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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仰星雲大師 超越黨派同悲

The Merit Times

地    區 氣溫℃  天氣 

台  北 18～25 晴時多雲

桃  園 18～24 多雲時晴

新  竹 17～22 晴時多雲

台  中 18～26 晴時多雲

南  投 18～27 晴時多雲

嘉  義 18～26 晴時多雲

台  南 19～26 晴時多雲

高  雄 21～28 晴時多雲

花  蓮 20～25 多雲暫雨

台  東 21～27 晴時多雲

今日天氣

世界天氣
地區 氣溫○C 地區 氣溫○C

東京 5~13 香港 19~21
曼谷 28~34 福州 11~19
雪梨 20~31 昆明 7~19
洛杉磯 9~14 武漢 5~11
紐約 0~7 上海 4~8
里約 23~26 南京 3~8
日內瓦 0~8 西安 -2~8
倫敦 7~11 青島 3~6
羅馬 1~13 北京 -3~10
約堡 13~15 瀋陽 -6~9

【人間社記者許貞慧大樹報導】「他就像爸
爸一樣。」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2月5日圓寂，
身為國際佛光會員的台東行善菜販陳樹菊難過
的提到，和大師相識是因為父親過世時結下的
緣。

對陳樹菊來說，大師就像父親一樣，面對大
師的離世，心裡就如痛失至親一樣，非常難受
、不捨，因此無論再遠，都要專程來到大師的
靈前致意。

陳樹菊眼眶含淚、雙手合十於靈前說道：「
大師，我來見您了。」陳樹菊表示，大師這一
生做的很圓滿，我們跟在大師後面，也能一步
步完成願心，星雲大師的慈悲智慧，是他一生
最大的影響；陳樹菊發願，自己只要還有一口
氣在，能做的就要去做，跟著大師的教導繼續

走下去，這是他一生最想要做的事情。
陳樹菊分享，大師看淡人生的心境，「以空

為有」，把握因緣行善，要為這個苦難的社會
盡一分心力，這樣的觀念一直謹記在心，他敬
佩大師還要乘願再來救度眾生，不斷說著：「
謝謝大師，真的很謝謝大師！」陳樹菊非常認
同人間佛教的理念，日後仍持續依循大師教導
，秉持善心善行，有願要行願，盡己所能，繼
續照顧社會的苦難眾生。

同行的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台東區督導委員
會區委石秋風表示，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落成時
，陳樹菊和星雲大師一見面，就相擁而哭，大
師對他說：「我們好像是好久不見的好朋友。
」陳樹菊深受感動。一路以來，陳樹菊一直跟
隨大師的腳步，積極利益眾生。

陳樹菊（左）雙手合十跪哭於靈前，向星雲大師說道

：「大師，我來見您了。」 圖／人間社記者趙啟超

大師如父親 陳樹菊跪哭淚謝恩澤

【記者羅智華大樹報導】弘法80餘年的佛光山
開山星雲大師，窮畢生之力弘法五大洲、度眾千
萬人，為佛教奉獻所有、為眾生竭盡所能，成就
與貢獻享譽全球。

大師5日圓寂消息發布後，僅僅4天，即有海內
外超過3萬人前來緬懷、人潮綿延不絕，總統蔡
英文第一時間發出聲明，表示沉慟哀悼，副總統
賴清德親臨弔唁，13日閣揆陳建仁也將隨總統出
席讚頌會，頒發褒揚令。

台灣政壇不分黨派，都高度肯定大師在海內外
的弘法貢獻，社會各界賢達除了傳達無盡追思，
元首、行政首長聞訊後也專程南下弔唁，預計13
日讚頌會當天將是弔唁人流最高點。

弘法篳路藍縷 樹立一代典範

7日一早即搭車南下弔唁的賴清德表示，大師
是令人景仰的一代宗師、是社會明燈，對台灣影
響深遠；前總統馬英九也專程前來，推崇大師為
世人樹立一代宗教家典範。

前副總統吳敦義悼念時數度哽咽、難過得說不
出話來，衷心祈願大師乘願再來；前立法院長王

金平說：「星雲大師是一代宗師，佛教功業無人
能及。」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捻香致意後，特別留下來為
大師念佛，他提到，星雲大師的悲天憫人的胸懷
，讓他永難忘懷、銘記在心；前高雄縣長楊秋興
則含淚表示：「大師將佛教傳到世界五大洲，可
說是當今佛教第一人！」大師圓寂，令他萬分不
捨。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率領局處主管，前往佛光山
台北道場向大師致意獻花；新北市長侯友宜南下
弔唁時談到，大師的智慧法語，讓他受用不盡；
嘉義市長黃敏惠致意則談及，「大師是自己的人
生導師」，時刻引導她心存感恩。

而身為大師弟子的前台中市長胡志強，即使行
動不方便，仍堅持偕同夫人邵曉鈴來山弔唁，推
崇大師為弘法篳路藍縷。

願心跨越宗教 各界至誠追思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星雲大師受到世人如此推
崇與景仰？

首先，大師的弘法願心早已超越政治，甚至超

越兩岸，更超越宗教。
過去有些人以「政治和尚」來稱呼大師，因為

大師和歷任政治領袖都有往來互動，有一定交情
，甚至以大師為國民黨員身分給予抨擊，認定他
的所屬政黨。

然而，此次政界前來弔唁者，有前總統馬英九
、陳水扁、前副總統吳敦義，以及監察院長陳菊
、內政部長林右昌，現任台北市長蔣萬安、新北
市長侯友宜、台中市長盧秀燕、高雄市長陳其邁
、前台中市長胡志強、前台北市長柯文哲、副市
長黃珊珊等各級首長，都對星雲大師深感緬懷。

大家站在靈前雙手合十，不談政治、不問顏色
，專注於向大師獻上真誠的敬意，哀戚之情盡在
臉上，此時此刻的他們不是政務繁忙的首長，而
是以至誠之心向一代高僧追思的敬仰者，讓人深
刻感受大師在其心中的崇高地位。

不只台灣，對岸也同感哀悼，國台辦8日透過
發言人朱鳯蓮表示沉痛哀悼，盼實現大師宿願，
推動兩岸交流合作，助力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很
難想像，星雲大師的影響力已經超越藍、綠、白
、紅等界線，不分黨派與顏色。

佛光山將於13日舉行「

星雲大師圓寂讚頌典禮暨

星雲大師圓寂荼毘大典」

，考量星雲大師在海外、

中國大陸親友、法師團來

台弔唁問題，藍、綠政治

人物此時不分顏色、跨越

黨派，呼籲中央應盡速以

專案開放大陸人士來台弔

唁，昨日移民署回應將全

力協助，務必讓大師海外

親友趕得及參與圓寂讚頌

典禮。左圖為1989年星雲

大師回大陸弘法探親，與

母親在老家暢談的珍貴舊

照；上圖為1989年大師回

到母校棲霞律學院，全院

師生熱烈歡迎。

 圖／佛光山提供

星雲大師親友來台

藍綠通力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