修習密咒金剛

乘的基礎。尤其是金剛乘，更強調一個人必

須完全放棄對自我的執著：例如「我有一個

自我」、「我有一個血肉身軀」、「我是存

在的」、「我要愈多愈好」等。我們一定要

放棄所有執於二分法的偏執心。也因此，金

剛乘教法中提供了種種的本尊觀修、咒輪觀

修方法，其目的不外乎是讓我們除去我執及

自私。

� 各位在過去世中因為累積了不少功德並

和三寶（佛、法、僧）結下了因緣，因此在

此生中有幸能親近諸善知識，聽聞其演說三

乘教法。在這些開示中，有些主題大家很容

易懂，但有些主題你們頂多只是有個不很明

確的概念罷了。結果呢？有些人認為「我正

在修持佛法以達到開悟的境界」，然而卻在

同時，你們當中很多人會想「這輩子我要活

的快快樂樂、舒舒服服，我要名，也要利，

富可敵國」。各位在修持的當中卻參雜了太

多對世間法的執著。或許各位把心思放在世

間法及出世間法的比重各佔一半；或許較偏

重於出世間法；但也可能世間法佔掉了你所

有的時間。不論如何，各位有時候是在認真

學佛修持，但有時候卻又轉向世俗名聞利養

中而讓生命就這樣飛逝。

如果各位真要學佛，該怎麼做呢？就像當初

佛陀一樣，你們應該專心致力於了悟心的本

質。各位要提昇自己心的層次，藉認知那些

煩擾的情緒----貪慾、瞋怒、愚痴、傲慢、

猜忌等等的本質後，而減少、消滅或排除掉

這些情緒。你們若能依此修持，你的精神（

靈  ）生活才是最真實的。

� 對所有的學佛者而言，不管他是西方人

、印度人、西藏人或中國人；國籍並不會造

成任何差異，因為他們都有著珍貴的人身。

基本上，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都能夠了解

佛法並實際去修習之。然而，由於各國文化

背景的不同，卻也形成了一些差異處。例如

：在西藏和其他東方國家裡，由於早期就已

受過大量佛教文化的洗禮，因此大部分的人

都對佛教抱持正面的態度，認為佛陀的教誨

是真實不虛的；又如，靜坐，持「嗡嘛呢貝

咩  」、頂禮、繞佛、點油燈供佛等，都被

視為是善行，或至少也被認為是良好的行為

。在這方面，東方人都深受著先前已有之佛

教文化的影響而習以為常。雖然很少人知道

為什麼這些善行能導致開悟，仍然有很多東

方人根深蒂固的趨向於信仰佛教。也因此有

著這種文化背景，大部分的人都有機會且知

道如何靜坐；至於那些不曾學過靜坐的東方

人，也至少念過十億遍的「嗡嘛呢貝咩  」

或一  遍的  字明咒。

� 在歐洲或其他西方國家，佛教尚未廣

傳，尤其是藏傳佛教更讓他們覺得帶著奇

特的外來色彩。在西方人的文化中，從來沒

有任何先前的背景及影響讓他們去接受或

信仰佛教。但是，經由多世所造善業之業力

牽引下，有些西方人知道佛陀是圓滿的，他

的教導是真實不虛的，因而已在心中增長了

對佛教的信念。然而，西方人從來沒有佛教

的文化習俗，故只對靜坐產生興趣。也因此

當他們持  字明時，心中充滿著矛盾：  字

明真的有效嗎？西方人很難相信持咒的真實

效益所在。所以即使大部分的佛教教義西

方人都能了解，但卻很少能虔心的持  字明

或其他咒，或者念誦祈禱文。例如「三聚文

（Discourse of the Three Gatherings)」、「

祈善行文（Prayer of Exce-lent Conduct）」

等，佛陀就曾開示過，這些都是非常有法益

的。或許並不是西方人對佛陀的教誨  乏信

心，而是西方人從來沒有佛教的文化背景，

才導致他們對佛教的信仰不能完備及堅定不

移。這也就造成了東方及西方佛教徒間的差

異所在。

� 佛陀曾經開示過，靜坐對我們是非常有

效益的。他也指出，持誦任何咒語、祈禱文

、儀軌、經典同樣地非常有效益。他也宣示

我們，可經由頂禮、繞佛等善巧法門來累積

功德及清靜障礙罪業。做以上闡述的都是同

一個人：佛陀。要知道佛陀所說的並非半真

半假，所有三種修持的方式----身、語、意三

方面----都是同樣的有法益，且真實不虛的。

