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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聯合會與廣東省佛教協會、澳門佛教總會合辦的「首屆粵港澳大灣區禪宗

六祖文化節」，2023年10月31日至11月5日一連六日在香港及廣東省舉行。本刊

上期介紹了香港系列活動的精彩花絮，今期繼續回顧11月2日下午起在廣東舉辦的一系

列活動。香港佛教聯合會由執行副會長衍空法師、秘書長演慈法師率領，一行四十多位

法師及居士出席了在內地舉行的活動。

由

粵劇《南國菩提》  禪味十足

11月2日下午，由香港荃灣的西方寺出發，首站來到六祖惠

能弘法、圓寂之地—廣東雲浮國恩寺。晚上，眾人一齊觀看粵

劇《南國菩提》，了解一代宗師六祖惠能的無上德行和智慧。

廣東省佛教協會常務副會長、國恩寺方丈如禪法師指出，六

祖惠能生於雲浮新興，黃梅求法、東山密授、光孝剃髮、南華卓

錫、新興圓寂。他的一生正好圓滿地在自己的故鄉，畫出了一個大「圓」。他創立的禪宗

文化，成就佛教中國化。本會秘書長演慈法師致辭時感謝大會精心安排，同時感謝《南國

菩提》製作及演出單位發慈悲心，將六祖惠能的故事搬上舞台，與大眾廣結佛緣。

參與國恩寺迎祥法會及參觀珍寶館

11月3日上午，粵港澳高僧大德參與國恩寺舉辦的「祈願世

界和平國泰民安迎祥法會」。主法法師包括：中國佛教協會副會

長明生法師、靜波法師、賽赤．確吉洛智嘉措、五臺山佛教協會

會長昌善法師、廣東省佛教協會常務副會長宏滿法師、如禪法

師、禪宗四祖寺方丈明基法師、澳門佛教總會副會長寬靜法師、

廣東省佛教協會副會長光秀法師，以及廣東省佛教協會副監事長

印覺法師，共同祈願世界和平、國泰民安、人民幸福。

祈福活動完結後，交流團參觀了寺內的珍寶館。雲浮歷史悠久，人文昌盛，館內藏

有許多珍貴佛教文物，包括佛寶舍利、古代佛像等。

▲《南國菩提》是廣東香山粵
劇 團 於 2 0 1 3 年 、 六 祖 惠 能 圓
寂一千三百周年時所創作之大
型粵劇作品。（圖片提供：廣
東省佛教協會）

第一站：雲浮國恩寺

▲國恩寺舉辦的「祈願世界和
平國泰民安迎祥法會」（圖片
提供：廣東省佛教協會）

走訪廣東寺院 追尋六祖弘法足跡

首屆粵港澳大灣區禪宗六祖文化節內地節目巡禮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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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高僧大德開展「祖庭香林」植樹活
動（圖片提供：廣東省佛教協會）

