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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师生活哲学 ⊙ 智慧语录
高僧行仪风范 ⊙ 完整典载
从平实的步伐中，进入佛学、进入一代宗师圣洁的心境！
日记，是生活的痕迹，
是成长的写照、经验的记载，
也是一个人生命的历史。
大部分的日记是私密的，
或深植内心深处，或随着岁月泛黄⋯⋯
这是一份特別的日记，
来自众生，属于众生，
读《星云日记》，
仿佛进入一个开阔的胸怀，
一页内心*深层的省思⋯⋯

内容简介

失意时泰然，得意时淡然，
有事时斩然，无事时澄然，
处人时蔼然，
能如此则凡事就超然了。
本书为《星云日记》（第一辑十五册）系列丛书之第四册，分为“日日观音”、“全力
以赴”、“凡事超然”、“悲智双运”四部分。《星云日记》收录星云大师1989年7月1
日至1996年12月31日的日记，详细记载了星云大师每日的弘法行程、心得、计划等，熔
佛法、哲学、文学、慈心悲愿于一炉，实为一代高僧之心灵剖白与济世旅程，为现代佛
教历史的进展保存或提供了至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亦为吾人陶冶心性之良方、修养精
神之津梁，从中可获得许多做人做事的启示与新知。

作者简介



星云大师，江苏江都人，一九二七年生，十二岁礼宜兴大觉寺志开上人出家。一九四九
年赴台，一九六七年创建佛光山，以弘扬“人间佛教”为宗风，树立“以文化弘扬佛法
，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之宗旨，主张以出世的思想，
做入世的事业，“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致力推动佛教文化、
教育、慈善、弘法等事业。星云大师著作等身，撰有《释迦牟尼佛传》、《星云大师讲
演集》、《佛学教科书》、《佛教丛书》、《迷悟之间》、《往事百语》、《人间佛教
系列》、《人间万事》、《佛光菜根谭》等，并翻译成英、日、德、法、西、韩、泰、
葡等十余种语言，流通世界各地。
大师教化宏广，计有来自世界各地之出家弟子千余人，全球信众达百万之多。一九九一
年成立国际佛光会，被推为世界总会会长；于五大洲成立一百七十余个国家或地区协会
，成为全球华人*的社团，实践“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理想。大师除屡
获殊荣外，国际上亦德风远播，略举其大者如：一九七八年荣膺美国东方大学荣誉博士
学位；一九九五年获全印度佛教大会颁发的佛宝奖；二〇〇六年获香港凤凰卫视颁赠“
安定身心奖”；世界华文作家协会颁“终身成就奖”；二〇一〇年获“中华文化人物”
终身成就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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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星云大师写日记的风格，不同于一般人所写的日记，仅是柴米油盐、爱恨情仇等等。他
是用“心”去观察世间的千妍百态，更是从“心”的深度去作评论，引导世人向内心世
界作深层的探索。《星云日记》所揭橥的真谛，即是要人们以佛在心中的态度，去看问
题、提问题和评论问题。也就是明白指出，只要善心所至，即能广度众生。因此，我对



《星云日记》是以超脱尘俗的价值观去欣赏的。
——中国国民党荣誉党主席吴伯雄
我非常敬佩星云，因为他是一位最不像出家人的出家人，最不像高僧的高僧。佛教讲“
障”，事实上我最怕和出家人或高僧接近，因为他们好像也有“佛障”，高高在上的姿
势，使我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慈悲，而我这位基督徒却很喜欢和星云大师接近。——著名
作家柏杨
当前这个社会最缺乏的就是令人仰慕的身教与言教；当前社会最需要提倡的就是大我与
大爱。《星云日记》正是融合了星云一身的身教与言教、大我与大爱。这套《星云日记
》是人生的大书，它不只是个人成长的写照，更是内心深处的省思，它透漏了作者的热
心、关心、用心。任何人读了这些日记一定会获得领悟、获得启示。——台湾天下远见
文化事业群总裁高希均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三月二日星期五
由于中午将陪同母亲返回香港，清早就忙着一些待处理的事情，约十一时许，才得空向
母亲请安，她看到我就说：“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都来过了。”我知道，这句话是指
我没有提早去向她问好。因为今天她老人家将要离台返乡，难免心里挂念。
在小港机场，幸好有位胡昭南先生帮忙，让母亲能坐上轮椅顺利登机。到达启德机场，
由美国来会合的国华兄、国民弟以及依如法师等来接机。
返抵佛香精舍，为母亲安单后，并请她好好休息。依如法师送来一份永护的传真，内容
大意说：De0Dapri(帝欧教授)希望于一九九一年元月七日至十一日在佛光山举行国际会
议，讨论主题——联合国对宗教和人权宣言所附属的计划。内容讨论全球教育，是针对
与各种意识形态的和平对谈，参加者均为美国有名的大学教授。
近年来，佛光山和西来寺经常协助各种国际会议的召开，如果我们欲提升佛教在学术上
和国际上的地位，这种会议是非常重要的。
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会长慈惠法师告诉我，目前文教基金会所办的国际佛学委托研究，一
年内可收到二十篇论文；由基金会支持的“云南大理佛教文化调查团”，将于七月中旬
由蓝吉富教授领队成行；十二月的第二届国际佛教学术会议以“现代佛教”为主题，在
佛光山召开；另外还有佛教青年学术会议将在一九九一年元月一日举行。
三月三日星期六
早上十点，约见了智一法师，他和我是幼年的同学，是过去曾主编过《香港佛教》的徐
老师，也曾在佛光山丛林学院授课，如今重披袈裟，和我谈及受戒和补戒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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