我們修行的基礎，我們試著要改進的，正是

身為有情的我們自身。我們與生俱有身體、

聲音和心。我們  止於它們。我們從不曾想

「我不在乎我的身體和聲音，我只在意我的

心」。雖然身體、聲音和心有它們個別的功

能，它們的基礎是全然一樣的。沒有心，身

體將無所用；沒有身體，也就沒有聲音。這

三者在某些方面是不可分離的。因為它們的

不可分，我們造了無數的身、語、意之惡業

和罪障。為了成佛，我們必須清靜它們。我

們應該相信佛陀的所有教法，同時依法修持

。

� 簡而言之，如你打算修習佛法，不論是

一年、一個月、一星期或一天，皆應抱持成

佛的態度。你們要有正確的發心，應為利益

眾生而修持。不應該用你在娑婆世界生活的

方式來思惟。你必須考慮別人的福祉和成佛

的利益。

� 設若了解一些心的本  ，你的禪修體驗

將更加充實。當具足了這種認知，你的持咒

、祈請、依儀軌修持，或大禮拜及繞佛等身

體活  ，也會更加奏效。了解心的本  ，對

我們來說有些困難，通常我們必須長期地接

受上師指導，檢視我們的體驗，發展虔敬心

和祈求。否則，我們實在難以了解心。在過

去，一位具足真正證悟及高洞察力的喇嘛，

遇見已累積無量福德且淨除許多障礙的學生

時，這位喇嘛會透過他的洞察力認知學生的

善根。然後給予講解並對他直接指出心的本

樣，讓心自然的靜止，不受干擾。

� 如果你只是讓你的心靜「止」於它

的自然狀態，對它又沒有任何的覺知，這

種修持是不會對你有任何幫助的。那是

愚蠢、無惡和簡單的，不會發展出類似「

觀」的禪定。然而設若你能讓你的心自然

地放鬆，不受干擾地處在它的自然狀態，

同時又維持一種最起碼的明覺，逐漸的你

會有如下之念頭「這就是心真正的樣子」

。毫無疑問地，它將會慢慢地發生。從無

始以來，你們無法使自己的心有片刻的寧

靜，總是受到許多念頭的干擾，如同海洋

的表面老是受到波浪的翻  一樣。你的心

從未平靜，於是產生了相當不良的禪修心

裡準備。心未平靜，就無法認知它自己的

本  。這有許多對治法門，首要乃是使心

平靜的修習，繼之為發展觀照。其似為最

佳對治之道。

� 使心平和的法門無量無邊：如空  的

禪修，光體禪修，不同本尊的禪修等。不

管怎樣，如果你不能幾個月或幾年長期的

勤於修持這些法門，你的心是無法永保平

和的。你所謂的禪修將會是不清明的，而

且你的生命也將終老於這種渾沌的情況。

這是一件多麼令人難過的事。你可能會想

知道，「什麼是最適合我的方法呢？」如

同佛所說的：藉此禪修及憶持，即使是成

熟的五無間業也能被清靜。修持聖觀世音

菩薩，能夠清靜任何及所有的不善業，即

使是成熟的五無間業。當我們於禪修心的

本  時，同時觀想本尊的像及口誦真言，

如此則能清靜累劫所積的惡業。當惡業及

障礙被清靜時，禪修的證量會自然的現起

，你不可能錯失它。

� 在不斷持誦「嗡嘛呢貝咩  」時，無

論是否以念珠記數，你觀想你自身為觀世

音菩薩本尊，白色，一面四臂。此刻，要

用你心的眼睛清楚的看見本尊的全部形貌

，可能會有點困難。儘管如此，你的禪修

是不會有危險的。你可以只想「我是觀世

音菩薩」並且保持著這種想法，慢慢地當

你比較熟悉此項修法時，你將可清楚的觀

想。如你能專心一致的思惟「我是觀世音

菩薩，明亮且空的像彩虹般的顯見」，當

你不斷地持誦咒語，慢慢的，平和的心就

會出現。然後，有時把自身觀為觀世音菩

薩的這種專注放開，讓心很自然的，並且

儘可能長久的，止於它的本質上。從

此，大手印的體驗將會展開。

� 偶而，當你在誦咒時，讓心

專注於不斷的咒聲上。不要想

「這是悅耳的聲音」或「這

是不愉快的聲音」、「這聲

音太吵了」或

「這聲音

有氣無力

」，只是

專注於聲

音的本身

上。心的平和將於焉展開。不但如此，正

如佛所說的：「藉禪修或憶持它，即使是

成熟的五無間業也能被清靜」。禪修觀世

音菩薩的形、聲，可清靜無量的不善業或

障礙。我們（注意：仁波切用「我們」這

