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款表格 

   

古人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讚美荷花，荷花不僅是佛教聖潔、

清淨的象徵，更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符號。 

為祈願香港在疫後全面復甦，寶蓮禪寺特別與香港園藝學會、星島新聞集團、

南京池杉湖國家濕地公園、南天佛國文教基金、德之齋書院等合作舉辦「盛世荷

花·福佑香江――2023香港荷花展」，於 2023年 6月 23日至 7月 2日，在寶蓮

禪寺、天壇大佛及大佛公園範圍，展出 400個品種近 4,000盆荷花，種藕主要來

自南京、武漢及泰國。除了展出荷花外，大會更舉辦一連串豐富的教育及文娛節

目，讓巿民賞花之餘，亦可體現荷花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 

 

由於荷花展所費甚巨，誠邀各界捐款支持。 

 

 

本人樂意支持「盛世荷花·福佑香江――2023香港荷花展」 

(請在適合的方格內✓)： 

□ HK$500 

□ HK$1,000 

□ HK$5,000 

□ HK$10,000 

□ 其他金額，HK$_____________ 

□ 認捐荷花(HK$1,000/盆) 

 

□ 認捐荷花展景觀(HK$100,000/每個景觀)，詳情請見附頁 

□新山門—「華夏荷韻」 

□天壇(左)—「千葉寶蓮」 

□天壇(右)—「青蓮華眼」 

□菩提閣前小院—「並蒂蓮開」 

□大佛入門處—「花開見佛」 

□地壇—「盛世荷花，福佑香江!」 

□地壇與彌勒殿前—「德香四溢」 

□老山門—「荷擔使命」 

□地壇與彌勒殿通道—「好運蓮蓮」 

□彌勒殿前—「和(荷)為貴」 

□彌勒殿前休息區—「拈花微笑」 

□彌勒殿前休息區—「微妙香潔」 

□丹墀的花壇—「寶蓮心開」 



 

□大殿左側—「萬德莊嚴」 

□大殿右側—「智慧如海」 

□大殿步梯—「廣修供養」 

□萬佛殿左側— 「明心」 

□萬佛殿右側—「見性」 

□寶塔—「法身常住」 

□樸初堂外—「孤峰頂上」 

□車道—「連（蓮）貴子」 

□七寶蓮池—「連（蓮）年有餘（魚）」 

□鍾樓(展廳)—「佳藕(偶)天成」 

 

捐款方法 

□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寶蓮禪寺」，郵寄至大嶼山昂坪寶蓮禪寺，信封請註明

「贊助香港荷花展」) 

□ 銀行入數(請將入數證明電郵至 info@plm.org.hk 或傳真至 2985 5600，並註

明「贊助香港荷花展」。)  

銀    行：滙豐銀行 

戶口名稱：Po Lin Monastery 

戶口號碼：066-002171-002 

□ 現金 

請親身到大嶼山昂坪寶蓮禪寺辦事處，辦理捐款手續 

 

認捐者資料(用以寄回收據)： 

姓名/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上所示之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料會保密處理，只用作寄發收據及保持通訊之用。若您

日後不願意收到本寺的宣傳，請在方格內✓。 

*  本寺並無委託其他機構代收捐款。 

請將已填妥表格電郵至 info@plm.org.hk或郵寄至：大嶼山昂坪寶蓮禪寺，信封

面請註明「贊助香港荷花展」。 

 

 

多謝支持! 



 

香港荷花展景觀構思 

一、新山門—「華夏荷韻」 

 又三年重上木魚峰，頂禮釋迦文。仰雍容意態，莊嚴相好，舉世無倫。俯

視人間苦厄，垂示大雄身，倚南溟北望，靄靄停雲。 

四大名山遙侍，有文殊仗劍，地藏鋪金，有普賢騎象，不肯去觀音，曆僧祗

智悲行願，喜今朝成佛轉時輪。虔祈念，重興象運，光滿乾坤。——趙樸初《大

嶼山禮天壇大佛有作寄調八聲甘州》 

早在 1991 年秋，趙樸初居士便在《大嶼山禮天壇大佛有作寄調八聲甘州》

中首次提出「一佛四菩薩」的概念。到了 2000 年，趙樸初先生以全國為整體，

正式提出「神州五方五佛」的理念，分別對應全國東西南北中五個方位的五尊大

佛。香港寶蓮禪寺因擁有「天壇大佛」而享有「南天佛國」的美譽。 

「南天佛國」位於如同蓮花臺的大嶼山昂坪平原上，作為「南天佛國」的寶

蓮禪寺，背靠鳳凰山與彌勒山，山門之前,左有木魚峰，右有蓮花山與獅子石, 四

面環山，崗巒起伏，如同盛開的蓮花瓣，堪稱「蓮花聖地」、「嶼山勝境」。欣逢

太平盛世，香港荷花展第一次順利舉辦，展示華夏荷韻，可喜可賀。 

 

