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節計畫規劃目標 
•認識佛陀 

•莫忘那一年-總論 

周年慶暨 

浴佛典禮 

•正信護生愛大地 

•防災教育宣導 

七月 

吉祥月 

•感恩與祝福 
歲末祝福 

感恩會 



•一浴佛最大意義 
•人人心中的愛獲得啟發 

•就是要洗淨自己的心 

•讓心平靜。 

 



三節合一 
要盡孝，要感恩，要精進 



•母親的生育 

•讓我們有這個身體 

•佛陀的教育 

•讓我們的慧命成長 

•慈濟的精神 

•讓我們懂得人生目標 

•做有意義的工作 

 



•慶祝母親節是 

•弘揚孝道 

•慶祝佛誕節是 

•感恩慧命成長 

•慶祝慈濟日是要 

•讓我們慇勤精進 

 



佛誕日不是活動 
是佛弟子的使命 



二，慈濟年輕化如何給 
年輕人平台，發揮空間 

•  今年各社區報來 

•浴佛的年輕人可報名 

•4/6.7(可一天可二天) 

•   

•   



勤行頌年輕人全權自行負責 
短版時間長度3；48 

 



禮佛足 
 

虔誠恭敬一念心 
頂禮福慧兩足尊 

德香 

接花香 
 

誠心受持佛法香 
照見清淨妙德香 

心香 
 

祝福吉祥 
 

智慧法水滌心垢
感恩愛語互祝福 

法香 



如何讓大眾對佛誕日更清楚明白 

•佛教之美 

•佛陀的愛與慈悲 
•期待這二支微電影 

•能接引更多感動的新會眾 



•自己的場自承擔 

•就會認真去邀約 

•才能看到 

•新的人間菩薩大招生 

 



茹素； 
人可共業→也可共同淨化 

•感恩 尊重 生命愛 
•           12年的機會(茹素) 

•          氣候變遷救地球還有希望 

•  和敬無諍共福緣 
•          人禍比天災更可怕 



觀念； 
大地平安  大地共業 



二，七月吉祥齋戒月 
      新菩薩大招生 

•舉辦 

•【蔬食創意料理大賽】 



•上人對年輕人推素 

•         非常期待 



莫讓制度老化了，應人性化 

• 1回歸原始家庭茶會 

•   以前不是在誰家辦那個人就
會努力邀約嗎？ 

• 2家庭組會的溫馨與交心 

• 3給更多人發揮的機會 



七月防災教育宣導 
 



會眾提問能清楚回答嗎 
• 問；慈濟為何要做減災工程 

•          與其災後救災不如災前減災 

•          就是期待無災無難 

• 上人問；為何不申請     

• 校長；輪到我們十幾年後了 

•                  不能耽擱孩子教育時間 

• 會眾；給政府做幹嘛慈記做 

• 上人；補政府不足，萬一萬一 

•             要損失多少英 才，要傷多少父母的心 

•               

 



【慈善年】多了解慈善 

•至少加入 

•【慈濟慈善基金會】 

•除了隨師見聞 

•很多是在此清楚的 



慈濟靜思堂要做甚麼 
•讓愛心人完成培訓 

•   (為菩薩訓練場 

•   護大地→環保 

•   護社會→長照老人照顧老人 

•孝道→年輕人的教育 

•              社區大眾的場所 

 



【慈善年】長照中醫 
•對靜思堂功能更了解 

•很有說服力 

•到台東靜思堂(蓋中醫與常照) 

•到岡山，苗栗(蓋中醫與常照) 

• 1靜思堂歸慈善建築， 

•   不會讓常住來，歸社區運用 

 



上人【長照】的叮嚀 
• 1不讓心裡一個【老】字做祟 

•   別讓他休息，一休息就凋零 

• 2捏土倒不如做【創意環保 

•   一動就讓他-利益人類地球 

• 3莫讓老人家粉墨登場帶活動 

•   曲終人散回家更孤單(情何以堪 

•   老人要有老人尊嚴 

•    



經營靜思堂 
•佈置再好沒人招呼 

•也是扣分 

•走進來不知往哪裡走 

•也是扣分 

 

 



心包太需量周沙界 
• 921小小台中夾層 

•解決那麼多大事          承擔； 

•不斷不斷激發智慧     慧命無窮 

•靈鳩山小小道場可說出佛陀的 

•心靈菩薩世界(十方法界) 

•那我們大大的靜思堂能成就多少 



•三，社區歲末祝福 



已經忘了要 
【邀約】 



三，社區歲末祝福 

•讓不同層次都來努力 

•去發揮   去邀約 



•不是我們去幫你們辦 

•    他們不會動起來的 



•一星期後 

 







•不是【交棒】 

•為了廣邀 

•不同階層的大量菩薩 

•我們要【接力賽】 



•在慈濟活動是法會 

•     【以法來相會】 

•都只是為了渡眾 

•        為了人間菩薩招生 

•固定團隊承擔 

•只能固定對象 
 

 

 



•需要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