組字而非「你們」----英譯），身為禪修的

初入門者，當我們的心住於自然、無念且

不斷持咒下，可能會發現我們的心變得不

安寧。遇此情況，可以停止持咒，盡量持

久且不分神的，將心專注於其本然的樣子

。

� 很重要的事是應向無二無別的上師與

觀世音菩薩祈求，請求幫助我信服上師及

觀世音菩薩，對眾生發展出慈悲心與證得

大手印。最後應念誦功德迴向及利益眾生

二祈請文來結束修持。

� 當你做大禮拜時，你應清楚的觀想三

寶及三根本顯現在你面前的虛空中，並充

滿整個宇宙。為了長養強烈的信心與恭敬

心，你身做大禮拜，口念皈依祈請文，意

保持信心與恭敬心的態度；這些為大禮拜

的修行重點。

� 獻曼達供時，你再次地觀想三寶及三

根本，以全宇宙無論是外形上、味覺上、

觸感上、嗅覺上或聲音上的美妙珍品供養

他們。你觀想這些供品無量無邊，三寶與

三根本也全然的接受與享用。這是修持的

重點應牢記在心。

� 如你正念誦  字明，你就想你的根本

上師以金剛薩埵的外型呈現，坐於你的頂

上。你向他懺悔，請求他清靜你自無使以

來所造的深重惡業。然後，你一邊觀想甘

露自外形為金剛薩埵的上師流出，一邊念

誦若干  字明。甘露充滿你的全身並溢出

；你的惡業和罪障像煤炭水或污油般的流

出體外。這整個過程將使你清靜。你觀想

上師、金剛薩埵的身、語、意和你的身、

語、意和而為一無二無別。這些為金剛薩

埵的修行要節。

� 當修習上師相應法時，你可以以曾授

予你最重要的灌頂、口傳、解釋及一般心

靈指引者，為你的根本上師。或以曾對你

的心提供最大幫助者，為你的上師。這個

上師的本質顯現為金剛持，並為本初佛金

剛持及灌頂傳承、口傳及講解的喇嘛所圍

繞。深具信心與恭敬心地念誦上師相應法

六行祈請文。然後請求並接受四灌，並將

你的心與根本上師的心合而為一。

� 這些教授足夠了；現在你們應儘可能

的多修習。

文接下頁
第 三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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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生中心會長的努力奔走下，石碇達香寺經過半年的整修，已經煥然

一新，可容納更多人同時閉關，以往受限於場地，人數不能超過四十人的

情形可獲改善。因此利生中心在即將到來的春節假期中，舉辦“新春精進

關”，讓平常忙於五欲塵勞的您我，有機會清淨一下身心。關期之中，喇

嘛安排的功課有：八關齋戒三日、共修多座觀音法、六字大明咒記數持誦

等，相信會讓您在難得的假期中有豐富的收穫。細節如下：

年 終

嘎哈
2002年2月5日∼9日 台北利生佛學中心

拉消災除障大法會

緣起：

瑪哈嘎拉為藏傳佛法中最重要的智慧護法，依

觀音菩薩所發之深宏誓願，修持瑪哈嘎拉能降服

、救度末法時代沉淪之眾生，能守護眾生脫離中

陰身之苦，能解除眾生生活的艱困及貧窮，圓滿

眾生一切善願。

藏傳噶舉派寺院於每年歲末年終舉辦瑪哈嘎拉

除障法會以及薈供，以感謝護法這一年來的庇祐

，並懇請消除來年的障礙，期使世出世間之事業

悉能圓滿。

喇嘛江秋曾開示

修瑪哈嘎拉除障法會的目的在於願所有的眾生

，皆能滿其所願。並藉這個功德回向所有的眾生

離苦德樂。而24小時持咒並執持繫五色線的金剛

杵於心間，其目的在於壇城、上師、與持咒者，

這三者不斷地轉咒輪。並觀想咒輪在修法者與壇

城間不斷地轉，以這樣的觀想在修法期間不斷地

加持至壇城中。我們用此力量來加持，並消除我

們過去及未來的障礙。

活��內容�R

1.禮請多位喇嘛整日修持瑪哈嘎拉除障法

2.每日晚上7:30共修瑪哈嘎拉儀軌

3.師兄弟24小時持頌瑪哈嘎拉長咒接力

4.中心設有功德主祿位，歡迎大家發心參贊，廣植福

田，功德金隨喜。

新春精進關

入關：２００２年二月１３日(正月初二)晚上７：００(中心集合入關)