二、天壇(左)—「千葉寶蓮」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蘇東坡《水鏡回天錄》 

據《大智度論》說，蓮華有三種，依功夫之深淺而有人華、天華、菩薩華（佛

華）之別。人華者，泯然於芸芸眾生，僅十餘瓣而已;天華為人中蛟龍，蓮瓣多

達百瓣;菩薩華者，如佛祖釋迦牟尼，蓮瓣多達千瓣。這就是釋迦牟尼成道後在

千葉寶蓮上說法的緣故。《楞嚴經》因而有如下記載: 「爾時，世尊從肉髻中湧

百寶光;光中湧出千葉寶蓮，有化如來坐寶花中。」 

故事 

宋朝的蘇東坡居士因為人耿直，導致仕途不順，被貶到江北瓜州。在任上，

他和一江之隔的佛印禪師成為知交，經常談經論道，故而成為蘇東坡在公餘寂寞

時的心靈安頓處。 

有一天，蘇東坡坐禪時有了心得，自以為了不起，隨即寫了上面的五言詩偈。

他再三吟詠，得意非凡，想到佛印禪師看了這首頗具修持工夫的偈頌，一定會讚

不絕口，便趕緊派書僮過江，專程送給佛印禪師予以印證。 

誰知禪師看後，莞爾而笑，略一沉吟，批了兩個字，交給書僮封好帶回。 

滿懷期待的蘇東坡打開一看，只見禪師歪歪斜斜地寫了「放屁」兩個大字。 

「豈有此理！」蘇東坡拍著桌子，鬍子都氣得翹了起來：「我要找佛印去理

附頁 



 

