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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說，人死如燈滅，一死百了，那有來生？這 

 是迷的斷滅見。  

    也有人說，人有來生，一顆顆種子，種到泥土

裡，都會再開花結果，會有來生；人死以後，當然還

會再來做人，不會改變──這也是迷的常見。 

    說人死了以後沒有來生的斷見，和說人死了以後

一定會做人的常見，都不是人生的真理；人死不是如

燈滅，人死也不一定是做人，隨著業報因緣，五趣流

轉，六道輪迴，行善的人間、天上，行惡的地獄、惡 

鬼、畜生，這才是真實的人生。 

    一粒種子，播到土裡，在陽光、空氣、水分等因

緣具足下，就會生長、開花、結果，當然，怎可說人

死就沒有了？但是，從因到果，其中的緣分也是很重

要；如果只講因，抹去了最重要的緣，這是最大的迷 

惑愚癡。 

    本來是高官厚爵，只因作奸犯科，鋃鐺入獄為

因，牢獄的生活待遇，連猪狗都不如，從現世報看

來，人的一生窮通壽夭，即使人生，也有天堂地獄，

所行所為，都能影響禍福和幸與不幸，一切都能改

變，何況來世時間有春、夏、秋、冬，世界有成、

住、壞、空，心念有生、住、異、滅，人生有生、

老、病、死。宇宙和人生，甚至一切萬物都是環狀

的，好像時辰一再向前走，但是在十二小時中，它是

走不完的。等於人生，生也不是開始，死也不是結

束，向前走，也會回頭，不是直線的。所謂「一江春

水向東流。」日出日落，去了會再來，都是在說明人

有來生。人有來生才有希望，但是也要有善緣，善緣

善報，這就是悟者的世界。 

    其實「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來世果，

今生作者是。」欲知人有沒有來生？因果循環，你可

鑑古知今，你也可以現在推想未來，當下悟道，就可 

以知道三世一體、三千一念！ 

    人有沒有來生？業，維繫了生命的過去、現在、

未來，「莫以為作惡，來生不報；莫以為行善，來生

不償。」其實「善有善報，惡有惡報，不是不報，時 

辰未到。」 

    人類最大的愚痴，就是以為沒有來生，因為人有

隔陰之迷的關係，對未來沒有親眼看到，所以不相信

有來世。其實，空氣你也沒有看到，電波你也沒有看

到，甚至愛心也沒有看到，但是，你能說沒有嗎？ 

基因可以改變人種品質，善惡因緣可以改變人生未 

來，人世間的迷悟，不可不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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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般若心經要義」，永瀚法師於2010年1月9日，

