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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記錄日期：      頁數：第１頁 

 

 

 

 我聽過生命鬥士               的故事，他們的精神值得我學習。 

 今天我看了生命教育影片：                          ， 

我覺得很感動，我想跟誰：                  分享生命的故事。 

 我是否會支持捐零錢幫助別人的行動，寫會或不會： 

 

 看完慧禮法師在非洲蓋孤兒院的影片，最令我感動的情節或畫面是什麼？為什麼？ 

 

 

 

 

 

 

 

 看完這部生命教育影片故事，我想分享心得感想 

 

 

 

 

 

 

 

 

 我想分享的生命影像畫面或分享的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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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生命歌曲 

活出生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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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生命教育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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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生命教育影片介紹 

和尚爸爸-慧禮法師在非洲蓋孤兒院的故事 

一九九二年四月，南非布朗賀斯特市市長漢尼博士帶著土地捐贈合約抵達台灣佛光山，

將六公傾土地贈與佛光山，請求佛光山派遣徒眾到非洲弘法，讓佛陀的智慧法水可以照 耀非

洲。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慈悲為懷，秉持著「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願

力，接受漢尼博士的土地和請求。捐贈儀式過後，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集合全山大眾問

「有誰願意到非洲去弘法？」 

 非洲，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國度，對於深處佛教蓬勃發展的台灣，宗教情操正在培養成長階

段的僧眾，是一個想都沒想過的地球遠方，更遑論發願前往。現場一千多名弟子，一片靜默，

幾分鐘之後，從大眾中一隻手舉起，用堅定厚實的聲音說：「我去！」這一舉手，一句「我

去」，震撼了當年的佛教界，讚嘆聲四起，報章雜誌隨著義無反顧的一聲「我去」的承諾，

及後來「五世埋骨非洲」的願力，爭相報導，這位僧團中長期沉默安靜付出的勞動出家僧眾，

霎時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因緣的轉換，十九年過去了，當初一個舉手承諾「我去」，是

一時的勇敢；十九年後的今天，掌聲消失、鎂光燈退去，讚嘆聲換成了質疑；祝福變成了生

生勸退的善意。但是，他依然堅持當初的承諾，踩著不被理解的腳步，在非洲的各個角落行

腳，成為非洲百萬孤兒口中「佛祖派來的爸爸」。 

  有人稱它是「非洲佛教之父」、「佛教史懷哲」，二ＯＯ四年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的熱愛

生命獎章也頒給了他，但他說：「我是真正的黑奴，黑人的奴隸，一個國際乞丐。」出家僧

另一稱號叫做「乞士」，乞求食物以長養色身；求乞佛法已長養慧命。而它，奔走國際化緣，

只為了非洲四處流浪的百萬愛滋遺孤，十九年前被受推崇的法師，十九年後，幾乎已經被忘

記，他是：慧禮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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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佛教五十年來，從山林道社會，從遠離人群到人間，時代更迭變遷，出家人不再是

苦行托缽，而是和社會時代連結的入世族群。 蓬勃發展的佛教，不再是貧窮得出是印象，而

是許多現代人生活的一部分。隨著社會經濟的富裕和信仰的多元，出家人的形象和社會更能

也跟著改變。五十年來的台灣佛教，在隨國民黨軍隊來台的出家僧人領導下，將傳統嚴謹的

寺院叢林戒律生活建立，並且積極投入僧伽教育工作，以「人間佛教」、「創立人間淨土」

為精神宗旨，帶動台灣佛教一片欣榮，也造就了無數優秀的出家僧眾，慧禮法師也就在這一

波「人間佛教」思想教育浪潮中成就的優秀僧眾。 

  然而佛教終究還是屬於較為傳統保守的修行涂進，即便五十年來的佛教已經過一番改

革，走出山林，但一心巷道、自了生死輪迴意願的出家僧眾仍舊屬於多數，相較於早年從西

方國家遠道而來台灣生根的傳教士精神，仍舊少了些為道忘軀的宗教情操。所以當筆者問慧

禮法師說：「為甚麼想到那麼遙遠而且陌生的非洲去？」時，他說：「五、六Ｏ年代，台灣

正是貧困的時候，已開發國家如歐美各國約有一千兩百多名神職人員，如天主教神父、修女

及基督教牧師來到台灣，終生奉獻在台灣，深入山林偏遠地區，創辦教堂、醫院、孤兒院、

救濟院、安養院、學校、急難救助......，協助農業社會時期窮困的台灣社會，四十年後的現在，

台灣經濟富裕，社會安定，有很大一部份需要感謝這些西方來的神職人員，而因此受惠於當

年西方宗教的台灣人，已經有能力了。應該換我們回饋給苦難中的第三國世界國家。」 

  這樣一個單純的回饋信念，讓這個出生在台灣屏東農村鄉下、與一般僧侶無異的出家人，

遠離台灣，奔走國際間；從三十幾歲的烏絲到滿頭白髮；從一個念頭到一所一所孤兒院的建

立，全身心投入非洲慈善和愛滋遺孤的教養，並發願五世埋骨非洲，誓願讓黑暗大陸成為人

間淨土。 

資料來源：行腳非洲的和尚爸爸書籍，普賢教育基金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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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生命教育教材網路資源 

 

 利用搜尋引擎網站：http://www.google.com.tw/ 輸入生命教育教材 

 

找到教育部生命教育學習網：

http://life.edu.tw/homepage/new_page_2.php 

 

找到生命教育教材－活出生命的色彩－樹德家商： 

http://www.shute.kh.edu.tw/~101life/  蔡雪媚師編撰 

 

 

 

 

生命教育 | MWR 世界宗教博物館： 

http://www.mwr.org.tw/content/activities/life/matter.aspx 

 

http://www.google.com.tw/
http://life.edu.tw/homepage/new_page_2.php
http://www.shute.kh.edu.tw/~101life/
http://www.mwr.org.tw/content/activities/life/matt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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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教學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