論！」隨即叫書僮備船，親自過江去找禪師興師問罪。 

船才靠岸，便看見禪師站在江邊含笑相迎。東坡怒氣沖沖地吼道：「佛印！

你是一個有修養的出家人，怎可隨便惡口罵人？」 

「什麼？」禪師若無其事地問：「我罵你什麼？」 

蘇東坡一聽，臉脹得通紅，氣得說不出話，只顫抖著手，指著「放屁」兩個

字，讓佛印自己去看。 

禪師哈哈大笑道：「我的大學士！你不是自誇『八風吹不動』嗎？怎麼一個

屁就惹得你過江來了呢？」 

蘇東坡這才恍然大悟，只好低頭不語，唯有慚愧而已！ 

金庸先生點評說，佛家所謂的「八風」，是指利、衰、毀、譽、稱、譏、苦、

樂。這四順四逆八件事，吹得普通人團團轉，終生無休！即使是自以為有修持工

夫的蘇東坡，也被吹得亂了方寸。相反，只有佛陀才能徹底放下世間一切毀譽、

成敗、苦樂…… 真正達到「八風吹不動」的境界，故有資格「端坐」在由千瓣

組成的「紫金蓮」上。 

三、天壇(右)—「青蓮華眼」 

佛面猶如淨滿月，亦如千日放光明。 

目淨修廣若青蓮，齒白齊密猶珂雪。 

佛德無邊如大海，無限妙寶積其中。 

智慧德水鎮常盈，百千勝定鹹充滿。——《金光明懺法補助儀》 

因青色的蓮花，其葉修廣，青白分明，好像人的眼睛，所以拿來譬喻佛眼，

正如僧肇《注維摩詰經》雲:「天竺有青蓮華，其葉修而廣、青白分明，有大人

目相，故以為喻也。」 後世同樣常以「如來青蓮華眼」稱贊如來。天壇大佛的

青蓮華眼，雙目半開，垂視衆生，表達佛陀對苦難眾生的悲憫。大佛眉如初月，

線條柔和，兩眉之間，有一白如雪、軟若棉的毫毛，向右旋轉，代表佛向衆生宣

說真理正法。 

故事 

燃燈佛說法時，有一個叫善慧的隱士聽說此事，歡喜不已，立刻跑去想用鮮

花供養燃燈佛，可是這天全城的花都被大王買去供佛了。這時，他遠遠望到一個

青衣的王室女子提著一隻隱約露出一瓣蓮花的花瓶。善慧忙追上去並願意用身上

所有的五百文錢向這位青衣女子買七支蓮花。 

燃燈佛經過此處，善慧將七支蓮花散於佛前，這些花卻止於空中並不落地，

諸天龍等都來圍繞讚歎。燃燈佛走到善慧前，說：「善哉！善哉！善男子，你在

未來一定會成為佛陀的！那時你的名號就是釋迦牟尼佛！」 

善慧供養燃燈佛的青蓮，成為眾蓮花中最尊貴的品種，正如《大般涅槃經》

雲：「如水生花中，青蓮華為最；不放逸法亦複如是。」《大智度論》亦雲：「一

切蓮華中青蓮華為第一，一切陸生華須曼色第一。」 



 

 

四、菩提閣前小院—「並蒂蓮開」 

 

一莖雙花並蒂開，同根同源同一脈。 

千葉花果無盡藏，法界圓明遍如來。 

並蒂蓮也稱並頭蓮、同心芙蓉、瑞蓮，它並不是一個特殊的品種，而是兩朵

蓮花長在一個莖末端的現象，發生概率大約是十萬分之一。並蒂蓮之所以很罕見，

因為它無法通過人工培育完成，完全是花芽偶然突變產生，在受到某種特殊的外

在條件刺激，或者內部變異下，花芽會在一隻莖上變成兩個花蕾，可謂同心、同

根、同福、同生的象徵，自古以來便被人們視為百年好合、永結同心的祝福；吉

祥、喜慶的徵兆；善良、美麗的化身。所以說，看到並蒂蓮是一件讓人覺得特別

幸運的事情。 

池杉湖國家濕地公園位於江蘇省南京市六合區與滁州市來安縣交界處，總面

積達 6000 多畝，其中水面部分超出了總面積三分之二，以「一樹一鳥一花」為

題，貫穿一年四季。「一樹」即 5萬餘株池杉樹，「一鳥」即天鵝等近 190多種珍

稀鳥類，「一花」即 150 多個品種的千餘畝荷花。今年，池杉湖董事長韓匯山先

生得知香港荷花展的消息後，發願將千畝荷花中的並蒂蓮捐贈給香港市民，永結 

「蓮花開並蒂，蘇港結同心」之心願。 

五、大佛樓梯—「步步生蓮」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三界皆苦，吾當安之。 

 據佛經上說，悉達多出生時，天上出現九龍吐水，為小太子沐浴，花園裡清

香四溢，人天共慶。太子剛生下來，就能自己行走七步，每走一步，他的腳下就

湧現出一朵蓮花。太子右手指天，左手指地，大聲宣稱：「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三界皆苦，吾當安之」，這就是「步步生蓮」的來歷。 

大眾拾級而上，觀賞由泰國領事館捐贈的七十七盆荷花，同時以一顆禮敬佛

陀的心，一路仰望佛陀低垂的慈目。擁有一顆如蓮華般出污泥而不染的清淨心，

則人生必能如這條大佛樓梯一般，步步生蓮，步步高昇! 

六、大佛入門處—「花開見佛」 

願生西方淨土中，九品蓮華為父母。 

花開見佛悟無生，不退菩薩為伴侶。——《回向偈》 

荷花的生長過程要經歷萌芽期、幼苗期、立葉期，才能進入花果期，綻放出

芳香四溢的花朵。荷花 「出污泥而不染」的生長過程，與一個人去除私心的修

行歷程十分吻合。據《觀無量壽經》記載，阿彌陀佛為苦惱眾生提供了一個理想



 

