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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以贯之的心愿就是两岸和平。我想对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星云大师圆寂星云大师圆寂享寿享寿9797岁岁
6日清晨，台湾佛光山宣布，开山宗长星云大师5日下午在位于高雄的

佛光山传灯楼开山寮圆寂。
星云大师俗名李国深，1927年8月出生于江苏江都，12岁在南京栖霞

寺出家，1947年从焦山佛学院毕业，1949年迁居台湾，1967年在高雄开
创佛光山。他毕生致力于弘扬人间佛教，积极推动两岸佛教交流交往。

在2016年3月9日，台湾“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
展”曾在重庆开展，百余幅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的“一
笔字”作品首次登陆山城。

作为享誉海峡两岸的台湾高雄佛光山开山宗长，
星云大师在患眼疾后独创“一笔字”书法。此次来渝
展出的超过100幅“一笔字”作品包括勉励、祝福、修
行、禅四大主题。

星云大师与重庆颇有缘分，华岩寺、罗汉寺和关
岳庙都留有他的墨宝。

岳飞28代孙、重庆岳飞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岳朝

军称，2014年8月，星云大师在得知渝中区正在修缮
关岳庙、重塑岳飞造像后，星云大
师提出，希望能送一尊岳飞造
像到台湾佛光寺。这一愿
望在2015年中秋便得
到实现。

我一生，人家都以为我很有钱，事实上我以贫穷
为职志。我童年家贫如洗，但我不感到我是贫苦的孩
子，我心中觉得富有。到了老年，人家以为我很富有，
拥有多少学校、文化、出版、基金会，但我却觉得自己
空无一物，因为那都是十方大众的，不是我的。在世
界上，我虽然建设了多少寺院，但我不想为自己建一
房一舍，为自己添一桌一椅，我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佛教僧伽物品都是十方共有，哪里有个人的呢?但在

我的内心可又觉得世界都是我的。
我一生，人家都以为我聚众有方，事实上我

的内心非常孤寂，我没有最喜欢的人，也没有最厌恶
的人。别人认为我有多少弟子、信徒，但我没有把他
们认为是我的，都是道友，我只希望大家在佛教里各
有所归。

我一生，人家都以为我创业艰难，事实上我觉得
非常简易；因为集体创作，我只是众中之一，做时全力
以赴，结果自然随缘。许多人以为我善于管理，事
实上我只是懂得“无为而治”。

我一生，服膺于“给”的哲学，总是给人赞
叹、给人满愿；我立下佛光人工作信条：给人信
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我立志兴
办各种教育，因为从小我没有进过正规的学校
读书，明白教育才能提升自我，改变气质。

我这一生奉行“以退为进，以
众为我，以无为有，以空
为乐”的人生观，凡我
出家弟子，都应本诸
出离心，以出世的思
想 做 入 世 的 事 业 ，
生活要求简朴，不要
积聚。

我一生，以弘扬人间佛教为职志，佛说的、人要
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有助于增进幸福人生的教法，
都是人间佛教。苦，要视为我们增上缘的力量；无常，
不是定型的，可以改变我们未来的一切，促进人生的
美好；空，不是没有，空是建设有的，要空了才有，我一
生一无所有，不是真空生妙有吗?

我倡导“平等”，深信男女、贫富都在平等之中，不
可以有所歧视。大家对山上的老树、小花，要多多爱
护，山下的村民、百姓，应该给予关怀；育幼院的儿童
要多多鼓励，精舍赡养的老人要时常慰问，对开山的
诸长老要给予尊重。

我对两岸视如一家，我对世界都如兄弟姐妹，我
希望把美好的因缘留给人间。

我的乡亲前辈唐朝鉴真大师，经过多少磨难到达
日本弘法传播文化，在75岁高龄，自知归乡无望，他
写下遗偈：“山川异域，日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

缘。”在人生的生命之流里，如同大江东去，终会
有再回来的一日，人的生命一期圆满，还会有
另一期生命的开始。

对于人生的最后，我没有舍利子，各种
繁文缛节一概全免，只要写上简单几个字，
或是有心对我怀念者，可以唱诵“人间音
缘”的佛曲。如果大家心中有人间佛教，

时时奉行人间佛教，我想，这就是对我
最好的怀念，也是我所衷心期盼。

我最后要说的是：心怀度
众慈悲愿，身似法海不系

舟；问我一生何所求，
平安幸福照五洲。

据新华社、中国
新闻网

与重庆颇有缘分
多地存有其墨宝

星云大师遗嘱：真诚的告白（摘录）

2013 年 9
月15日，星云大
师（左）和莫言在
论坛上回答观众
提问。新华社记
者鲁鹏摄

星云大师
（新华社图）

最大心愿
就是期盼两岸和平
星云大师生前一直致力推动两岸交流，他

曾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说：“我一以贯之的心愿就
是两岸和平。我想对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对于两岸关系，星云大师曾言，自己反对
“台独”，正因生逢乱世，对生灵涂炭的痛苦心
有戚戚焉，所以他主张两岸和平，因为战争后
果不堪设想。

星云大师希望台湾本土派的人士，不要歧
视外省人。他认为，“难道大家的祖宗先辈不
是渡海来台的中国人吗？两岸一家亲，难道能
否认这种同根同源的事实吗？”

星云大师也曾说，“中国地方这么大，人这
么多，团结起来成为一个拳头，有力量，那就是
中国梦。”“两岸三地不要争论，团结起来才有
力量，中国强就是中国梦。”

星云大师晚年致力于促进两岸交流，近年
更在大陆宜兴复兴祖庭大觉寺，捐建中国书院
博物馆、扬州鉴真图书馆、南京大学佛光楼，成
立扬州讲坛，积极推动文化教育促进两岸和谐。

爱国爱社会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星云大师情系中华，一直倾心于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热心倡行社会公益、发展教育事
业。他曾勉励青年人“不光要做好人，好人之
上还要做贤人、圣人、超人”，要“爱国、爱社
会”。他说，过去中国人被视为“东亚病夫”，最
近几十年中国人才真正站起来，我们要以做中
国人为荣，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星云大师曾经在与作家韩少功畅谈“幸福
生活与中华文化复兴”时指出，中国的文化一
直在不断进步。“这些年我常常到大陆来，看到
了很多变化。当前，正是中国人表现能力和智
慧的时候，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

他一直表达希望弘扬中华文化的心愿，
2015年时他曾表示，“50年前，我曾经有过一个
想法：把中华文化中自古以来的精彩诗词歌句、
座右铭整理起来，为漂泊中的中国人，那些遇到
挫折、心理苦闷的人，激励和鼓舞精神。”

看淡生死
连一张纸也不留
星云大师对生死豁达，早在85岁即预立

遗嘱，88岁时首度对外公布，个人财产已捐公
益信托教育基金，属佛光山的资产都不是他
的，他连一张纸也不留，他一生没有积聚家累。

星云大师早年写下遗嘱，并公布在2015
年出版的文章中，他在文中感念，他一生虽遭
逢大时代的种种考验，但感到人生非常幸福，
对苦难、贫穷、奋斗、空无都很享受。文中他谈
到自身最后的仪式，说自己没有舍利子，各种
繁文缛节一概全免，并说只要时时奉行人间佛
教，就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