2023碩博法師懇談會暨第二屆「曹溪禪」開幕式

11月4日上午，「首屆粵港澳大灣區禪宗六祖文化節系列活動

南華禪寺站」在南華禪寺曹溪講壇舉行。在開幕式上，南華禪寺方

丈法廣法師致歡迎辭時表示，曹溪南華禪寺建寺一千五百多年，歷

史文化積澱深厚，素有「東粵第一寶」之稱。禪宗六祖惠能在此開

法傳禪37年，培養眾多優秀弟子，留下著名《法寶壇經》。其不壞

真身，莊嚴地坐鎮祖庭上千年，默默地加持着十方有緣人。

衍空法師致辭時稱，現時世界流行的「正念禪修」就是源於六

祖禪法，對改善人們當下的覺察能力、靜觀自己、心念和情緒，以

及放鬆身體、緩解情緒有着積極的作用。

南華禪寺：參觀歷史文化展、瞻仰「六祖真身」、植樹活動

開幕式後，交流團參觀南華禪寺內的「千五春秋，百代傳承」歷史文化展。是次展

覽展出南華禪寺歷代珍藏53件／套，均未曾公開展出，非常難得。其後，一行人前往

六祖殿瞻仰「六祖真身」（六祖造像以六祖惠能的肉身為基礎，夾紵法塑造而成），並

於殿內頂禮三拜，再往天王殿外的草地開展「祖庭香林」植樹活動，共同綠化祖庭。此

次南華禪寺從雲南移植一株五六百年樹齡的高大菩提樹，並種植兩株無憂樹，寓意佛陀

在無憂樹下誕生。

第二站：韶關南華禪寺

▲ 法 廣 法 師 （ 圖 片 提
供：廣東省佛教協會）

▲ 衍 空 法 師 （ 圖 片 提
供：廣東省佛教協會）

▲內地地方領導和高僧大德手持蠟燭心燈，共同宣佈南華禪寺站活動開幕。

▲交流團於南華禪寺參觀「千五春秋，百
代傳承」歷史文化展（圖片提供：廣東省
佛教協會）

▲ 交 流 團 於 六 祖 殿 瞻
仰「六祖真身」

02



雲門山大覺禪寺500人禪修體驗

11月4日晚上，交流團及其他獲邀參禪者合共500人於雲門

山大覺禪寺釋迦佛塔四周進行禪修體驗活動。禪修開始前，雲門

山大覺禪寺方丈明向法師特別作出禪修開示，鼓勵參禪者多練

習，返觀自心、放下執着。整場禪修歷時60分鐘，活動包括圍繞

佛塔行禪，以及在佛塔內外坐禪等，現場鐘板悠揚、清靜莊嚴。

雲門山大覺禪寺建寺1100周年慶典

11月5日，中國禪宗五宗之一「雲門宗」發祥地雲門山大

覺 禪 寺 隆 重 舉 行 「 雲 門 山 大 覺 禪 寺 建 寺 1 1 0 0 周 年 慶 典 」 。 開

幕式前，與會領導和高僧大德帶領四眾同仁在源公圖書館前舉

行升國旗儀式，並為雲門禪宗文化研究院揭牌。

廣東省佛教協會常務副會長、韶關市佛教協會會長、雲門山大覺禪寺方丈明向法師

致開幕式歡迎辭時表示，雲門宗開宗建寺以來，雲門祖庭高僧輩出，無數祖師為禪宗文化

的傳承披荊斬棘、奮勇前行；未來，雲門山大覺禪寺將沿祖師大德指引，繼續在推進佛教

中國化方面作出貢獻。

本會執行副會長衍空法師致辭時表示，雲門山大覺禪寺是傳承雲門宗法脈的重要道

場，由六祖惠能下七世弟子文偃禪師所建。千多年來，對於佛教禪宗在嶺南地區乃至全國

的傳播和發展有着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第三站：韶關雲門山大覺禪寺

▲

升國旗儀式時，與會嘉賓在源公圖書館前唱國歌。（圖片提供：廣東省佛教協會）

▲ 5 0 0 名 參 禪 者 共 同 參 與 禪
修 （ 寂 靜 法 師 拍 攝 ， 香 港 珠
海學院佛學研究中心提供）

▲明向法師向參禪者開
示（寂靜法師拍攝，香
港珠海學院佛學研究中
心提供）

▲與會領導和高僧大德攝於揭牌後的
雲 門 禪 宗 文 化 研 究 院 門 前 （ 圖 片 提
供：廣東省佛教協會）

▲雲門山大覺禪寺建寺1100周年慶典乃
中國佛教界大事，藉此因緣而舉辦圖片
展。（圖片提供：廣東省佛教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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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導人們要廣行布施，利己利人。香港佛教聯合會自成立以來，舉行過無數次賑

濟除災的法會，並為受災地區或罹難人士籌款。本刊過往五期已簡介了香港佛教聯

合會自1991年至今的相關善業，今期繼續回顧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法會和籌款活動。