的修行環境，即西方極樂淨土。發願往生到西方極樂國的眾生，由蓮花化生，時

刻沐浴在諸佛菩薩的德化中，與無數聖賢彙聚一處，共同生活、修行，過著無憂

無慮、無爭無染、清淨安康的日子。眾生隨其善根，有的蓮花經宿即開，有的蓮

花經於七日乃敷，還有的蓮花歷數劫方敷，最終都會心開意解，正如《回向偈》

曰：「花開見佛悟無生。」此處以「花開」喻人智慧的開展，而「見佛」則喻人

體悟到了實相、真理，說明隨緣而行，必能獲得輕安、自在的人生。 

七、地壇—「盛世荷花，福佑香江!」 

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 

結修根於重壤，泛清流而擢莖。——曹植《芙蓉賦》 

曹植的《芙蓉賦》使人聯想到香港獨特的區位優勢。香港地理位置極為特殊，

香港地圖倒過來看，狀如一朵芙蓉，修根於祖國大陸，擢莖於南海碧波。在中華

日益崛起的勢頭下，香港獨特的地利，以及市民的勤勉和善，造就了東方之珠獨

有的靈氣和香江的百年繁榮。 

疫情過後，諸事待興。為祈願香港繁榮穩定、祥和泰寧，寶蓮禪寺、香港園

藝學會和德之齋花茶書院，借荷花盛開香江之際，發起「盛世荷花·福佑香江」

2023香港荷花展。通過豐富的活動，在推廣園藝及綠化意識的基礎上，為賞荷的

香港市民講好中國傳統文化故事，啟發民眾的文化認同感，薰陶民眾的君子之風，

培養以蓮為師、潔身自處的高尚人格，以此助力香港的長盛不衰。 

 

八、地壇與彌勒殿前—「德香四溢」 

 

我以香花，供養如來， 

相好光明，德香四溢。 

據佛經記載，供養佛陀之物共有五十二種之多，其中以鮮花供佛最為普遍，

尤其是蓮花，具有「色好、多香、柔軟、細滑」等特性，為世人所喜愛。同樣，

一個人若能學會慎獨，謹慎從事，自覺遵守各種道德準則，便能擁有清新脫俗的

氣質，獲得快樂自在的人生。他所煥發出來的戒德之馨香自然能飄溢四方，普利

人天。 

正如《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雲: 「雲何是菩薩戒香充滿？譬如蓮華生時

隨處妙香廣布，菩薩亦復如是，所向國邑及諸方處，戒香芬馥廣布一切，是為菩

薩戒香充滿。」 

九、老山門—「荷擔使命」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蘇軾《贈劉景文》 



 

荷擔，也作「荷負」，擔負、承受之義。「荷擔使命」是形容人在肩負重任

時，彰顯出勇於承受和擔當的品格。書法家王羲之有言：「荷擔重而遠行，各自

揣摩」。「荷擔使命」的人，意志堅定、做事穩重，所以能夠不畏艱難，勇於承擔。

因此，人要有堅定的信仰、使命感、責任感和奉獻精神，始終無怨無悔地承擔任

務，才能成就大事業，為民族、社會、國家，做出自己的貢獻，並最終成就圓滿

的人格與人生價值。 

十、地壇與彌勒殿通道—「好運蓮蓮」 

富貴皆由命，前世各修因。 

有人受持者，世世福祿深。——《三世因果經》 

「一命、二運、三風水」的香港流行語,多少反映了人們對命運的敬畏。那

麼佛教如何看待風水命理呢？正如同大千世界中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我們

每個人都有各自不相同的「命運」，根源於各自的阿賴耶緣起。對普通人而言，

心一旦被貪瞋癡等不當念頭染汙，便會形成不健康的思維方式，對我們的行為造

成負面影響，因而形成每個人不同的命運軌跡，類似於民間所講的「命理」。佛

家故而主張，一個人應以蓮為師，出污泥而不染。自淨其意、福慧雙修，就會形

成好的命運軌跡，做事就會一帆風順、好運蓮蓮（諧音連連）。 

十一、彌勒殿前—「和(荷)為貴」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論語·學而篇》 

禮的作用，貴在能夠和諧人際關係。「荷」與「和」、「合」諧音，以「荷(和)

為貴」，是全人類共同的願望。對人生而言，以和為尊；對家庭而言，家和萬事

興；對社會而言，和氣生財；對世界而言，「協和萬邦」(《尚書·堯典》)則和

諧共生。在中華傳統文化中，荷花早已成為和平、和諧、合作、團結、聯合的象

徵。世界各國的相處之道，應該像荷花世界一樣，品種豐富多彩，「荷（和）而

不同」，卻又能以「荷（和）為貴」，共同組成清淨的荷花世界。 

故事 

隋朝時有三兄弟，他們的父母去世了，老大就打算把家產分為三份。結果所

有的東西都分好了，家門口的紫荊樹卻不知該怎麼分，三兄弟一同說：「不然就

把它砍成三份，這樣也公平。」結果才講完沒多久，這棵紫荊樹就枯死了。三兄

弟心想：我們要分家，現在又要把樹分了，樹已經感受到我們之間失和，不仁愛、

不友愛的關係，於是它當下就枯死了，可見父母應該不願意看到我們分離。後來

三兄弟決定住在一起，結果這個紫荊樹沒過多久又活了過來。連樹都可以感受到

兄弟分離時所形成的家庭失和，也能夠體會到當家庭中的每一份子都團結、和睦

時，家一定會欣欣向榮的道理，這提醒我們要切記「以和為貴」。 



 