再次到華府續講「觀自在」。你自在嗎？ 永瀚法師以

輕鬆的語氣帶出問題，並與信衆對人､物､事､錢､境

等有關「自在否」的討論。對人的自在？對事對物的執

著？對金錢的知足？對境的煩惱？面對能否自在，法師

以一首由星雲大師作詞的歌「心中的陽光」來鼓勵大家

心中要有陽光，並隨時隨地顯現正面與樂觀。法師表

示，真正的自在是隨時隨地都能身心完完全全的灑脱， 

不作其他念頭，並且超越人我與時空的。  

    永瀚法師以逆向思考的方式解釋心經的「心無罣

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離顛倒夢」。不自在的原

因是心有罣礙，心有恐怖及顛倒夢想。眾生因貪､瞋､

痴､慢，造成諸多煩惱，因為處處有障礙，心而有罣

礙。培養慈悲心，時時喜捨與常懷感恩，就能身心自 

在心無罣礙。其次，因畏懼名譽，生老病死及三惡道等

而心有恐怖。為免恐怖，要隨時觀照自己的身､口､意

及廣行善業。第三，因不合理的思想與行為，憂悲苦惱

而致顛倒夢想，如「四顛倒」: 常顛倒，無常認為有

常；樂顛倒，以苦當作樂；淨顛倒，以不淨為淨；我顛

倒，無我認為有我。得失隨緣，心不增減是遠離顛倒夢 

想之道。 

    永瀚法師勉勵信衆用「老二哲學」的思想來學習觀

自在。你對我錯，你有我無，你大我小，如此才能達到

一個真正自在的境界。法師祝大家永遠心中陽光普照，

時時調整自己，觀心自在，觀人自在，觀事自在，無論

什麼境界都自由自在。在短短的九十分鐘，永瀚法師簡

潔闡述如何自在與灑脫的奧秘。前來聆聽的五十多位信 

衆皆法喜充滿。 

質是短暫的，不真實，無常的，而 

且彼此相依相存。  

    永瀚法師詼諧的道出親身經歷

的小故事和巧妙的運用譬喻詮釋

「五蘊皆空」及「色不異空，空不

異色」。正因為世間萬象的根本性

質是空，才能因應因緣條件的變化

而不斷衍生其他現象，而使諸法的 

變化充滿各種可能性。 

    最後，永瀚法師以「諸法空

相」勉勵信眾在日常活中觀察空相

的本來面目。聽了這場精闢的佛學

講座，每個人臉上都浸潤法益的笑

容。期待下次因緣和合，再續法 

緣，聆聽「觀自在」。 

     國際佛光會馬里蘭協會於2009

年12月12舉辦人間佛學講座。邀請

協會輔導法師永瀚法師演講「般若

心經要義」。儘管當日寒風刺骨，

室內聽眾的心卻是溫馨喜悅的。永

瀚法師智慧的法語就像冬日的暖陽

照在每位聽眾。有近六十位的信眾 

前來聆聽, 聞法受益。  

    永瀚法師以「二十二年般若

談」開序。佛陀住世四十九年說

法，即有二十二年演說般若玄義。

「般若波羅蜜多心經」是萃取自

「大般若經」，雖只有二百六十

字，卻是大般若經的精華，也是大

乘佛教的思想核心。接著播放影片 

說明興建佛陀紀念館的殊勝因緣，

與參與「百萬心經入法身」全球信 

眾抄經活動的意義。 

    般若(Prajna)是智慧，波羅蜜

多(Paramita) 是到彼岸，心經是

經由智慧到彼岸的核心。永瀚法師

特別介紹現今廣為流傳的心經譯本

的翻譯者玄奘大師，他「寧向西方

一步死，不回東土半步生」赴印度 

取經的決心和過程之艱辛。 

    永瀚法師以簡潔獨特的觀點，

深入淺出的講授般若心經的「空

性」。從「什麼是空」，「四大本

空，五蘊非有」來說明宇宙諸法萬

象皆因「緣聚而生，緣散則滅」，

到「如何見空」.「空」不是世俗所

認為的「無」。 空是累積不同因

緣條件組合無實體。一切事物的本

永瀚法師佛學講座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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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里蘭協會於2010年1月9日假蒙郡議會大樓舉辦