佛

香港佛教聯合會賑災籌款活動（六）香港佛教聯合會賑災籌款活動（六）

法會／籌款日期 法會地點 本會連同
各界捐款法會名稱／籌款目的 備註

1981年9月4日 本會二樓港九新界地方意外罹
難人士超薦法會 /

本會鑑於本年以來，香港地方
意外事件時生，如沼氣致命、
海浪溺亡、公路車禍、劫案殺
害，死難者頗多，本會為此啟
建法會超渡亡魂。

1962年9月 /為颱風溫黛襲港受影
響市民籌款 16,000元

1962年9月1日，颱風溫黛襲
港，造成183人死亡。本會發
起募捐，將所得善款轉交有關
部門作出支援。

1972年12月 鑽石山大磡村
木屋區

向大磡村火災災民派
發慰問金 4,380元

1972年12月6日，九龍大磡
村發生大火，約三千人無家可
歸。12月9日，本會在大磡村
街坊福利會派發慰問金，每戶
港幣10元，共派給438戶。

1972年7月13日
至14日 跑馬地馬場本港雨災及海陸空罹

難超渡法會 /

1972年6月15日，國泰航空
一 架 從 新 加 坡 起 飛 回 港 的 航
班，飛至越南上空發生爆炸，
共8名香港人罹難；同年6月
18日，本港發生「六一八雨
災」，造成約150人死亡。本
會為此舉行超渡法會。

1963年5月26日
至28日 跑馬地馬場香港佛教同人祈雨法

會 /

1963年降雨量只有901.1毫米，
是香港天文台有紀錄以來最低
年降雨量。同年5月2日起，水
務局分階段實施制水措施。香
港佛教人士舉行祈雨法會，由
本會時任會長筏可法師主法。

1960年1月18日
至21日 跑馬地馬場香港馬場超薦法會 /

1960年1月1日元旦日賽馬，
跑馬地馬場有兩位騎位墮馬受
傷；1月2日賽事期間，騎師
司馬克墮馬喪生。本會於馬場
啟建法會，為香港有賽馬以來
首次舉行。

▲ 1 9 7 2 九 龍 大 磡 村 發 生 火
災 ， 1 2 月 9 日 本 會 時 任 慈 善
福利會委員主任茂蕊法師在
大磡村街坊福利會向災民派
發慰問金。

▲ 1 9 7 2 年 7 月 1 3 日 至 1 4 日
一晝兩夜的「本港雨災及海
陸空罹難超渡法會」，由香
港賽馬會借出跑馬地馬場舉
行。

▲1963年5月26日於跑馬地
馬場舉行的「香港佛教同人
祈雨法會」，眾人同心祈求
降雨解旱災。（相片提供：
曾璧山（崇蘭）中學）

▲ 1 9 6 0 年 的 「 香 港 馬 場 超
薦 法 會 」 ， 1 月 1 8 日 下 午 五
時開壇至21日晚圓滿，一連
作法三日四夜，場內設七個
法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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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作為國際大都市，然而社區內卻潛藏着不少「隱蔽長者」。他們的家庭及朋輩人

際網絡非常薄弱，往往只會被動地接受幫助。根據扶貧委員會的界定，「隱蔽」長

者是「與社會隔離，身處弱勢，而又未能獲得現有服務及支援的長者。」

這些「隱蔽」長者往往因身體機能退化，行動不便，因而形成社交孤立。有些家庭，

子女要忙於工作，無法花太多時間陪伴年邁的父母。近年移民潮出現，間接令更多長者留

守「空巢」。此外，一些獨居長者習慣獨自生活，對結交朋友沒有興趣，甚至不願接受別

人的關顧。

現今社區鄰里關係疏離，長者得不到鄰居的關顧；加上他們對電子產品認識少，不能

從電子媒體中了解社區的支援網絡，使他們的生活更形孤獨。

如發現長者有以下特徵，她／他可能是「隱蔽長者」：

1. 獨來獨往，缺乏社交，不願與人溝通。

2. 自理能力薄弱，身上或有異味。

3. 行動能力較差，步行緩慢，甚少外出。

4. 對社區內的服務、資源缺乏認識。

5. 缺乏家人關懷或照顧。

如 發 現 長 者 長 期 封 閉 自 己 ， 斷 絕 和

朋友交往，可向其住所附近的社區長者中

心尋求支援。香港佛教聯合會於灣仔、慈

雲山、葵涌亦設有長者鄰舍中心，為長者

提供專業的輔導和支援服務。當社工接到

個案後，會透過探訪或電話慰問，了解長

者的情況而進行評估。若有需要介入，社

工會因應長者的生活、身心健康的需求，

為他們提供相應的幫助；從而改善他們的

生活質素、強化社交網絡，以及讓他們認

識支援渠道。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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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關顧「隱蔽」長者！「隱蔽」