十二、彌勒殿前休息區—「拈花微笑」 

 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壇經·行由品第一》 

相傳，佛陀在靈鷲山上為弟子說法前，大梵天王把一朵金色婆羅花獻給佛陀，

恭請佛陀說法。佛陀面對無數聽眾，拈起那朵金色婆羅花，笑而不語。大眾都在

沉思佛陀此舉之深意，會場一片默然，鴉雀無聲，唯有迦葉尊者微微一笑。佛祖

當即宣佈:「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

別傳，付囑摩訶迦葉」。這就是禪宗「拈花一笑」和「衣缽真傳」的典故。中國

禪宗亦將摩訶迦葉列為「西天第一代祖師」。「拈花一笑」的公案告訴我們，佛法

真義，言語道斷、心行處滅、開口便錯、動念即乖。唯有擁有一顆蓮花心的人，

才能真正明心見性，以心印心，領悟佛法真義。 

 

十三、彌勒殿前休息區—「微妙香潔」 

 極樂國土有七寶池，池中蓮花，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

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佛說阿彌陀經》 

極樂國土的蓮花有微、妙、香、潔四種美德。古人讚美蓮花，以「荷葉五寸

荷花嬌」來比其微，以「卷舒開合任天真」來狀其妙，以「風飄香袂空中舉」來

襯其香，以「出淤泥而不染染，濯清漣而不妖」來讚其潔。可見，蓮花不僅是佛

教文化中清淨無染的象徵，也是中國傳統文學創作中的典型意象。 

十四、丹墀的花壇—「寶蓮心開」 

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身心圓明不動道場。——《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

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普通人心隨境轉，心很容易受身外之物的影響，情緒隨之而波動。比如，當

別人講我們不好時，我們便生氣、難過。因此，受環境所左右的心，隨環境之改

變，心便時而焦躁、時而憂愁、時而恐懼、時而絕望，當然，心有時也會得意忘

形。然而心產生紛繁變化的結果都一樣：心隨境轉則苦海無邊。 

在佛教看來，一個快樂而有智慧的人，不是身邊沒有需要他面對的人事，而

是他面對人事時不受外境所左右，不會導致「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其心態能

夠保持從容而不慌亂，這就是佛教所講的「境隨心轉」的境界。一個人若能領悟

到這一點，便會把別人的誤解看成是磨練自己心智、昇華自己人格之契機，於一

念之間，寶蓮心開，化煩惱為菩提。這樣就能做到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以平常

心看待世間的悲歡離合、炎涼冷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和心境便能自然生

起，不為外界影響。佛門這種「境隨心轉」的人生智慧，使得我們能與佛同行，

笑對煩惱，即使一個人有麻煩時，也能擁有快樂的心境，這才是修行的真功夫。 



 