「百萬心經入法身」抄經活動。有五十多位佛光會員 

及信眾一起抄寫心經。 

    大眾跟隨永瀚法師合

掌三稱南無本師釋迦牟尼

佛，開經偈，誦心經一卷

後，即 虔誠 專 注抄寫 心

經，歷時一小時。最後大

眾一起朗讀「為抄經聞法

者祈願文」，三皈依及四

句偈迴向後圓滿結束。 

    已經好幾十年沒有寫

書法的師兄師姐，對能重

拾 毛筆，參 加 此次的 抄

經，都有一份特別的親切

感。許多信眾也表示，抄經讓自己的身心都徹底放

鬆，感到祥和寧靜。 

    心經是民間流傳最廣的一部經。祈願祝禱多讀誦

此經。抄寫經文不但是現

代忙碌社會中一種自我修

持之道，同時具弘揚佛法

之功，又能功德回向給親

友和一切眾生，功德殊

勝。「百萬心經入法身」

將集大眾虔誠抄寫的百萬

部經文，奉納於台灣高雄

佛陀紀念館的大佛像中。

同時透過抄寫心經，發願

祈求世界和平，人民安 

樂，所求滿願。 

    北卡佛光山寺如菴法師連續兩次，於蒙郡議

會大樓會議室為華府信眾指導禪修。 

    如菴法師帶學員們做太極軟身，靜坐，數

息，調息，調心。隨後帶領學員經行。藉由經

行，在緩慢的行走之中將心念安住於一處，不受

自己的妄念及外界的環境打斷，清清楚楚明明白

白每一個跨出，著地及換腳。如菴法師開示，禪

修是要自我觀照並明瞭自身的起心動念。禪修可

以開拓心靈，啓發智慧，引導我們進入更超脫的 

自由世界。 

    學員也分享禪修心得及提出疑問。諸如為何

靜坐時全身發熱? 靜坐可否念佛? 可否平躺禪

修? 禪修是為幫助健康及精神提升嗎?法師亦為

諸多問題逐一釋疑。如菴法師表示，禪修中念佛

有助於攝受心念。禪修不同於一般的靜坐，除可

促進身體健康，幫助睡眠，但最主要的目的是明

心見性。禪修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訓練自己，行住 

坐臥都在禪定中。 

    由於受場地限制，這期禪修只收二十位學

員，多人向隅，深感抱歉。 佛光會將尋找更合

適的場地，以使更多的華府信眾體驗禪修。 

抄經 安頓身心   

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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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佛光山中美寺 國際佛光會幹部講習會 

    馬里蘭協會會長徐淑琴及會員共七人於2009年11

月14日赴休士頓佛光山中美寺，參加北美地區佛光會

幹部講習會及觀禮中美寺隆相和尚住持陞座典禮。佛

光山中美寺座落於休士頓Stafford市。寺院設計典

雅，建築古色古香，並有中國式園林環繞四周。 

    講習會課程精彩。首先由西來大學校長李焯芬為

大家講授「佛教教育對現代社會的貢獻」。接著佛光

會世界總會秘書長慈容長老講授「佛光人的養成教

育」。在分組討論中，世界總會財務長陳居居士與大

家分享協會財務管理及稅務問題。人間衛視總經理分

享媒傳的製作要領。

星雲大師並親臨與幹

部接心。大師慈悲開

放大眾即席提問。最

後大師以新年度的墨

寶「威德福海」勉勵

幹部推廣人間佛教，

奉行人間菩薩道。 

                                                                            

    11月15日上午十點中美寺鐘鼓齊

鳴，會場莊嚴肅穆。海內外各地佛教長

老､各界貴賓及信眾一千多人參加這場

莊嚴隆重的慶典。星雲大師主持陞座大

典時，首先宣讀法卷，並親自授衣､贈

法物，象徵佛法代代相傳。 

    大師表示，藉由「佛光普照三千

界， 法水長流五大洲」的信念，將佛

光山人間佛教傳遍全世界。今請隆相和

尚至美國休士頓中美寺任住持，乃是將

佛法西傳，促進東

西宗教文化交流。

隆相和尚一九八二

年於武漢歸元寺出

家，後任南京棲霞寺住持，也擔任過佛光山大覺寺住持。 

    隆相和尚當眾宣誓以師心為己志，宏揚人間佛法。 他慶幸能追隨星雲大師， 決心以

大師為榜樣。觀禮大眾最後以「讚僧歌」衷心祝賀隆相和尚住持陞座。 

  

隆相和尚住持陞座 

            永瀚法師(右三),依宏法師(右四)與北卡及馬里蘭協會會員們攝於中美寺 
 

  隆相和尚(左四),覺法法師(左五),休士頓協會會長趙辜懷箴(左三)及馬里蘭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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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卡佛光山寺參訪 

