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郵政佛光結善緣
文字╱陳薇琪  圖片╱中華郵政

星雲大師弘法60餘載，提倡入世的「人間佛

教」，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解釋佛法，讓更多人明

白「人間佛教」的道理。而大師畢生推行的「說

好話、做好事、存好心」三好運動，總是能夠在

社會動盪的時候，發揮穩定人心的作用。

為了
讓更多人了解佛法其實就在你我身邊，並非

難以親近，星雲大師的弟子們將法師弘法的

文字集結成冊，為他編纂了《星雲大師全集》，期將人

間佛教發揚光大。這是大師一生致力於佛教志業的全紀

錄，同時也邀請中華郵政翁文祺董事長為此書寫序。

翁董事長印度赴任，教導小沙彌

翁董事長與佛光山結緣於民國 97年，翁董事長當時奉派

擔任駐印度大使，適巧星雲大師念茲在茲的就是將佛教

帶回佛法已經式微的印度，因此也在那時於印度新德里、

加爾各達和菩提迦耶三地新設道場。慧顯法師同時在新

德里道場成立沙彌學園，收容來自鄉下釋迦族的小孩，

帶著這些釋迦牟尼的後代們認識佛法。道場草創初期篳

路藍縷，而董事長和代表處的員眷，除了多次長途跋涉

到菩提迦耶、加爾各達道場探視，也輪流到新德里的沙

彌學園指導小沙彌們學習中文，並邀請他們在國慶酒會

上表演中文相聲和傳統武術，驚艷全場。

派駐印度四年期間，翁董事長和佛光山的覺明、妙如、

慧顯法師相知相惜，與佛光山一起用人道關懷的力量，
星雲大師致贈中華郵政的親筆墨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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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印度政府和臺灣公部門間的聯繫，同時見證佛

光山在印度弘法志業的不斷擴展。而董事長過去在

印度指導的小沙彌們都已經逐漸長大，還曾經在

105年時來到臺灣，進行為期 16天的尋根之旅。

翁董事長伉儷更是撥空前往佛光山臺北道場和他們

敘舊，也帶上了郵局印製的明信片，指導小沙彌們

正確的明信片書寫方式，並且貼郵票寄回印度道

場。看到小沙彌們用流暢的句子、工整的字跡甚至

圖畫，表達出對沙彌學園老師們的想念與感謝，讓

在場的所有人深深感受到大師當年的宏願，已經悄

悄地展開正向循環，在這一批小沙彌們心中種下的

種子已經發芽，要將「發源印度但昌明於臺灣的正

信佛教」帶回印度。

星雲大師墨寶：中華郵政，服務第一

董事長在 102年卸任自印度返臺，轉任中華郵政

後，隔年專程前往佛光山拜見星雲大師，聆聽大師

開示。喜好寫作的大師特別提到，自己也曾經是個

愛集郵的文青，不時前往臺北北門郵局將作品付郵

寄出，與郵局有深厚的淵源。

董事長也在參加佛陀紀念館的活動中得知，佛光山

長年幫助山腳下大樹鄉農民銷售玉荷包荔枝，盼將

價格主導權回歸農民，保障農民獲得合理利潤。這

樣的善舉讓董事長深深感動，因此將玉荷包荔枝納

入「關懷農產行銷」的項目之一，整合郵局虛、實

通路，除了協助小農行銷、增加收入之外，還撥出

一部分營收捐贈在地慈善團體，助小農又做善事。

星雲大師得知之後非常高興，提筆寫下「中華郵政，

服務第一」的墨寶一幅，目前陳列在郵政博物館。

董事長為了期勉所有郵局同仁精進服務精神，在大

師首肯下，複製多份懸掛在各地郵局營業廳，盼所

有同仁謹記「服務到位，業績自來」的道理，並實

踐公益與業務的平衡思考，這樣的正向循環正是星

雲大師希望帶給這個社會的力量。大師用他的一言

一行，帶著弟子和信眾們，一步一步實踐「人間佛

教」的真諦，而中華郵政以「公益心」行「菩薩道」

的經營理念，正與大師精神相契合。

郵局協助玉荷包小農出貨。

❶ ❷

❶ 小沙彌們在國慶酒會上表演傳統武術。

❷	 來臺尋根的小沙彌們。
❸ 小沙彌們首度體驗寫信貼郵票。

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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