出關：２００２年二月１７日(正月初六)下午５：００

地點：石碇達香寺

課程：八關齋戒三日、共修觀音法、六字大明咒記數持誦，共計四夜四天

注意事項：

1.參加者請事先報名，報名費2000元

2.冬季山區寒冷多雨，請自備睡袋及寬鬆保暖衣褲

3.歡迎打齋供眾，金額隨喜

利生中心遵照卡盧仁波切的吩咐，於每個月的農曆十五日

前後舉辦放生，而此次，我們亦將我們的善心帶到西康給

亦曾為我們母親的眾生—犛牛。

放牛之行於農曆九月二十二日佛天降日舉行，喇嘛江秋以

台灣弟子隨喜放生牛的功德款於市集中買了將近五十頭犛

牛，是日有七、八十位喇嘛為這些犛牛修法，並為他們授

皈依，願此善因能早日成熟，一切眾生早日解脫輪迴的苦

海。接著便在犛牛身上綁上哈達，塗上紅顏料以及放上一

些飾物；在西藏，由於藏民們度篤信佛法，只要有此裝飾

的放生牛，便不會遭到宰殺的噩運。當所有的儀式都結束

後，喇嘛們及一些在家眾便將犛牛群帶到草原上，交付給

當地牧人們照顧。喇嘛江秋說  這些犛牛終其一生將得到

最好的照顧，將不會再有人宰殺或者勞役他們了。

圓滿了這次的殊勝善行，願將無邊功德回向；願所有於輪

迴受苦的眾生，能速往生至諸佛淨土。

�西康放牛記

日照寺老住持圓寂事蹟略聞

　　上一期的利生法訊中曾報導：「西康日照寺的老住

持在不久前捨報圓寂」的消息，當時得到的訊息是：老

住持臨終時手握鈴杵盤腿座化。此次喇嘛江秋回西康參

加日照寺開光典禮，得到更多的情形，據寺方轉達：老

住持圓寂後數日間，遺體很快地縮小，直到與他生前的

身材不成比例。這種情形在藏傳佛教中，被視為是老住

持已經證得「虹光身」的表徵，是稀有難得的成就。老

住持在中共佔領西藏的這段時間中，曾遭受到許多迫害

，然而這並沒有� �搖他對佛法的堅持，仍不斷地努力修

行，而有今日證得虹光身的成就，令人感佩。�

西康日照寺重建落成開光報導

歷經五年的努力，西康甘孜日照寺的重建工程，終於在

去年(西元2001年)年底完成，並於11月間舉行落成開光

典禮，台北利生中心的常住──喇嘛江秋也前往當地，

表達祝賀。據喇嘛江秋的轉述：開光儀式一連十天，一

開始由全寺僧眾修法七日，而後舉行正式開光啟用典禮

，並舉辦三日的慶祝活� �，三天裡，最多曾有近萬人與

會。當地鄉民以村落為單位，自發組隊表演藏族傳統舞

蹈，表達歡喜慶祝的心情。過程中，依俗以觀眾喝采聲

的大小，決定優勝的隊伍，這真是草原上難得的盛大場

面。

眾所週知，日照寺所在之地，就是第一世　卡盧仁波切

和喇嘛江秋的家鄉，仁波切後來雖然離開當地，仍不時

惦記著家鄉，當喇嘛江秋到達印度後，仁波切便常常向

他詢問家鄉、故友的情況。喇嘛江秋有感於仁波切的期

許，便發心要盡一切的努力，重建日照寺。開始重建時

，喇嘛江秋告訴寺方：全力重建，他會想辦法負擔工程

費用。發心重建一事，除了利生中心內部知曉外，喇嘛

沒有四處張揚募款，只是存下平日收到的供養，再加上

少數知道此事的師兄弟隨喜發心，帶回給寺院做工程費

用。工程進行期間，喇嘛每年回鄉，協助重建。這次寺

廟重建圓滿完成，喇嘛江秋居功厥偉，可以說：若非喇

嘛的努力奔走及傾囊援助，日照寺不可能這麼順利、快

速地重建起來。對於鄉人的感激，喇嘛江秋謙虛以對，

「發心重建，出錢出力，功成不居」就這點實在令人敬

佩。

中心的執事們，曾和喇嘛江秋討論，為何喇嘛極力重建

日照寺呢？只因為是那裡是仁波切和喇嘛你的家鄉嗎？

喇嘛江秋表示：日照寺不僅是第一世　卡盧仁波切家鄉

的寺廟，實際上仁波切真的誕生在寺廟之中。事情是這

樣：仁波切的母親懷孕足月時，仍上山採藥，不料在山

上感到即將臨盆，匆匆回家待產，但在路經日照寺時，

在不得已之下借用寺廟寮房，順利產下仁波切。為了紀

念這一殊勝的因緣，也為了延續佛法在當地的弘揚，利

益鄉民，故而發心重建。相信在寺廟重修之後，能在弘

卡盧仁波切

圓寂前最後第二篇開示

P.2~3版

西康相關報導

西康札記

P.4版

一個超越天堂的地方

喇嘛江秋開示

共修的利益與重要

P.5版

最新消息、課程活  表

P.6版

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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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彌補破戒故