十五、大殿左側—「萬德莊嚴」 

稽首兩足尊，舉頭雙涕揮。 

靈山會未散，八部猶光輝。——蘇東坡《遊淨居寺》 

蘇東坡在《遊淨居寺》詩中稽首頂禮的「兩足尊」，指的就是福德、智慧圓

滿具足的佛陀。佛陀福慧雙修，外則修福以利他，內則修慧以自利，歷經很長時

間，方才成就「萬德莊嚴、智慧如海」的圓滿佛果。同樣，人生的幸福、事業的

成功，不僅需要智慧，更需要福德。福德的根本，就在於利樂有情、服務大眾。

以香港人熟悉的黃大仙為例，傳說他曾揮灑自己的血，而降下血雨拯救眾生免受

旱災之苦，因此積下大福德，贏得世人的尊敬。由此可知，一個積德行善、服務

大眾的人，無論走到哪裡，都會受到歡迎；無論做何事,都會有人相助，這都是

廣種善因收穫的福德果報。反觀現實生活中有不少懷才不遇的人，雖聰明能幹，

但為人過於精明而不肯吃虧，修慧不修福，善緣難以具足，故做起事來往往無人

相助, 勢單力薄，以致舉步維艱。荷花聖潔高雅，卻懂得修根於重壤，正是福慧

雙修之理的妙喻，以此點綴萬德莊嚴的佛殿，啟迪遊人發現一條通往成功的康莊

大道。 

十六、大殿右側—「智慧如海」 

求福還須求慧福慧雙全成正覺， 

愛教更應愛國教國俱興利眾生。——《侯定藩題永嘉田壟寺》 

禪宗初祖菩提達摩初到中原時，梁武帝便慕名而來，一見面就迫不及待地問：

「我平生一直致力於建造寺院、廣度僧侶、印經雕像、素食講經，是不是有很大

的功德呢？」菩提達摩如實回答：「毫無功德可言！」皇帝與祖師之間的對話，

因此不歡而散，成為一宗著名的禪門公案。 

人們在提到這一公案時，往往歸咎於梁武帝一心只求功德，而忽視了修慧。

誠然，梁武帝偏重於修福，難以領悟禪門直指人心的大智慧，是這次對話不歡而

散的主要原因。但換個角度思維，佛陀之所以能夠普渡眾生，是因為他擁有觀察

眾生根機而應機施教的超凡智慧。如果達摩也能像佛陀那樣，依據梁武帝的根機，

耐心啟發，諄諄誘導，讓梁武帝逐步認識到自己的不足，進一步取得其信任與支

持。那麼，他便無需「一葦渡江、面壁九年」，他的禪法也可以在社會的護持下

迅速具有廣泛的影響力，讓更多人受益。 

故而，佛陀特別強調智慧的重要性。唯有智慧，才能幫助一個人坦然去面對、

承受、化解人生旅途中的各種逆境，使人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活得輕鬆、瀟灑、自

在，超凡。無疑，「智慧」與「福德」猶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缺一不可。在

日常生活中，只要我們福慧雙修，以此來莊嚴我們的人生，則事業必有所成，人

生必有坦途。 



 

十七、大殿步梯—「廣修供養」 

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 

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 

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恒順眾生，十者普皆回向。——《大方

廣佛華嚴經卷·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春播一粒種，秋收萬擔糧。有耕耘，就會有收穫；有付出，就會有回報。在

佛教傳統中，把培福稱作種田，共有三種:  

(1)恩田: 父母長輩操勞養護、師長教導禮義，推動我們成長過程中實現身

心安定。正因為有他們，我們才能健全成長。可見父母師長的恩德很大，我們知

恩、感恩、報恩，就是在培植自己的福田。 

(2)敬田: 我們對佛法僧三寶的恭敬供養便是敬田，此種佈施福德最勝。因

為唯有三寶住世，佛法才能宣流，所有見到佛像、聽聞佛法的人，都能因此種下

清淨的因，通過修行讓種子慢慢成熟，最後脫離三途惡道，不再受輪迴之苦，這

樣的佈施供養，方能徹底解救眾生脫離苦難。故供養三寶，就是護持佛法久住世

間，無量眾生便能因聽聞佛法而得解脫。 

(3)悲田: 面對鰥寡孤獨的人、貧困無依靠的人、生病無法就醫的人、過世

後無銀兩埋葬的人，如果我們發心，捨出一定的錢財、心力與時間，資助貧窮病

弱的人，便是成就悲田的功德。 

「廣修供養」的理論基礎是知恩、感恩、報恩，其方法是以恭敬的心供養曾

幫助過我們的諸佛菩薩、父母師長、親朋好友，我們不僅是在幫助別人，而且也

是在幫助自己增長福報。 

故事 

阿育王是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一生南征北討，統一了印度。據說，

由於在征服羯陵伽國時親眼目睹了大量屠殺的場面，阿育王深深悔悟，於是停止

武力擴張，改而採用以佛法治國，使得國泰民安，開創了印度古代歷史上空前的

盛世。阿育王自己也為此深受臣民愛戴，擁有至高無上的權位。 

然而，到了晚年，阿育王身染重疾，臥病在床，自知不久於人世，向監國太

子三波提表達他最後的心願：施捨一些財物，積蓄功德，以求有一個好的來世。

此時，眾臣卻對太子說：「如果依照大王的心願施捨財物，國庫便會枯竭，今後

你靠什麼來治理國家呢？」於是太子便禁止任何人替阿育王把宮中的財寶拿出去

施捨。無奈之下，阿育王只能把自己吃飯的金碗佈施給雞園寺。太子見狀，令伺

者用銀器給阿育王進餐。阿育王吃完飯，又將銀器佈施給寺院。太子又令人將阿

育王吃飯的碗換成銅器，結果阿育王又將之施捨出去。太子得知後，再令伺者將

阿育王進餐的器具換成瓦器。此時，傷心的阿育王把眾臣叫到跟前，拿著吃剩的

半隻庵摩勒果問大家：「你們說，誰是天下的王？」眾臣齊聲回答：「當然是大王

您啦。」阿育王眼中噙淚、心中淌血，自嘲說：「我現在恐怕僅剩下支配半隻水

果的權力了。」然後令伺者將之佈施給雞園寺的僧眾。 



 