    迎春接福! 馬里蘭協會一行九人於2月13日新年除夕至北卡佛光山寺參訪及參加新春禮佛活動。馬里蘭協

會會員到達北卡佛光山寺時，永瀚法師與北卡協會會員們已在門口歡迎。道場佈置的莊嚴喜氣，四處盈溢濃厚

年味。 

    如菴法師首先帶領大眾至大佛殿禮佛銷假，並介紹北卡佛光

寺建寺因緣。永瀚法師為眾人導覽「雲水三千-- 星雲大師弘法

五十年紀念圖像展」。之後，馬里蘭協會會員們與八十多位北卡

協會義工一起圍爐吃火鍋。 

    除夕夜晚，延生普佛。法師們帶領大眾恭誦八十八佛大懺悔

文､藥師讚､藥師偈､藥師佛聖號及除夕祈願文，向諸佛菩薩辭

歲。接著，獻心燈､燒頭香，大眾在佛前許下新的願望。 

    初一(2月14日)上午參加「新春禮千佛法會」。永瀚法師主

法帶領信眾禮拜諸佛，祈求新的一年順利平安。接著向諸佛菩薩､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及佛光山住持心培

和尚拜年，並且大眾相互拜年。道場更精心設計製作內有香､塗､果､茶､食､寶的「六供養福袋」， 提供

信眾祈福､供佛。信眾們衷心祈願，並將六供養福袋與平安歡喜帶回家。 

                                    “Gong Xi Fa Cai” – May Your Wealth Prosper                          ~  Eva Yiu              
“Would you rather receive the gift of happiness or wealth?” 

        That was the question posed by the venerable after the New Year’s Eve dharma service. “Gong Xi Fa Cai” is a phrase heard around Chi-

nese New Year. It is a well-wishing greeting meaning “may your wealth prosper.” Some responded that with wealth, happiness follows. To this, 

the venerable cleverly suggested giving away the North Carolina Fo Guang Shan Temple, which is worth quite a large sum, to whoever chose 

wealth over happiness. “Will you be happy then?” the venerable asked, half jokingly. 

        We often wish for material things that we think will bring us satisfaction in life. We blindly work towards becoming rich and famous, and 

forget to take care of our internal mind and spirit. In the end, however, we cannot bring our fortunes with us to our graves. Instead of striving 

toward material wealth, the venerable taught us to cultivate “dharma treasures.” Through learning the dharma, we become wiser, and only 

through ultimate wisdom can we break through the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This kind of wealth stays with us forever. 

        The temple is truly a spiritual refueling station for our minds. As a graduate student, my head is often occupied with school work and the 

minute details of life. Once in a while,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recharge and renew our spirits, and to keep the dharma close by. I express my 

gratitude for the BLIA Maryland Chapter in making this trip possible, and the BLIA NC for providing a pure land that is within driving distance. 

May everyone’s dharma wealth prosper! 

                                   感    言                              ~   周雯雯 

    第一次離家過年，第一次出國過年，原本認為會孤單的新年，卻因去了北卡佛光山而倍覺溫暖與開心。 

一直滿心期待著去北卡，原本已被忘卻的新年，也只因想到要去北卡才能被想起。週六早上，因“寧可早

到，也不晚點”的想法，讓我提前一個小時到達了Rockville與淑琴阿姨他們會合，但也覺得早有所值，滿心歡

喜。 

經過五六個小時的長途跋涉，到達北卡，受到永瀚法師、如菴法師和師兄師姐們的熱烈歡迎。佛堂裡年味

十足的裝扮，讓我感受到裝扮者的用心。永瀚法師帶我們參觀“星雲大師弘法五十周年”的展覽，讓我感受到

星雲大師的偉大。圍爐吃火鍋、唱《恭喜恭喜》、做互動和做遊戲，讓我感受到過年的喜慶，也讓我感受到永

瀚法師的幽默，因此讓我改變對出家人不苟言笑的看法。做晚課、做早課和新春法會，看著佛像，讓我感受到

佛陀的親切，雖然第一次拜那麼多佛，卻也不覺得累。聽永瀚法師講歡喜、講創新，還講了彌勒佛偈，並教我

們唱【有人罵老拙，老拙自說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有人唾老拙，隨它自乾了；我也省力氣，他也少