香港佛教聯合會現正招聘多個職位，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或掃描右方二維碼。

職位招聘香港佛教聯合會 www.hkbuddhist.org/recruitment

香港佛教聯合會長者鄰舍中心 電話 電郵 地址

佛教正行長者鄰舍中心
2325 2122
2321 1421

bchse@hkbuddhist.org
九龍慈雲山慈正邨正安樓地下C翼
九龍慈雲山慈正邨正暉樓地下2號

佛教張妙願長者鄰舍中心 2831 0819 bcmyse@hkbuddhist.org 香港灣仔謝菲道468號百達商業中心2樓

佛教傅黃合長者鄰舍中心 2494 7866 bfwhse@hkbuddhist.org 新界葵涌安蔭邨祥蔭樓地下

▲佛教正行長者鄰舍中心的
社工會定期探訪隱蔽長者，
並親自送出支援物資。

▲佛教傅黃合長者鄰舍中心
的社工鼓勵長者來到中心，
主動和社工傾談生活事。

▲佛教張妙願長者鄰舍中心
的社工上門為長者介紹區內
的支援網絡。



前有一個愚昧的男人，她的妻子儀容端正。他對妻

子十分鍾愛，可是妻子對他並不忠誠，在外有了情

人。她的邪淫心大，想依靠情人而拋棄丈夫。於是，她

找來一個老婆婆，對她說：「我走了以後，請弄一具女

屍放在我家，然後對我丈夫說，我已死了。」

老婆婆趁男人不在家時，弄來一具女屍。男人回家

後，老婆婆謊稱他的妻子已死了。丈夫馬上去看那具屍

體，相信這就是他的妻子，並嚎啕大哭起來。之後，丈

夫把女屍火葬，再把骨灰盛在一個囊袋裏，日日夜夜帶

在身上。

其後那個婦人厭棄情人而回到丈夫的家。她對丈夫

說：「我是你的妻子啊！」

丈夫說：「我妻子早已死了！你是誰？為何說是我

的妻子？」

雖然妻子再三解釋，但他還是不相信。

從

這個出自《百喻經》的故事，男主角「丈夫」比喻為那些受外道邪說迷惑的人，將錯誤

的觀念當作真理，執性不改（執着）。就算聽到正信的道理，也不願相信。

「執着」一詞本來出自佛教，《國語詞典》解釋為「將人、現象、思想、經驗等視為真

實不變，而生起貪着的心態」。它是煩惱的根源，試想想，如果一個人的想法、或看待某種

事物總是單一不變的，他的生活會是如何？就是惡習難改！人一旦抱有某種錯誤的想法和概

念，或有某種不好的習慣或行為，而又不聽勸告，不願改變，那麼就會帶着惡習生活，在生

活中吃盡苦頭。

執着者也不會有好人緣，因為他們不容易接受其他人的意見，也可能將自己的看法強加

於人，易與人產生矛盾。由於常常執着於某種結果，執着的人常會在條件不俱備的情況下強

求成果，在不得志下，常令到自己心灰意冷。《金剛經》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大

家要運用智慧，不要被執着產生的邪知邪見纏繞終生。

至此，可能有讀者認為怎麼不批評一下故事中的妻子，這有點不公平。是的，那位妻子

沉迷於邪淫之歡，自古至今，最後必然沒有好的結局。夫妻間的愛，必須專一、忠誠才會得

到真正的幸福。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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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光慈航中學的佛化活動向來精彩，上學年度就舉辦了別開生面的森林浴禪修活