這則真實的歷史故事讓人沉思：不少人辛苦了一輩子，只知埋頭積累身外之

物，卻不知生命不會永存，身體會逐漸衰老。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們的生命

如同「皮」，票子、位子、房子、車子等身外之物只是皮上的毛。生命如果失去

了，身外之物也隨之失去了意義。臨終時，眼看著自己辛苦掙來的錢及獲得的地

位，卻來不及享受，更無法用它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心有不甘，卻又能如何？

所以，無論你現在積聚多少財富，官位有多高，臨終時，一樣也帶不走。若能領

悟到這一點，就能正確對待身外之物，趁著自己年富力強之時，善用自己的資源、

才智，為社會多做有益的事。 

十八、萬佛殿左側— 「明心」 

我今灌沐諸如來，淨智功德莊嚴聚； 

五濁眾生令離垢，願證如來淨法身。——《佛說浴像功德經》 

一顆小水晶，若是分別放進裝有紅、綠、藍色水的玻璃杯中，人們很容易誤

認為是一顆紅、綠、藍寶石。若是放進一杯汙濁的水中，人們更難一窺小水晶的

「本來面目」。若是放進一杯黑色的水中，人們根本無法發現杯中的小水晶。然

而，經過淨化處理，水變得澄清，小水晶的「本來面目」便會清晰地呈現在人們

眼前。 

同理，禪宗認為，我們的佛性如同水晶，人人本具，只因我們被貪、瞋、癡、

慢、疑等不正當的念頭所污染，很難 「看」到自身本有的佛性。佛家堅信，通

過禪修，心慢慢會安定下來，經過覺悟、觀照，被污染的心得到淨化。當清淨的

心一旦出現時，自然能見到我們本有的佛性，這就是明心見性。 

十九、萬佛殿右側—「見性」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封鎖； 

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宋．茶陵鬱《悟道詩》 

茶陵鬱在這首悟道詩中將「佛性」比喻為心中的明珠，本來清淨，任何灰塵

都無法污染它，是成佛的基因。只因一念之差，眾生迷失本性，如同灰塵覆蓋明

珠，自性的智慧之光無法顯現出來，任邪見控製我們的身心，於是起惑造業，苦

海無邊。一念悟，起正見，遮蔽在自性上貪瞋癡等煩惱塵，立刻轉染成淨、轉邪

成正、轉凡成聖，實現明心見性。正如惠能所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

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由此觀之，因人人皆有佛性，而眾生有千千萬，也

就有了千千萬萬個佛，萬佛殿中的萬佛便印證著人人皆有佛性的道理。 

故事 

傳說東晉涅槃經學者道生法師堅持「眾生皆有佛性」，甚至一闡提迦（佛教

用來稱呼不具信心，斷了成佛善根的人）也可成佛。當時因《大般涅槃經》下卷

尚未譯出，竺道生的觀點被視為邪說，因此被眾人趕出寺院。竺道生流浪到蘇州

虎丘山，聚石為徒，闡述「闡提成佛」的可能性。講到精彩處，群石受到感化而



 