煩惱】更讓我感受到永瀚法師的出色。 

午飯過後，我們就啟程返回了。永瀚法師、如菴法師和師兄師姐們又唱歌歡送我們。淑琴阿姨給我說“佛

堂就是學佛之人的家”，我確實有這種感覺。從離開之後，就一直好想念佛堂。佛堂真的有家的溫暖。 

 最後，我想在這裏感謝淑琴阿姨帶我去北卡，感謝永瀚法師、如菴法師和師兄師姐們的無私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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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若心經要義聽講心得               曹通遠                                

    從小對「般若波羅密多心經」就有一份特別的親切感。

我在家裡書房和辦公室裡的書櫃上都存放著心經的經文和相

關書籍；在電腦裡也存放著齊豫所唱的心經音樂。曾經有幾

回想下點工夫將心經260個字背下來，但是，或許是記憶力

太差或因緣尚未成熟，始終沒有達成使命。這一次從上海回

美國的前兩天，收到一位上海書法家特地為我以隸書抄寫的

一幅高一米餘，寬達三米餘的巨幅心經字畫。我將它掛在客

廳的牆上，除了做裝飾外還可以隨時提醒自己學習記誦。   

    12/11/2009凌晨才從上海回到馬里蘭州家裡，沒想到隔

天早上就能陪著內人到Rockville圖書館聆聽國際佛光會永

瀚法師演講「般若心經要義」。在聽永瀚法師講解心經之

前，我也曾經讀過一些和心經相關的文章和書籍。雖然，我

明白整部心經所要傳達的信息，但是我一直無法牢記那些經

文，同時能夠將其活用在生活當中。得知法師要當面講授心

經，我充滿著喜悅前往聽經，並期望在聽經的過程中能更深 

入理解一些文字上不容易詮釋清楚的經文。 

    不知道是時差的關係還是聽的太入神，當法師在講解心

經時，我竟然有幾次不自由主的閉起了雙眼，專注的思考著

如何將這些心經經文的內涵應用到我的工作和生活當中。我

是一個學高分子和接著科學的人，二十多年來一直從事接著

劑的基礎研究和產品發展。在我們的行業中，存在著一個奇

妙且深奧的問題﹕物質為甚麼會粘? 經過多年持續不斷的思

考和研究，我很幸運的成為少數幾位發現這個奧秘的人之

一。這個秘密的真相如果說破了就不值三分錢，但是它卻很

不容易讓一般的人理解。它所以簡單的原因是，一切接著行

為幾乎都可以用科學的邏輯法則來歸納和演繹。而困難的

是，一般人都不願意用心去體會或觀察物質會經時變化的事

實或自然現象。絕大多數的人都只想快速且輕率的獲得一個

簡單的定論，卻不願意靜下心來深入思考﹕為甚麼任何物質

都會在受到溫度、速度、時間和壓力等外在能量因素影響

後，會失去了恆常的性質或型態? 有些人縱使明白也確實發

現了物質乃至於人生的無常，然而，在心中卻充滿著習慣性

的錯誤執著和堅持；始終想抗拒而不願意謙卑的接受自然存

在的無常現象或規律。這些執著與矛盾的心態正是讓一般人 

無法虛心接受和明白真理的最大阻力。 

    「空」不是不存在或是沒有，而是機緣尚未成熟前的一

種狀態。法師以911事件前後兩張紐約市世貿中 心(雙子塔)

