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嚴師慈訓──以《師父的叮嚀》書信為主 ．379379379379． 

嚴師慈訓 

──以《師父的叮嚀》書信為主 

釋常灃 

第七屆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系學僧 

 

【目次】 

一、前言 

二、聖嚴法師書信之歷史背景 

（一）書信緣起 

（二）《師父的叮嚀》結集因緣 

三、聖嚴法師書信之四大特色 

（一）特色一：恆久不變──如何做好出家人 

（二）特色二：剛柔並濟──身兼嚴師與慈父 

（三）特色三：農禪法鼓──僧團歷史的見證 

（四）特色四：國際之路──腳步遍及各大洲 

四、結語 

 



．380380380380． 法鼓山僧伽大學畢業製作選集（2006-2011） 

一、前言1 

  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曾說過不只一次：「我要建僧。」在法鼓山僧伽大學的

「高僧行誼」2課程時，聖嚴法師提到太虛大師的建僧理念未能實現，感觸而落淚，3聖

嚴法師講到一度哽咽的畫面，至今仍深深烙印在筆者的腦海中；而在晚期對僧眾早齋

開示4時，也多次提到建僧的方法及重要性。 

  至於在聖嚴法師對僧眾的書信中，更是明確地說：「我對諸位仁者，無時不在思

考著如何使得你們將全部身心安住於出離心及菩提心，如何安於常住，如何成為法門

龍象之才？我有信心和願心，建立清淨精進的僧團。」5此外，聖嚴法師有感於今日臺

灣佛教的人才危機，曾於 2002 年赴大陸聖蹟巡禮後，提醒常住眾應有危機意識，從幾

封6給僧眾弟子的書信中可以窺知。 

  如今聖嚴法師雖已示寂，但這份建僧的悲願，有賴法鼓山僧眾傳承延續。故筆者

希望將這些聖嚴法師對僧眾弟子的書信，整理歸納為電子檔，利於僧眾隨時查閱，熏

習出家觀念，健全僧格養成，從自安己心7做起，使得僧團清淨和樂，凝聚一心；也希

望後代弟子，能從這些蛛絲馬跡，體會到早期聖嚴法師身兼嚴師與慈父，親自教導弟

子的那份用心，而理解聖嚴法師建僧的悲願；並進而了解現今種種僧團制度的形成，

以及法鼓山弘化事業的日益擴展，無非都是源於聖嚴法師當年不辭辛勞的播種。 

  本文參考的書信共有五十六封，時間自 1979 年至 2005 年。由於 2005 年開始，法

                                                      

 1 原畢業製作為 A6 隨身書的編輯，名為《師父的叮嚀──聖嚴師父書信選集》，並撰有一篇書

面報告，名為「嚴師‧慈訓──以《師父的叮嚀》書信為主」。後為投稿僧大十週年特刊，刪

除了書面報告中有關編輯過程的步驟，修潤及補充，訂定題目為〈從書信看聖嚴法師的建僧與

弘化〉，特此說明。 

 2  聖嚴法師，〈太虛大師行誼〉（2007年 3月 27日），法鼓山僧伽大學「高僧行誼」課程。 
3 見果光法師，〈悲願專承──法鼓山尼僧教育之回顧與展望〉的引文：「太虛大師為了振興佛

教，……其中最令我敬佩的是致力於興辦佛教的教育，……另外就是要『建立清淨的僧

團』。……我說過：『我要建立僧團。』……」，頁 112。 
4 見聖嚴法師，〈法鼓山的定位和目標〉（2007 年 7 月 1 日），早齋開示文稿；〈出家人的律

儀〉（2008年 4月 19日），早齋開示文稿；〈十方叢林的恢弘氣度〉（2008年 6月 28日），

早齋開示文稿；〈年輕化與世界化〉（2008年 6月 29日），早齋開示文稿。 
5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書信〉〔法鼓山僧團所存電子檔書信〕（2002年 5月 14日）。 
6 見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書信〉〔法鼓山僧團所存電子檔書信〕（2002 年 10 月 23 日）、

（2002年 10月 28日）。 
7 見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10-701027〕（1981 年 10 月 27 日）：「盼