仁波切給予我們灌頂，我們與仁波切間便有了三昧耶戒。

在灌頂過程中，仁波切告訴我們本尊為何，並囑咐我們每

天至少修幾次，如果我們沒有做到，那已犯了戒。而我們

在共修時持頌的「  字明」就能懺悔彌補我們犯戒的過失。

喇嘛叮嚀說 R修持密法，有很大的利益，但若接受灌頂而

不修持則也會造下惡業。

5.為一切眾生故，為人身難得故

今生，我們生為人，有智慧可以接受佛法，是珍貴的人身

寶。其他的眾生則因過去生種種業力，受種種痛苦，卻又

沒有學佛的機會。我們藉由共修時的發心和回向，可以幫

助他們。人身難得，就如於輪迴的苦海中，僥倖獲得一艘

船。如果不快航向解脫的彼岸，反而在船上嬉戲、睡覺，

實在可惜；人的生命非常短暫，要不了多久又會掉回海中

浮沉。所以我們要善用難得已得的人生，珍惜每次共修以

及紐涅閉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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鍊獄天堂—代眾生苦供養

喇嘛江秋開示：有些苦行者臨往生時，發願

來世不離佛法，更求生在一病苦的地獄。

弟子問：眾生不都希求離苦得樂?為何他們

求病苦?

喇嘛答：苦行者發願，願代眾生苦。更願在

疾苦中鍛鍊自己的道心。每位修行人的願力

不同，因此我們應以平等心看待一切眾生。

淡淡的花香，吐露著芬芳，高聳夾道於兩旁的椰

子樹，微微地展開溫柔的雙手....