動，帶領學生張開五感，徜徉於大自然懷抱，釋放平日沉重的學業壓力。有研究指

出，植物釋放的芬多精可強化人體免疫系統，只要我們多花時間深度享受大自然，呼吸

樹林清新空氣，都有助促進身體健康和改善心情。

佛 教大 光慈 航中 學位 於大 埔區 ， 該 校 佛 教 青 少 年 團 在 大 埔 滘 自 然 護 理 區 舉 辦 森 林 浴

禪修活動，由兩位老師擔任視覺、聽覺、嗅覺和觸覺的嚮導，

喚醒學生不同的感官，讓他們放慢腳步和專注感受，與自然界

建立深刻和充滿療癒力量的關係。

大埔滘自然護理區林木茂密，有過百種樹木交錯生長，乃

是有趣多樣的動植物棲息地。師生沐浴在大自然之中，恬靜地

感受森羅萬象的生命空間，身心得到深度放鬆；學生也藉此培

養深入傾聽、觀察、專注、解難等能力，有助提升自信心、同

理心和慈悲心。

中四學生徐小媚覺得平日生活節奏急促，今次有機會沉浸

於優美的大自然，讓她能放下平日功課和學業的壓力。去年插

班 的 中 四 學 生 葉 奕 鳳 則 認 為 ， 是 次 活 動 選 址 大 埔 滘 自 然 護 理

區，有助她加深認識學校所在及自己居住的社區，她說：「如

果沒有老師帶領，根本不會知道大埔滘這個好地方。」

佛

▲ 香 敏 儀 老 師 （ 上 ） 和 劉 家 發
老 師 （ 下 ） 為 學 生 敲 頌 缽 和 磨
頌缽

佛教大光
慈航中學

禪修×STEM
創科學習

英文提升計劃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森林浴 × 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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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介 紹 了 一 款 聲 稱 可 以 提 升 紅 血 球 、 白 血

球 和 血 小 板 的 湯 水 ， 湯 水 甘 甜 ， 材 料 簡

單。不管功效是否有用，但材料中的紅菜頭、白

蘑菇，確是被公認為健康的食材。

至 於 花 生 衣 ， 則 為 很 多 癌 症 病 人 口 耳 相 傳 的

食療材料。花生衣在一般藥材舖有售，其有效成

分是水溶性和揮發性，若浸洗太多或煲煮時間太

長，可能會流失有效成分。清洗花生衣時，清走

沙粒雜質之餘，花生肉也是要除掉。

友

08
心中美食 — 紅菜頭花生衣湯 資料由溫綺玲居士提供

問

答 答 案 當 然 不 是 。 生 薑 是 一 種 藥 食 同 源 的 食 物 ， 四 季 可

吃 ， 廣 泛 被 應 用 於 廣 東 人 的 日 常 飲 食 ， 如 豬 腳 薑 、 薑 母

茶、薑汁湯圓；炒菜、蒸魚亦會用到；亦是中醫師常用的中

藥材。

從中醫的角度，生薑性辛、溫，歸肺、脾及胃經，有溫中散

寒及活血散瘀的功效，能夠促進血液循環，增加身體的溫度，

能驅散寒氣；亦有助改善寒性病症引起的腹痛、關節疼痛。

由於生薑可以減少血液的黏稠度，對於婦女經血不暢、經痛或因瘀血引起的疼痛有一定

的緩解作用。生薑能夠促進消化液分泌，有助改善消化不良和胃脹氣滯等症狀，還能夠

疏通肺氣、可以止嘔、化痰及減少咳嗽等症狀。此外生薑含有多種抗發炎化

合物，能夠抗炎及鎮痛，減輕炎症引起的疼痛和不適。

生薑是常用的煮食材料，只要注意使用量，在飲食上注重均衡營養，四季皆

宜食用。如使用生薑入藥，因每個人體質不同，建議先向中醫師諮詢。

有一句諺語「冬吃蘿蔔夏吃薑」，那冬天是否不宜吃薑呢？

中醫信箱 香港佛教聯合會中醫服務  註冊中醫李秉祐

佛聯會
中醫服務

紅菜頭

白蘑菇

花生衣

龍眼肉

水

1個

 1盒

1量杯

數顆

5-6杯

材料

鹽 少許

調味料

做法

清洗紅菜頭，去皮，切厚件；白蘑

菇，切粒，備用。

清洗花生衣，擠水，備用。

紅菜頭、白蘑菇、龍眼肉放入煲內，

加水，煲約1小時；加入花生衣煲

30分鐘至2碗湯，再按個人喜好加鹽。

1.

2.

3.



你問我答解心結—安心有道(五)