望善自安心，自求安心，心安始能身安，身心安定始能談上修行，唯有修養身心，道場始得寧

靜和清淨，始能影響更多的人親近佛法而以道場為中心，『眾生無邊誓願度』便從自心求其安

穩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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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因病較不常出國，也減少了寫信的機會，故筆者所收錄的書信，僅到 2005 年為止。

法師寫給僧眾的書信，主要內容結集為法鼓山僧團內部刊物《師父的叮嚀》，共四十

二封，緣起將於本文說明；其餘十四封則分別從僧團法師及僧團電子檔收集而來。 

二、聖嚴法師書信之歷史背景 

（一）書信緣起 

  這些書信原為當年聖嚴法師赴美弘法時，以傳真書信的方式，叮嚀在臺的僧眾弟

子，如何精進道業、安住於僧團修行，並交代相關寺務之處理。 

  從這些書信當中，一方面可看見聖嚴法師時時心繫弟子，護念其法身慧命，時常

對於未能隨時督策慰勉大眾而自責；8同時，亦可見聖嚴法師1979年初到美國時，創立

道場之艱困情形： 

我來紐約已快一個月，雖然離開了美國佛教會，並且在沒有經費的情形下覓

一枝棲，同時計畫設立文化館分館，艱困無比，終日奔馳於風雪街頭，但是

為傳大法於西方，捨身命以報佛恩，乃是應該的。……我正設法成立文化館

的分館中，佛法不會辜負我們的。9 

（二）《師父的叮嚀》結集因緣 

  目前這本《師父的叮嚀》原稿，係為 2000 年時，由果光法師及果毅法師，收集法

師從 1979 年到 1997 年的書信，共同結集而成。 

  果毅法師表示：「2000 年和果光法師（那時是方丈10祕書），共同設計這本《師

父的叮嚀》，那時僧前教育（行者、沙彌尼）會看，在出版社（法鼓文化）的常住們

會組成讀書會研讀。也曾問過師父，師父表示不打算公開發行。」11 

                                                      
8 見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07-700428〕（1981 年 4 月 28 日）、〔編

號：A009-700517〕（1981 年 5 月 17 日）、〔編號：A019-750520〕（1986 年 5 月 20 日）、

〔編號：A027-791213〕（1990年 12月 13日）。 
9 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01-690317〕（1979年 3月 17日）。 

10 那時的方丈，指聖嚴法師。 
11 訪談果毅法師，訪談時間：2011年 5月 6日，訪談地點：僧大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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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聖嚴法師書信之四大特色 

  筆者閱讀聖嚴法師的書信後，發現字裡行間除了諄諄的叮嚀，亦可歸納為四大特

色，分別是：恆久不變──如何做好出家人、剛柔並濟──身兼嚴師與慈父、農禪法

鼓──僧團歷史的見證、國際之路──腳步遍及各大洲。在說明的同時，也都將相關

的書信列於附註提供參考。 

（一）特色一：恆久不變──如何做好出家人 

  書信最主要的內容，是教導弟子正確的出家觀念，這些觀念在其他開示中也常常

提到，可說是恆久不變的叮嚀，這個部分所占篇幅最多。 

  主要類型有：珍惜出家因緣、12修學次第、13堅固道心、14調心安心、15受大戒叮

嚀、16菩薩心行、17善為執事18等。由於書信是以第一人稱書寫，故在字裡行間，不見

教條式的訓誨，往往是聖嚴法師那番懇切真誠的告白，令弟子們讀來既感動又慚愧，

進而激起向上的願心： 

你們的師父聖嚴，自問並未超凡入聖，仍是一介凡僧，只因一生發願要把正

信的佛法分享世人，所以忙碌一生，但為自身煩惱的事很少，總也算是一點

學佛的心得了。19 

                                                      
12 見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05-691214〕（1980 年 12 月 14）、〔編

號：A013-720503〕（1983年 5月 3日）、〔編號：A028-800516〕（1991年 5月 16日）。 
13 見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12-720101〕（1983 年 1 月 1 日）、〈聖嚴

法師書信〉〔法鼓山僧團所存電子檔書信〕（2004年 4月 28日）。 
14 見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01-690317〕（1979 年 3 月 17 日）、〔編

號：A002-690507〕（1980年 5月 7日）、〔編號：A005-691214〕（1980年 12月 14）。 
15 見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10-701027〕（1981 年 10 月 27 日）、〔編