位於台北縣新莊市的－樂生療養院。山上浸潤著

有老菩薩們半  世紀，栩栩如生的血跡與淚痕故

事，他們用生命來示現、來說法。

由於當時醫學的不發達，所以無法及時提供藥物

來抑制這樣的病菌。扭曲的雙手、塌陷的鼻梁、

五官的變形、脫落的手指與眉毛、甚至眼盲、耳

聾，再加上當時人們的不了解，而誤解痲瘋病是

所謂「不治之症」，所以大家排斥、恐懼、活生

生的將他們孤零零的遺棄、與強迫隔離！

就這樣地，他們與世隔絕的過著幾近一甲子的無

奈、辛酸、淚水與煎熬的生活！

進入棲蓮精舍，一陣陣濃郁的檀香味撲鼻而來！

佛堂內佛像旁的兩惻，掛著－「身是阿羅漢 ，心

若須菩提」的毛筆字跡。疼痛的心，只有菩薩能

膚慰他們、陪伴他們！因為棲蓮精舍是由一群雙

手變形且又無力的病友們，一擔一擔的挑著磚塊

、土石，並將它們兩塊、三塊的抱在懷裡，忍著

疼痛，拄著柺杖、甚至拖著義肢來來回回用心砌

成建造的佛堂！

金義禎爺爺自一九六二年，擔任佛堂會長已

三十九年，雖然金義禎爺爺已八十歲高齡。卻是

用盡一生的為痲瘋病友們、鼓勵、照顧、安慰、

陪伴！

他們相依唯命的過著一世的痲瘋病生涯！

金爺爺說：「雖然，我們是痲瘋病患！但，我們

自己讚美自己，因為，我們大家都很古椎！」。

雖然，我們常常遭遇挫折，但，我們從不怨天尤

人，更不認為自己是倒霉的人。因為，人生有很

多事情，不是自己能掌控，所以不論環境多苦、

心多痛！我們都要勇敢、堅強的活下去！

金爺爺柱著拐仗，帶著我來到－朝陽舍。朝陽舍

，住的是一群嚴重傷殘、失明、耳聾的爺爺與奶

奶。一九七八年，慈濟證嚴法師來訪樂生，看到

破漏的屋頂，腐朽的門窗、凹凸不平的泥地、高

矮不等的床舖及  乏照料的老人。

證嚴法師悲心的一句：「您須要我給你什麼樣的

幫助？」讓金爺爺感  的不能言喻...從六十七年

開始接受慈濟的幫助，到七十二年停止接受。當

爺爺、奶奶們得知慈濟的每一筆經費來源，都是

來自十方大德的善款。他們主  要求停止被濟助

！因為，他們不忍再接受...他們也要做一個手心

向下的人！

「爺爺，早！阿彌陀佛！」「阿嬤早！阿彌陀佛

！」一句句「阿彌陀佛！」爺爺，奶奶們開心的

笑著雙手合十！這裡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心酸

、太多的無耐讓人鼻酸！我還沒開始進入時光隧

道，卻已被這一幕幕感人的畫面所震憾...八十三

歲的阿嬤，照顧九十三歲、八十六歲、七十一

歲的阿嬤。洗衣服、餵食、倒尿、半夜還起來

幫忙蓋被。七十多歲的爺爺照顧八十七歲耳聾、

行  不變的、失明的爺爺....這樣的相依扶持..已

近半個世紀。若不是罹患此病，以院為家，恐怕

今生就無緣得聞佛法！所以這是「因禍得福啊！

」金義禎爺爺泛著感恩的淚光說。

雖然，他們的自尊曾被無情的打擊，被社會唾棄

、遺忘...因為佛法，他們心靈有了依靠與寄託！

默默行善是他們長期對社會的回報！一個佈施與

行善，讓他們找回了做人的尊嚴！一句句虔誠的

唸佛聲，他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八月總帳

劃撥單號 �������月 � 日�������� 收入��支出

會員���������

林欽源 ������������������������ 1000

葉清昌 ������������������������ 10000

陳錦儀(7-9月)������������������3000

蘇皓星�������������������������1000

古菊、古秀貞(7-9月)������������6000

戴子韻、李慧珍�����������������12000

王文姍������������������������ 2000

李秀霞 ������������������������ 1000

李靜安、李宜蓁全家�������������1000

黃慶春������������������������ 1000

蘇思漢 ������������������������ 1000

宋明源�������������������������1000

巴滇拉莫(7月)������������������1000

張堅基、朱素玲�����������������1000

陳杏妙、方忠正(7-8月) ��������� 2000

成之、吳美惠(5-8月)������������4000

蔡幸惠�������������������������1000

謝鄧桂英(6-7月)����������������2000

李慧娟�������������������������1000

蔡明坤�������������������������1000

李春磊�������������������������1000

黃家豐�������������������������10000

沈娟如(2-8月)������������������7000

林��玉(7-8月)������������������2000

蔡明坤(9月)��������������������1000

林妙玲、陸家鳴�����������������8000

莊瑞雲、林進隆(7-12月)���������6000

林莊牡丹(7-12月)���������������6000

醫療����

蔡明坤�������������������������500

蔡明坤�������������������������500

護持中心

十方有情 ����������� 500

賴建翔�������������������������1000

陳朝傳 ������������������������ 27720

洪肅賢�������������������������20275

蔡寶田、蔡李�菕B蔡謝尾���������300

楊謙謙������������������������ 1000

高淑蓉�������������������������500

十方有情�����������������������880

蔡寶田、蔡李�菕B蔡謝尾���������300

高全德������������������������ 10000

護持關房

十方有情������������������������250

陳興源������������������������ 10000

利息����

定存利息�������������������� �� 5313

助印����

李昭賢�������������������������500

供養僧眾十方有情 �������������� 500

舍利塔��

準提園素食館������ ������������ 100000

林朝慶������������� ����������� 50000

吳陳惜�������������������������18000

十方有情�����������������������30000

林清隆������������������������ 1000

世合發有限公司�����������������500

林高滿 ������������������������ 500

薪資����

陳珮玉 �������������������������������28000

單金����

四位喇嘛 �����������������������������20000

週轉金��

零用金-台北 ��������������������������6000

交通費��

八月份停車費 �������������������������5500

牌照稅 �������������������������������11230

八月份油資 ���������������������������3611

關房����

關房伙食及用品 �����������������������1890

伙食費��

舍利塔工程伙食費� ��������������������1000

紐涅伙食費(因故停辦由中心支付) �������6796

房租����

八月份房租 ���������������������������27720

水電費��

七月份水費 ���������������������������1022

八月份電費 ���������������������������2723

6-8月電費 ����������������������������17355

8月份電費 ����������������������������12220

郵電費�� �

郵資 ���������������������������������450

25500726電話費 �����������������������2449