的照片來說明物質的無常。當法師持續舉更多生活中的實例

來說明「空」的意涵時，我突然聯想到，原來我所鑽研20多

年的接著物性也一樣可以用「緣起」來詮釋物質為甚麼會粘

的原因。當因緣成熟時，比如說物質存在於某一個特定溫

度，時間或速度條件之下，該物質就會產生粘性。然而，當

這些外在的條件或因緣變化時，雖然該物質仍然存在，但是

它們原有的特殊黏性將隨之改變。如果將接著劑本身比喻為

「色」，而產生的粘性比喻為「空」；這種粘性時有時無的

現象就說明了「色不異空，空不異色；色即是空，空即是

色」。我也想起了一位教易經的老師說過，中醫講的經絡只

存在於活人的身上。當人的一口氣斷了之後，經絡就消失

了。他又說，當飛機出現在空中時，天空中就有了航道；而

沒有飛機時，航道就消失了。聽了永瀚法師對於「空」的詮

釋之後，我想，那一口氣和那一架飛機應該就是緣起吧。有

了緣起，經絡和航道就出現了﹕而失去了這些因緣，經絡和 

航道也就消失了。 

    經過了短短兩小時的般若心經要義聽講，我突然明白，

過去我始終無法牢記心經經文和內涵的主要原因，應該是我

無法將「空」的意涵活用在真實的生活和工作當中。我由衷

感謝永瀚法師的智慧引導，讓我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去除多

年來的學習障礙。也期待著從明年一月起能夠定期參與國際

佛光會馬里蘭協會舉辦的人間佛學講座，持續接受永瀚法師

的指導，逐步認識心經的全貌與真諦。 

   素 食 是 中 國 佛 教 特 有 的 飲 食 習 慣 之 一 ， 其 他 國 家 的 佛 教 徒 很 少 吃 素 。 中 國 佛 教 所 以 提 倡 吃

素 的 原 因 有 二 ：   

 
一 、 是 儒 家 所 謂 「 見 其 生 ， 不 忍 見 其 死 ； 聞 其 聲 ， 不 忍 食 其 肉 。 是 以 君 子 遠 庖 廚 」 ；  

二 、 是 佛 教 經 典 中 也 提 到 要 不 斷 大 悲 種 ， 慈 悲 而 不 殺 害 動 物 生 命 。   

 
   素 食 有 很 多 好 處 ： 可 培 養 仁 慈 的 心 ， 養 成 柔 和 的 性 格 和 耐 力 。 甚 至 現 代 西 方 歐 美 人 士 也 為

了 健 康 的 理 由 而 提 倡 素 食 。  

  

   站 在 佛 教 的 立 場 ， 不 一 定 要 佛 教 徒 全 然 吃 素 ， 吃 不 吃 素 是 一 個 形 式 ， 心 地 的 清 淨 最 重 要 。

可 以 素 食 很 好 ， 有 條 件 的 吃 三 淨 肉 、 肉 邊 菜 也 可 以 。 素 食 者 對 肉 食 者 也 要 容 忍 ， 不 要 為 了 一 人

吃 素 影 響 家 人 生 活 ， 反 而 容 易 造 成 他 人 對 佛 教 反 感 。 只 是 現 代 人 「 活 吃 」 太 殘 忍 。   
 

[ 摘 選 自  《 佛 教 》 叢 書 之 七  儀 制 ]  

 佛教對肉食的看法是甚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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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讀書會 提昇信仰層次 
       2010年春季讀書會,特別邀請永瀚法師為華府的信眾做心經導讀。永瀚法師在北美弘法講學十餘年，足跡遍及洛杉磯

(L.A.), 聖路易斯(St. Louis), 芝加哥(Chicago) 及達拉斯(Dallas),現駐錫於北卡佛光山寺 (Fo Guan Shan Temple at 

North Carolina). 