我曾經遺棄倉鼠，間接令倉鼠死亡。請問我可以做些甚麼來贖罪？

新冠病毒第五 波 疫 情 期 間 ， 人 們 因倉鼠染疫而遺棄牠們（疫情初期，有寵物店倉鼠驗出

帶新冠病毒。 政 府 下 令 把 倉 鼠 「 人道處理」及呼籲市民交出新買的倉鼠）。雖然人類和

倉鼠染疫都很 無 辜 ， 但 是 疫 情 的 出現，確是眾生的共業。人類和動物共同生於地球上，

然而，面對疫 情 ， 人 類 比 動 物 幸 運。因為人類有醫療、社區等支援，所以佛教說人身難

得，是善道之一，就是因為人類的福報比其他動物多。

這件事可以讓 我 們 反 省 生 命 的 重 要性，並思考生命的可貴。在政府的要求下，市民遺棄

倉鼠是無奈之 舉 。 在 這 情 況 下 ， 我們可以誦經迴向牠們。凡是飼養寵物前，都要三思，

因這是一生一 世 的 承 諾 。 今 次 未 能照顧牠們終老是一個遺憾，將來若有機會飼養其他寵

物，會努力照顧牠們一生一世。

這 個 事 件 不 單 使 我 們 明 白 生 命 的 可 貴 ， 亦 讓 我 們 感 悟 日 常 修 行 、 恆 持 念 佛 迴 向 的 重 要

性。我們知道 ， 倉 鼠 都 有 生 命 。 既然我們對倉鼠的死感到難過，我們也可以嘗試將這份

慈悲心應用於 其 他 方 面 ， 例 如 嘗 試吃素，不吃眾生肉。所有生命都是可貴的，如果你能

夠為倉鼠的死而發心不吃肉，也是一種功德。

問

答

人死後，以海葬或紀念花園撒灰的方式殯葬，會否變成無主孤魂？

殯葬文化會隨 着 時 代 和 社 會 環 境 變遷而有所不同，例如由以前土葬轉變為火化，其後再

出現海葬或者 花 園 撒 灰 。 殯 葬 方 式沒有優劣之分，其核心思想都是「紀念」。我們的着

眼 點 不 需 放 在 如 何 處 理 先 人 後 事 ， 先 人 不 會 因 為 沒 有 安 置 其 骨 灰 之 所 ， 便 變 成 無 主 孤

魂。

「 綠 色 殯 葬 」 乃 大 勢 所 趨 。 香 港 地 少 人 多 ， 土 地 不 足 。 隨 着 時 代 改 變 ， 坊 間 甚 至 出 現

「雲端掃墓」 。 掃 墓 的 目 的 是 甚 麼？從佛教及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來看，後輩可藉掃墓

祭拜先人，生 起 孝 心 。 祭 祖 是 一 種德育及生命教育，藉着家庭聚會，教育下一代知恩報

恩，關懷父母或長輩，傳承感恩文化。

現今世代的人 似 乎 很 忙 碌 。 將 來 ，我們的後人可能真的會通過雲端掃墓，按一個按鈕便

完成拜祭。這 樣 的 「 掃 墓 」 似 乎 缺少了一種莊重感。然而，社會將來是否真的會普及雲

端掃墓，仍然 需 要 時 間 了 解 。 另 一方面，我們要了解，掃墓不是與先人面對面交流，但

掃墓有其深層 的 作 用 ： 只 要 有 後 人紀念先人，先人便不會變成孤魂野鬼；如果沒有人紀

念先人，即使 先 人 於 墳 場 有 安 置 之所，他們也會是孤魂野鬼。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當中的

分別。

問

答

年佛誕佳節，宏明法師、衍空法師、演慈法師在線上講座「你問我答

解心結」中，以佛法智慧為大家解開心結，希望大家福慧增長，得大

自在。新冠病毒疫情時期，香港社會的無常變化，令人心難安，憂慮漸增。

「安心有道」這個主題，今期由演慈法師為大眾作兩個開示。

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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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明(已故)

張譚聲(已故) 

LAM PO KEUNG 

李文良(已故)

李建中(已故) 

蔡玉寧 蔡珏豐

高碧玉 

陳洛志

劉琼 

賴文華合家 

謝B女小狗

陳張鴛鴦合家 

陳偉達合家 陳偉民合家 

陳偉程合家 

劉家東 陳寶珠合家 

ALEX CHAN T IM 

CHAN AMY LOU

JOHN STUART SHOSTROM 

LEE Y IN CHUI

MICHAEL W. MCCALL

何桂芳(已故) 吳順貞(已故) 

余逸揚 黃麗冰 余雋暉 

鄧鳳雯 余善恆 蔡永大 

蔡址謙 富怡學生服務中心

李亞轉 

李慧敏 李慧美 

林偉雄合家 

林麗冰 

洪肇旋 

張瑞娟合家

梁惠珍 

$400

$4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25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許肖霞

陳祖錫

黃月春 陳嘉儀

葉鈺輝 茹娉婷 

張笑琼 葉耀榮(已故)