號：A012-720101〕（1983 年 1 月 1 日）、〔編號：A030-810517〕（1992 年 5 月 17 日）、

〔編號：A035-840502〕（1995年 5月 2日）。 
16 見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33-830430〕（1994 年 4 月 30 日）、〔編

號：A037-841116〕（1995年 11月 16日）、〔編號：A041-851106〕（1996年 11月 6日）、

〔編號：A042-861028〕（1997年 10月 28日）。 
17 見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27-791213〕（1990 年 12 月 13 日）、〔編

號：A030-810517〕（1992年 5月 17日）。 
18 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30-810517〕（1992年 5月 17日）。 
19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書信〉〔法鼓山僧團所存電子檔書信〕（2002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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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幾封聖嚴法師對受大戒的指示，重點相當一致，至今法鼓山僧眾，也是依照這樣

的原則前去受戒： 

在戒期中多看多聽多學戒師的威儀、戒兄的道心，不抗拒抱怨不如意的人事

現象，善則學習，不善者加免。同時仍須有團隊精神，利用空時聚會切磋並

做筆記，回寺後要做檢討，向常住師兄們報告心得。戒期圓滿宜整隊返回常

住，不要他方遊逛，以免法師及常住讓外眾道場貽笑也。20 

對於無法安住而離開的僧眾，聖嚴法師雖感痛心，但也藉此因緣機會教育，提醒大家

煩惱現形應向內心求懺悔，勿要成為無依的馬溜僧。21 

（二）特色二：剛柔並濟──身兼嚴師與慈父 

  聖嚴法師兼具了嚴師及慈父兩種角色，這是剛柔並濟的教導方式。 

  在書信當中，除了諄諄的叮嚀，聖嚴法師常會在信的一開頭，溫馨問候大眾的生

活近況，22也會詳實交代自己的身體狀況及在美弘法情形，23以免弟子擔心；而在信

的結尾，常是對大家的祝福。24 

  偶爾在必要的時候，會以嚴格的棒喝方式，警惕大家，雖然聖嚴法師罵得不留情

面，但卻讓我們覺得「師父罵得真對！」。例如：從隨眾作息的散漫，呵斥大眾無法

體諒聖嚴法師建僧的用心，甚至於可能造成嚴重的結果；25對於大眾無法用心落實

「院訓」、「校訓」、「四眾佛子共勉語」、「心五四運動」，聖嚴法師警醒大眾不忘

因果；26為了勸請大家凝聚共識，荷擔如來家業，聖嚴法師也說了重話： 

                                                      
20 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42-861028〕（1997年 10月 28日）。 
21 見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16-720609〕（1983 年 6 月 9 日）、〔編
號：A020-750619〕（1986 年 6 月 19 日）、〔編號：A029-810503〕（1992 年 5 月 3 日）、
〔編號：A036-840623〕（1995 年 6 月 23 日）；〈聖嚴法師書信〉〔法鼓山僧團所存的電子檔
書信〕（2002年 5月 14日）。 

22 見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02-690507〕（1980 年 5 月 7 日）、〔編
號：A032-820506〕（1993年 5月 6日）、〔編號：A040-850511〕（1996年 5月 11日）。 

23 見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04-691104〕（1980 年 11 月 4 日）、〔編
號：A007-700428〕（1981年 4月 28日）、〔編號：A009-700517〕（1981年 5月 17日）。 

24 見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04-691104〕（1980 年 11 月 4 日）、〔編
號：A025-780421〕（1989年 4月 21日）、〔編號：A031-811120〕（1992年 11月 20日）。 

25 見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39-850508〕（1996年 5月 8日）。 
26 見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書信〉（a）〔法鼓山僧團所存的電子檔書信〕（2003 年 5 月 29

日）：「請大家捫心自問：我真的很用心地在實踐和練習嗎？否則就要慚愧和懺悔了。……否
則師父提倡的『人間淨土』以及諸位仁者隨佛出家的理念，都將落空，對於廣大護持的信眾，
因果就要我們來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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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不顧，威儀不顧，信心和道心也難得增長，還談什麼修行！還談什麼弘

