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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家訊編輯部

前兩年，朱斐老居士從上海

回到臺灣。有一天，我們開車載

著老居士經過一處幽靜的巷子，

巷口路標寫著「南門路59巷」，

他似一邊回憶著往事，一邊指著

某處說：「這裡原是一棟舊式二

層樓洋房，是菩提樹雜誌的舊

址，每到要出刊時，興大智海社

的同學就會來這裡幫忙。」原來

這裡就是民國四十年代以來，記

錄著台灣佛教發展的所在。

車子再往省議會方向開去，

經過兩個轉彎，一陣鳥叫蟲鳴取

代了原先嘈雜的人車聲音。園

區幾棵大樹鬱鬱青青，這裡是

朱老居士回台灣的住所，菩提

仁愛之家。

目前菩提仁愛之家的同仁

們，自民國八十五年之後，陸陸

續續前來接續服務。大家因為

工作的關係，接觸了一些早期

文獻，才都體會到《菩提樹》

雜誌原來在菩提仁愛之家的創

建階段，其實佔了十分重要的

地位。

原來是一個偶然的機緣，

年輕的朱居士與于凌波居士連袂

前去獅頭山，探望正在閉關的會

性法師，法師正罹患胃疾。兩位

居士下山之後，開始討論成立佛

教醫院的可行性。經過幾位大德

及蓮友們的認同，便在雜誌上呼

籲佛教各界共同完成此一壯舉，

才有了菩提醫院、菩提救濟院；

乃至有海外詹勵吾居士發心設立

的生西室。生西室後來改稱聖蓮

室，因為臨終者躺於室內，接引

佛像舉目即見；若托生於西方七

寶池中，蓮苞開敷，即預聖階。

堪稱台灣佛教臨終關懷的先驅，

相當具有時代意義。李雪廬老居

士，身為菩提仁愛之家創辦人之

一，手擬四大誓願勉勵同仁：施

診施藥、精神安慰、祈禱法會、

朱斐居士（後左）與會性法師（後右）
於獅頭山靈霞洞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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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念往生。期望此一機構成為病

人及老人能在人生最後階段，得

到佛法的大利益，當生成就，解

決生死問題的大事業。

因此朱老居士，不單是《菩

提樹》雜誌的主編，也是菩提仁

愛之家的創辦人之一。而《菩提

樹》雜誌不單單是理念的推動

者，也是歷史的紀錄者，詳實地

記載了菩提仁愛之家當時由無到

有的草創過程。一張張泛黃變色

的照片，時空雖然變異，仍在在

讓人感受當時佛門弟子的真誠。

其實，菩提仁愛之家的相

關報導，只是《菩提樹》雜誌一

小部分篇幅而已；所有臺灣北、

中、南各處弘法資訊，都是其報

導的範疇。幾年前，太平的慈光

寺要編臺灣佛教叢書，就參考不

少朱老居士留下的歷史照片，慈

光寺的法師及志工們有鑒於資訊

化時代來臨，還發心將所有照片

數位化，掃描成影像檔，利於後

人使用。

在這之前，還有香光圖書

館將《菩提樹》雜誌每期內容

製作成PD F檔，只要網頁連結

到http://www.gaya.org.tw/

library/ejournal/index.asp，

使用者鍵入篇名、作者、關鍵

詞、刊名、卷期或出版日期，便

可檢索雜誌內容，不必跑到臺北

中央圖書館或慈光圖書館查閱原

本，相當方便。自此，《菩提

樹》雜誌雖已停刊，但仍經由網

路雲端，繼續接引有緣眾生。

雪公在《菩提樹》月刊二百

期紀念時，以詩祝賀：

拱把幾圍高幾尋，

恆沙劫數覆清陰；

培成多少菩提樹，

天上人間林復林。

實際上，《菩提樹》雜誌

真的已化身成一棵高壯的菩提大

樹，為受熱惱的眾生，提供一處

濃綠清淨的樹蔭，覆蓋以清涼的

佛法。經由每個人心中菩提種子

的發芽茁壯，處處成蔭成林，更

是讓《菩提樹》雜誌利益眾生的

精神，盡未來際，無限綿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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