鍾桂華合家 

顏美華 

鄭順木 曾荔花合家 

鄭青山合家 鄭寶坤合家 

鄭國華合家

邢邦昌(已故) 

謝修寶(已故)

盧禮翹 盧禮姿 

劉培鑫 柯蘭鳳 

蔡德君 蔡雅君 

郭敏婷合家

LAM NI

LEE SZE H IN 

王嘉毅 王嘉宏 

朱君勵(已故) 

吳明曉 

吳曼麗 

吳澤芳(已故) 

李天樂

李坤玲

李智坤(已故) 

李進益 陳碧華合家

李慧賢合家 

周楗忠合家 

林秀清

林惠貞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170

$150

$150

$120

$120

$11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林貽執 顏祝治 林勝群

范思准(已故) 

黃明月(已故) 

林保祥(已故) 

林莦香(已故) 

孫玉(已故)

馬文善 

馬英奇 

張再妙 

張秋忍 

盛惠君(已故)

莊禮嘉 莊禮誠

郭作珊 

陳月玲

陳浚華 林茵 陳知行 

陳潔冰合家 

麥建華 

彭新強 

無名氏 

程白弟(已故) 

馮卓餘 

黃美蘭 

黃億年 

葉瑞林合家 

潘錦玲(已故) 

戴清(已故) 

鍾志明 林鵬虹 

鍾展坤 林嘉儀 鍾沛澄 

蘇淑琼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劉金香

謝德棣 

GAIN BR ILL IANT LTD

王棠記有限公司

李秀華 

梁社光合家

陳朝鏗 

顏麗花

關中珵 

關中麟 

馮有方(已故) 

王洗治 陳元善(已故) 

林鄧玲(已故) 

鄧劉芳(已故)

林中文(已故) 

林錦文合家 林智健合家

胡翠珍 

馬麗玉

高惠忠 

張烏石 

陳偉瓊(已故) 

陳意(已故) 蘇永權(已故) 

麥佩琼 

劉幹臣(已故)

盧玉燕

盧秀平

蕭思莊 區蘭(已故) 

陳麗屏 蕭海男 蕭海成

駱駢駒 

戴德齊合家 

蘇國標(已故) 蘇錫強(已故) 

$2,000

$1,2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72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功德芳名 功德芳名 金額 功德芳名 金額 功德芳名 金額金額

鳴謝：結緣捐款，利益眾生，功德無量，本刊特別感謝以下功德主。

《佛聯匯訊》捐款鳴謝 (10月1日-10月31日)

＊因版面有限，捐款港幣$100以下之功德
主未能於此刊登及鳴謝。

收據姓名：

聯絡電話：

地址：

請將填妥之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或銀行存款收據正本，寄回：香港
灣仔駱克道33 8 號1樓 香港佛教聯合會

香港佛教聯合會盡力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中所列載的規
定，確保儲存的個人資料準確無誤，及有妥善的儲存方法。香港佛
教聯合會可能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包括您的姓名、電話、傳真、電
郵及郵寄地址），以作日後與您通訊、籌款、   
介紹活動  /  法物、邀請或收集意見的推廣用
途，您亦可以隨時要求本會停止使用您的個人

或更新資料，請隨時致電2574  9371。
資料作上述推廣之用途，費用全免。日後查閱

捐助項目   助印《佛聯匯訊》

帳戶號碼 恒生銀行 289 - 017766 - 001  
(課稅年度捐款港幣$100或以上，可憑本會收據申請扣稅)

捐款金額：
○ 現金 (請親臨本會捐遞，切勿郵寄，以免遺失)

○ 銀行存款 (請將存款收據「正本」寄回本會)

○ 支票  (抬頭請寫「香港佛教聯合會」，支票背

後請寫聯絡電話及回郵地址)

捐助人芳名：

(本會將於收款後下一期《佛聯匯訊》刊登捐款者芳
名 以作 鳴 謝，如 欲 以 其他 名字刊登，請在 下 面填 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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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
訂閱及助印