點頭，後世遂有「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之美稱。後來隨著《涅盤經》的完整譯

出，印證瞭他的見解，此即頓悟成佛之說，在南北朝初期曾風行一時。 

二十、寶塔—「法身常住」 

法身常現寶塔品， 

空界似聞曇缽香。 

一個寒冷的冬夜，丹霞禪師到一個寺院裡投宿，在大殿中覺得很冷，就隨

手從佛座上請下幾尊木像，燃燒取暖。寺中僧人很快就發現了這位老和尚古怪

的行為，高聲責問：「佛像是用來拜的，你怎能拿來燃燒取暖?!」丹霞禪師說：

「我燒佛像是為了取捨利。」這下更讓寺僧犯迷糊，「木佛焉有舍利？」丹霞

禪師說：「既然木佛燒不出舍利，多燒幾尊又何妨?!」 

泥塑木彫縑彩畫，堆青抹綠更粧金； 

若言此是如來相，笑殺南無觀世音。——道川《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 

這首偈頌為丹霞禪師燒佛像的故事給出絕佳詮釋: 佛像並不是佛的真身。

一個人若將佛像視為真佛，便是心外求佛。只有徹底破除對外在之相的執著，

才能悟到心中的無相真佛——法身佛。禪寺中的寶塔，用來供奉高僧的舍利，

是修行人功德煉就的結晶，蘊藏著巨大的生命能量，使受到感應的人獲得不可

思議的加持力。我們若能以一顆虔誠、向善的心瞻仰聖者的舍利，與之交相感

應，便等同佛的法身在說法，必能獲得舍利的加持，開啟智慧人生。 

二十一、樸初堂外—「孤峰頂上」 

若無世間愛念者，則無憂苦塵勞患， 

一切憂苦消滅盡，猶如蓮花不著水。——《雜阿含經》 

趙樸初居士與寶蓮禪寺有大因緣。自 1981 年天壇大佛工程動土以來，趙樸

初居士從大佛的藝術造型、佛身澆鑄、整體安裝和大佛圓頂，到引進中國航天部

南京晨光機器廠承建，及為建大佛籌款和開光，無不親力親為，終於築造成了熔

古今佛教造像藝術與現代科技於一爐的天壇大佛。趙樸初居士這種「人在紅塵浪

裡,心在孤峰頂上」的人間佛教思想，生動地詮釋出在塵世中歷練的品格，即用

一顆出世的心去面對世間的事務。「猶如蓮花不著水」，展示了其出世入世不二的

精神，彰顯出學者的風骨，禪者的境界，文人的事業，社會活動家的風範。 

二十二、車道—「連（蓮）貴子」 

古道荷田田，祖蔭複綿綿， 

連蓮生貴子，德馨香且潔。  

傳說，一個善良的女孩為了躲避戰亂，逃到荷塘中，以蓮花、蓮葉做掩護，

保住了性命。更幸運的是，她在荷塘中還遇到了一個風姿綽約、德行高潔的貴族



 

青年，同樣在此避難。最終，兩人結為夫妻，生下一個聰慧可愛的孩子，被世人

稱為「連蓮貴子」。 

「連蓮」即連綿的荷葉與荷花，荷花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質，在佛教和

儒家經典中，都被視為品格高尚、德行聖潔的象徵。名門貴族祖上世代積累的深

厚陰德，就像荷塘中的荷葉與荷花一樣連綿不絕。 

此處景觀，以古道兩側的連綿荷葉，比喻貴族世家的祖蔭不絕，並以「連蓮

貴子」為喻，祝福香港民眾乃至中華民族的下一代，出類拔萃、前程似錦。 

二十三、七寶蓮池—「連（蓮）年有餘（魚）」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漢樂府《江南》 

年年有魚是 「年年有餘」的諧音，可謂中國傳統祈福吉祥最具代表性的成

語之一，若借助圖畫則生動表現出祈福吉祥的場景。圖中不光要有蓮花或蓮藕，

還要有魚，即 「蓮連有魚」，代表生活富足，每年都有多餘的財富或食糧。我們

期盼借此處景觀祝福有緣之人家庭美滿、健康富足、年年有餘、好運連連。 

故事 

玉皇大帝令龍王緊急調水速降於共光，龍王收到玉皇大帝命令後，即刻從海

上調水速降於共光，可粗心的又緊張的龍王不小心使海裡的鯨魚墜落於共光。龍

王怕玉皇大帝責怪，便聲稱他派鯨魚到共光，祝福百姓能年年有餘，並請求玉皇

大帝將這條魚任命為魚神，讓人間太平，年年有餘。 

二十四、鍾樓(展廳)—「佳藕(偶)天成」 

夫婦是前緣，善緣惡緣，無緣不合； 

子女原宿債，討債還債，有債方來。 

佛家常說: 「法不孤起，依緣而生。」其意為，世間的萬事萬物都不可能單

獨生成，而是由種種因緣和合而成，無一例外。夫妻也是如此，是曆世積累之因

緣而成就的天作之合，古人因而把結婚稱為「拜天地」， 感謝上天賜姻緣。夫妻

緣有善緣、善緣之別，夫妻便有了怨偶(耦)、佳偶(耦)之分，《左傳》因而云: 「嘉

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 

民間有云，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今生能有幸成为夫妻，

都是多世修來的福份，堪稱天作之合(天成)，仍天意安排的美满婚姻，理應相互

安慰，相互尊敬，彼此守望，忠贞不渝。只有这样的夫妇方堪称「佳偶」。 「佳

偶天成」， 心心相印，同心永结，必能成就幸福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