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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馬總統、立法院王院長、司法院賴

院長、監察院王院長、考試院伍副院長、新北

市朱市長、農委會胡副主任委員、林務局李局

長、今公老和尚(今能長老)、法鼓佛教學院校長

惠敏法師、諸位董事，以及今天參加中樞紀念

植樹活動的各位法師、護法居士、善知識大

德，大家早安，阿彌陀佛！

法鼓山非常榮幸，能夠成為今年農委會辦

理中樞紀念植樹活動的場地，並邀請到諸位貴

賓蒞臨加持，果東謹代表法鼓山團體表達歡喜

與歡迎之意。在佛教來講，樹的典故非常多，

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佛教的創始者釋

迦牟尼佛，他的出生在無憂樹下，悟道成佛在

菩提樹下，初轉法輪在鹿野苑林下，以及人間

行腳八十年最後的捨報示寂在娑羅雙樹下，這

些都與樹相關。其中，釋迦牟尼佛在樹下證悟

成佛，當時所依止的大樹，被稱為「菩提

樹」，又稱「道場樹」。從古至今，許多佛教

寺院都以菩提樹為道場樹。若從精神意涵來

講，道場樹與菩提樹並沒有特定樹種，凡是有

修行人在樹下成道，成就修行者成道的這棵

樹，便是菩提樹。

在法鼓山，我們期許所有的樹，都能夠成

為菩提樹、道場樹。今天諸位貴賓蒞臨法鼓山

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所植下的樹苗，事實上也是

散播種子。而每一棵樹的成長，都需經過播

種、萌芽，向下紮根，向上生長。從今天開

始，這群小樹苗來到法鼓山，我們會慎重提供

「適才適所」的環境，給予它們最需要的成長

養分。

法鼓山最具代表性的樹，即是圖書資訊館

前的七棵老雀榕。當時恩師聖嚴師父為保護這

七棵雀榕，特別將圖書資訊館轉向、退讓，融

合環境，就是考量生態環保。事實上，樹與建

築，以及所有的人、事、物，都是生命共同

體。而這七棵老雀榕，是環保理念的落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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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鼓山珍貴歷史的一部分，是聖嚴師父口中

的「七如來」。

世間所有人、事、物，皆是生命共同體，

都必須互敬、互諒、和諧、包容，自然充滿希

望與光明。佛經有個「人中樹」比喻，形容佛

的清淨光明，如大樹一般，護佑一切眾生，而

又利益一切眾生，主要便是幫助眾生解脫熱

惱，而得清涼自在。這是我們從植樹、從佛法

得到的啟發。祈願未來法鼓大學每一位學子，

都能學習並展現「人中樹」的精神，真正為社

會、為台灣、為世界和平，利益一切眾生。

再次感恩，今天各位嘉賓種下的小樹苗，

亦是大學之樹、大學的新生。看到今天的活動

主題「植樹造林　呵護台灣」，我們也要「珍

惜台灣」。我常到國外關懷，益發覺得台灣真

好，雖然從媒體報導的角度，我們的社會有點

紛亂，但是如果能夠正面解讀、逆向思考，這

些有待改善及提昇的地方，正是成就我們成長

的動力，就如同主持人剛才所說，一切人事物

因緣，均是修福修慧的助道資糧。我自己也從

佛法獲得啟發，願以「信願行十力」與大家共

勉：「盡心盡力，隨緣努力。轉化壓力，成為

助力。開發潛力，保持毅力。凝聚向心力，展

現生命力。有願就有力，彼此共勉力。」阿彌

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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