25500727電話費 �����������������������786

法訊郵資 �����������������������������5542

26631226電話費 �����������������������625

25500730電話費 �����������������������2926

Hinet ��������������������������������224

醫療����

六月份健保費��������������������������2416

雜費����

佛像用金粉����������������������������5145

開光法會支出(食品) �������������������8415

舍利塔工具、用品 ���������������������13585

舍利塔工程支出 ���������������� ������100000

供佛蘭花(5-7月) ����������������������13000

LAMA�噶瑪依希香港電報費 ��������������50

瑪哈嘎拉薈供 �������������������������1702

瑪哈嘎拉薈供(補) ���������������������1869

五色布一批 ���������������������������1130

山上裝加壓馬達� ����������������������2700

關房蓮蓬頭x3 �������������������������2400

9、10月法訊折工 ����������������������1200

劃撥手續費 ���������������������������385

供養����

開光法會支出(供養仁波切、喇嘛) �����140000

上月結餘 ����������� 1332636

本月總收入���������� 374038

本月總支出�����������������������452066

本月結餘������������ 1254608

�九月總帳

劃撥單號 �������月 � 日�������� 收入��支出

會員���������

沈娟如���������������������� �� 1000

葉清昌��������������������� ��� 10000

李春磊���������������������� �� 1000

李秀霞���������������������� �� 1000

羅麗月���������������������� �� 1000

方周可珠�������������������� �� 1000

楊鴻鈺(9-12月)�������������� �� 4000

蘇思漢���������������������� �� 1000

孔耀櫻���������������������� �� 1000

宋明源���������������������� �� 4000

王文姍���������������������� �� 2000

李慧娟���������������������� �� 1000

林欽源���������������������� �� 1000

李靜安、李宜蓁�������������� �� 1000

林莊牡丹�������������������� �� 2000

林琴芝��������������������� ��� 10000

助印����

盛紫嫣、劉妙娟�������������� �� 1200

利息����

定存利息�������������������� �� 5313

護持中心

王國勝����������������������� � 500

十方有情�������������������� �� 6300

陳朝傳��������������������� ��� 27720

陳柏����������������������� ��� 11000

吳筱筑���������������������� �� 1000

洪肅賢�������������������� ���� 28000

蘇正林���������������������� �� 1000

卓立梅����������������������� � 200

杜致成���������������������� �� 3000

護持關房

楊雅璇���������������������� �� 1500

洪肅賢��������������������� ��� 28000

仇吟心����������������������� � 200

林克孝����������������������� � 200

葉清昌���������������������� �� 1200

洪蕭賢��������������������� ��� 10000

吳清友��������������������� ��� 10000

舍利塔��

林莊牡丹������������������� ��� 10000

林妙玲、陸家鳴�������������� �� 5000

薪資����

陳珮玉���������������������������� ���28000

單金����

四位喇嘛�������������������������� ���20000

零用金��

台北������������������������������� ��8000

關房(6-9月)����������������������� ���12000

伙食費��

中心伙食費������������������������� ��5158

關房伙食費�������������������������� �600

關房伙食費������������������������� ��1200

交通費��

九月份停車費����������������������� ��5500

九月份汽車油資��������������������� ��3610

房租����

九月份房租������������������������ ���27720

郵電費��

郵資��������������������������������� 40

撥接費HINET����������������������� ���408

電話費25500730��������������������� ��2103

電話費26631226���������������������� �987

電話費25500726��������������������� ��2188

瓦斯費��

九月份瓦斯�������������������������� �347

雜費����

垃圾袋等用品������������������������ �450

七月份健保費���������������������� ���2416

90年9月-91年9月汽車保費����������� ���29884

十月十日朝山拜塔海報��������������� ��1050

連群、信蒼印度來回机票������������ ���67100

桌巾、桌墊������������������������� ��1650

彩色列印朝山海報�������������������� �350

瑪哈嘎拉薈供品��������������������� ��3528

冷氣維修��������������������������� ��8300

瓦斯管一條�������������������������� �314

關房水管維修用品������������������� ��1745

保費-珮玉������������������������� ���28000

蓮帥薈供供品����������������������� ��3130

劃撥手續費�������������������������� �240

提撥����

供養波卡仁波切(模具)��������������� ��2500

上月結餘������������ 1254608

本月總收入�������� � 193333

本月總支出���������������� ���� 268518

本月結餘����������� 1179423

十月總帳

������������������������������� 收入��支出

會員�������������

林欽源 ������������������������ 1000

葉清昌 ������������������������ 10000

蘇思漢 ������������������������ 1000

李培宏 ������������������������ 3000