    此次的佛學讀書會課程共分為10次，循序漸進的增長佛法智慧。此課程是希望協助新進

或有心學佛的信眾瞭解佛教教理，同時亦為資深的信眾加深佛學的基礎。本課程開放各界，

欲報名參加者或欲知詳情者請電 佛光會馬里蘭協會 240-245-0508。                                                       

指 導 : 馬里蘭協會輔導法師  永 瀚 法 師                                           

時 間 : 二月十七日起, 每兩週一次. 星期三 7 ~ 9pm                                       
(2/17,3/3,3/17,3/31,4/14,4/28,5/12,5/26,6/9,6/23)            

地 點 : Montgomery County Council Office Building  
      100 Maryland Avenue, Rockville, MD 20850    

報名費: 會員50元, 非會員60元. 

百萬心經入法身 
    發起每人抄寫一部心經，預計集百萬人的寫經，奉納於佛陀紀念館大佛像中。將擇期舉辦「佛陀紀念館百萬心經入法

身」奉納法會，將十方大眾所寫的經文，正式奉納入佛像中。抄

經活動仍在持續進行中，有意抄寫者，可請購抄經函自行抄寫。

信眾將抄好的經文送回北卡佛光山寺或國際佛光會馬里蘭協會。

手抄經將在「百萬心經入法身奉納法會」舉辦前，送回台灣高雄

佛光山佛陀紀念館。 抄經函每份酌收工本費 $35,作為奉納及抄

經筆等費用. 歡迎十方大眾參與這千載難逢的盛會。    

                          徐百華老師慈善教學 
 

徐老師將教授國畫之外，並加開書法班。歡迎有興趣畫畫及寫書法的朋友，把握機會。 
團體小班制,名額有限，報名從速。慈善教學所得將全數捐給國際佛光會馬裏蘭協會作為弘法之用。      

報名及詢問電話﹕佛光會 240-245-0508 
 

國畫班上課時間﹕星期日2:30~5:00pm (2/28, 3/7, 3/14, 3/21) 
研習內容﹕四君子之一 《 蘭 》 
費用﹕團體教學, 每人$75  
 

書法班上課時間﹕星期四 7:00~8:30pm (3/4, 3/11, 3/18, 3/25) 
費用﹕團體教學, 每人$60  
地點﹕324 Main Street ( Kentlands Shopping Center) 
             Gaithersburg, MD 20878 

國際佛光會馬里蘭協會協會是符合聯邦稅務法          

免稅條款非營利公益團體 501(c)(3)           

您的捐款可以抵稅  您的善款將全數作為弘法之用  

支票抬頭 : 

BLIA  

P.O. Box 10451, Rockville, MD 20849-0451 

佛光世紀 

發行:  國際佛光會馬里蘭協會 

編輯:  國際佛光會馬里蘭協會編輯組 

結緣贈閱 閱後請轉贈他人 歡迎索取 歡迎投稿 歡迎助印  

Tel: 240-245-0508   email:maryland@blia.org   

www.blia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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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IA Maryland Chapter 

P.O. Box 10451, Rockville, MD 20849-0451 

 www.bliadc.org   240-245-0508 

To: 

        年末歲尾,辭舊迎新。凜冽的寒風吹不去

新春的氣息，綿綿的白雪也蓋不住禪悅法喜。

國際佛光會馬里蘭協會藉新春的喜慶向您送去

最真誠的祝福,祝您新春愉快,吉祥如意 !  

    國際佛光會馬里蘭協會將舉行2010年新春

聯誼會。歡迎佛光會員,佛光之友及家屬們一

起共襄盛舉。當天將有佛光山法師們帶領大眾

祈願祝禱, 星雲大師墨寶與大眾結緣,及素食

午餐招待。 

 

願您能撥冗參加！ 再次誠祝您及您的家人：                        

 

    福 慧 增 長 ， 身 心 自 在  

 

地 點:   Rockville Library   
               21 Maryland Ave.,  
    Rockville, MD 20850 
 

日 期: 2/20/2010 (Sat) 10:00am ~ 12:30pm 
                                                                                        

                                                                     敬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