《香港佛教》

《香港佛教》於7-11便利
店、OK便利店、華潤便
利店及報攤有售，每本
售價港幣10元。

大愛庇祐顯慈悲 佛光普照耀香江—

天壇大佛開光30周年

十二月號現已出版！

*所有活動之安排，以主辦機構最新公佈為準

**因版面有限，欲知更多活動訊息，可瀏覽本會網頁www.hkbuddhist .org/act iv ity

法會及活動
活動名稱 

講座及佛學班

活動名稱 活動名稱 

人間佛教管理文化證書課程報名

The Master of Buddhist 報名

佛學研究文學碩士報名

報名

癸卯年梁皇冥陽兩利法會

癸卯年梁皇寶懺法會

頂禮《金山御製梁皇寶懺》

「佛光無邊」畫展

酬謝佛恩 

癸卯年歲晚酬佛恩

禮供諸天法會

時間

時間

19:00-22:00

09:00

09:30-16:00

14:30-18:00

09:30

09:00

癸卯年青山寺歲晚齋天法會

主持

講者

學院導師

究道格教授 、

金玟求教授、

姚治華教授、

陳劍鍠教授、

慧開法師教授、

勞格文教授等

宏明法師

常住法師

陳沛然博士

何曼盈博士

常住法師

內觀十日課程

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

香港中文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

電話：2209 0290

香港大學

佛學研究中心

電話：3917 5075

香港中文大學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電話：3943 1352

香港觀宗寺

電話：2669 3578

東蓮覺苑

電話：2572 2437

香港佛學研究所

WhatsApp：9333 6310

慈航淨院

電話：2691 1888

佛教青年協會

電話：2430 1821

青山寺

電話：2463 2629

香港內觀中心

電話：2671 7031

地點

地點 

九龍尖沙咀

加連威老道98號

東海商業中心

（東海教學中心）

香港薄扶林道

香港大學

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新界粉嶺

置福圍12號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

九咪半發業里8號

九龍佐敦道37A

德寶城商業中心15樓

新界沙田大圍

新田村1號A

新界屯門蝴蝶灣

觀音公園

新界屯門青山寺徑

新界大嶼山東灣

日期

2024年2月26日開學／

逢星期一

（1月22日截止報名）

2024年9月開學

（2月29日截止報名）

2024年9月開學

（2月29日首輪截止報名）

2024年1月4日至10日

2024年1月5日至7日

2024年1月13日至14日

2024年1月20日至21日

2024年1月25日

2024年1月25日

2024年1月28日

2024年2月7日至18日

日期

「送炭到泰北」四十多載
資深電視台公關—曾醒明

屹立於大嶼山木魚峰上的天壇

大佛，今年12月29日迎來開光30周

年。過去30年以來，每當社會或個

人遭遇一些巨變或挑戰，人們透過虔

拜大佛，得以渡過一個又一個難關。

大佛以無言說法，作為港人的一種心

靈支柱，有着安定人心的不思議力

量。

在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企

業傳訊部宣傳科工作42年、現於HOY 

TV任公關顧問的曾醒明，多年來除

以專業應對工作，同時亦無間斷地行

善。多年來他在電視台結下極多的善

緣，讓他的「送炭到泰北」善舉獲得

眾多圈中好友支持，一送就送了四十

多年。



萬家燈火映佛前　恍如智光永不滅

祈願世界和平　合家平安　吉祥如意　萬事勝意　身體健康

香港佛教聯合會沙田活動中心

登  記  表

申 請 人：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捐款項目： □ 百福綵燈：HK$280 x   　         盞 = $                     

□ 隨喜功德：佛前供花果香油 $                          (捐款不限)

百福綵燈功德芳名：         

收據抬頭：                            【□現金　□支票 (支票號碼：                        )】

(芳名掛在綵燈下方)      　【只適用於綵燈登記，不超過六個中文字】

本中心於2024年1月25日（農曆十二月十五）星期四及2月24日（農曆正月十五）星期六，

將開放給公眾前來禮佛，敬希事先查詢及預約。

掛燈日期： 2024年1月24日至2月25日     

農曆癸卯年十二月十四至甲辰年正月十六

費  用： 每盞HK$280

截止日期： 2024年1月24日 (額滿即止)

登記辦法： 請填妥下表，連同支票(支票抬頭請寫「香港

佛教聯合會」)，寄往香港灣仔駱克道338號 

1樓香港佛教聯合會收，或以現金、EPS、支票

親臨本會辦理。

查詢或預約： 2574 9371 (公關部梁先生／周先生)

優惠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