方周可珠 ���������������������� 1000

曾文智(9-12月) ���������������� 4000

張麗貞(10-12月) ��������������� 3000

張明美(10-12月) ��������������� 3000

蘇皓星(9-10月) ����� 2000

葉千秋(90年) ������������������ 12000

詹前俊、詹許釆蘩 �������������� 12000

林朝慶 ������������������������ 2000

王文姍 ������������������������ 2000

李春磊 ������������������������ 1000

張堅基、朱素玲 ���������������� 1000

李秀霞 ������������������������ 1000

羅麗月 ������������������������ 1000

李慧娟 ������������������������ 1000

方忠正、陳杏妙 ���������������� 2000

李靜安、李宜蓁全家 ������������ 1000

古秀貞、古菊(10-12月) ��������� 6000

須健群(7-12月) � �� ������������ 6000

十方有情 ���������������������� 6000

成之、吳美惠 ��� ���� ���������� 4000

蔡幸惠(9-10月) � �� ������������ 2000

宋怡瑾 ������������������������ 1000

蔡明坤(9-10月) ���������������� 2000

助印����

曾文智 ������������������������ 1000

陳文傑 ��������� ��� ����������� 500

張家榮 ��� ��� ����������������� 500

護持中心

周寶珠 ������������������������ 3000

定存利息 � �� ������������������ 5313

王萬榮 ������������������������ 500

陳朝傳 ��� � ������������������� 27720

方德義 ������������������������ 300

林純森 ��� ��� ����������������� 500

高淑蓉 ������������������������ 500

卓姍美 ������������������������ 1000

王碧桃、洪福輪 ���������������� 1000

蔡寶田、蔡李�菕B蔡明坤、

蔡謝尾、蔡榮富�������� �������� 400

護持關房

陳錦儀 ������������������������ 3000

洪肅賢 ��� �� ������������������ 1760

十方有情 � �� ������������������ 5000

供養僧眾

王萬榮 ������������������������ 300

蔡明坤 ������������������������ 1000

������������������������������� 收入��支出

甘珠爾法會收入����������������� 222100

薪資����

陳珮玉 ��� ������ ���������������������28000

單金����

四位喇嘛 � ������ ���������������������20000

零用金��

台北 ���������������������������������6000

石碇關房 �����������������������������3000

伙食費��

中心伙食費(副食品) �������������������4298

關房伙食 �����������������������������1760

關房伙食 � ������� ��������������������1310

交通費��

十月份停車費 �������������������������

5500������������中心用車3萬公里保養 ��

���������������� 5729

中心用車更換二支輪胎 �����������������6480

中心用車油資 �������������������������1990

房租���� �

十月份房租 ���������������������������27720

水電費��

九月份水費 ���������������������������1087

十月份電費 ���������������������������1755

3,4,5樓電費 ���� ������ ���������������15893

郵電費��

郵資 ����� �������� �������������������230

郵資補登 �����������������������������486

HINET撥接費 ��������������������������674

26631226電話費 ��������� �������������526

25500726電話費 �����������������������1551

25500730電話費 ��������� �������������3500

25500727電話費 ���������� ������������695

雜費����

冷氣遙控器������� ��������������������1800

八月份健保費 ��� ������� ��������������2416

垃圾袋、砧板 ��� ��������� ������������557

衛生紙、清潔劑 ��������� �������������255

中心飲水机濾心3支 �� �����������������2000

49期法訊 � ������ ���������������������12480

iMAC電腦及週邊 �������� ��������������61950

光碟片 ��� �������� �������������������325

食品(紅酒x5) �������������������������820

相片翻拍費� ��������������������������2100

瑪哈嘎拉薈供 �������������������������2057

酥油、耐炸油 �������������������������5700

甘珠爾法會支出 ���������������� ������197071

關房飲水机濾心7支 ��������������������2800

第五十期法訊印刷費(參仟份) �����������6300

第五十期法訊折疊費(參仟份) �����������650

公文袋、A4影印紙 ��� �����������������230

法訊郵資 �����������������������������4704

十月份劃撥手續費 ��� �����������������395

提撥

甘珠爾法會結餘供養索那大寺������������25029

西康日照寺開光供養 � �����������������35000

上月結餘 ���������������������� 1179423

本月總收入� ������������������� 366393

本月總支出 �������������������� ������502823

本月結餘� ��������������������� 1042993

－－拜訪樂生療養院有感
◎潘淑菁

1.報答仁波切恩

仁波切前來台灣，傳授皈依灌頂，用意是要弟子們受持奉

行。但他亦考慮到弟子們平日忙於工作，無法天天修習。

因此建立了關房，佛堂。更派喇嘛常駐於此教授佛法；為

酬上師恩，我們因該常常參加共修。

2.共修的功德利益甚大

一個人獨自修法雖有其功德，但不如共修的力量大。譬如

一個很重的箱子，一個人抬不  ，但以眾人之力，則並非

難事。共修的功德也是如此，一個人持六字大明咒一萬次

，一  個人就有一  萬次，如此回向，功德甚大。

3.共修時有喇嘛指導

在中心共修時，喇嘛帶領著我們皈依、發心，教導我們如

何觀想，持咒，最後帶領著大家回向。有喇嘛的指導，我

們修法的功德是實實在在、不打折扣的。

喇嘛江秋開示

共修的利益與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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