化？……請各自珍惜出家因緣及出家身分。……告訴大家：師父已是七十四

歲的老人，已似風中殘燭，二十一世紀的佛教法門，應該是由你們來做梁做

柱了。27 

（三）特色三：農禪法鼓──僧團歷史的見證 

  雖然書信的文字不多，但卻簡明扼要地記錄了當時的重要事件，因此也具備了法

鼓山僧團歷史紀錄的雛型。 

  早期的書信，常交代一般日常事務處理；後期的書信，隨著僧團規模的擴大，及

聖嚴法師弘化腳步的開展，也逐漸著力於整體佛教的未來。 

  從早期的書信，可看出那時僧團初創，僧眾人數不多，因此聖嚴法師交辦的事項

鉅細靡遺。小至提醒住眾要記得去拿燈管、28與某某居士接洽安排講經日期、29聯絡

信徒參加法會的通知內容、30工程進度的優先順序、31新進住眾的生活安排32等，都交

代地相當仔細。 

  1979 年，聖嚴法師於農禪寺成立「三學研修院」，可說是法鼓山僧團的開端。 

  1980 年， 聖嚴法師首次剃度四位弟子，一位沙彌、三位沙彌尼。並於年底來函33

說明，之所以一身兼顧兩國道場，實為繼承東初老人的遺願，所以才同時在國內弘法

度眾。早在那時，聖嚴法師彷彿就已看到法鼓山的未來，於該信可以窺知： 

三學研修院是一個可大可小的僧團，也是一個可久可暫的名稱，但看你們幾

位先出家的弟子能否體念三寶及師父的苦心而定，數年的歷練之後，我們是

教育機構，也是文化事業機構，更是修行的選佛道場。34 

1989 年 3月，覓得法鼓山之地，書信內容也開始著重於法鼓山的制度與各項教育計

                                                      
27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書信〉（b）〔法鼓山僧團所存的電子檔書信〕（2003年 5月 29日）。 
28 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02-690507〕（1980年 5月 7日）。 
29 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06-691231〕（1980年 12月 31日）。 
30 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08-700604〕（1981年 1月 4日）。 
31 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13-720503〕（1983年 5月 3日）。 
32 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15-720523〕（1983年 5月 23日）。 
33 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05-691214〕（1980年 12月 14日）。 
34 同註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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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該年年底，聖嚴法師即來一信，明確指出： 

三、法鼓山乃一由僧團推動且以出家眾為主要成員的法人……。 

四、法鼓山永遠由出家眾為其領導人，乃為我們要造就僧才的主要目的，僧

中必需有人，始能使佛法久住……。35 

1992 年，聖嚴法師勉勵住眾，要一同為成就繼起佛教人才而努力，因為農禪寺以及將

來法鼓山，都是為「成就佛教青年人才」而建立的。36 

  1994 年， 期許住眾珍惜法鼓山基礎，共同建僧。37 

  1996 年， 聖嚴法師經過大陸佛教聖蹟的巡禮之行，對於為中國佛教建立清淨僧團

的悲願，更加急切。38 

  2002 年， 聖嚴法師初擬「出家修行的出路次第及其範圍表」，此為培養法鼓山僧

才的藍圖。39那時法鼓山的規模正逐步完成，聖嚴法師表示對於建僧極有信心，並期

望能完成類似那爛陀大學般的佛教修學環境。40 

  同年 10月，聖嚴法師再次赴大陸巡禮聖蹟，此次又有更深的感觸，首先提出擔心

臺灣佛教沒有人才，41同時也告訴大眾，不要捨近求遠，聖嚴法師整理出的禪修系統

及經典講錄，已夠今人適用，並勉勵大家要從培養後代人才中成長自我。不到一星

期，又再來函，42提到當時世界的宗教大趨勢，信佛人數與一神教（天主、基督、伊

斯蘭教）比起來是此消彼長，43為了漢傳佛教的發揚光大，僧中應培養年輕的國際人

才；並說明可協助女性提昇自信及擔當力，便可發揮力量來促進世界和平。 

  2003 年，法師想到「目前是由聖嚴的人格中心在領導及護持我們的團體。後聖嚴

時代，必須轉型為事業機制及僧團的和諧、穩定、清淨、精進，來吸引做號召，所以

                                                      
35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書信〉〔法鼓山僧團法師私人所存的單張書信〕(1989年 12月 7日)。 
36 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30-810517〕（1992年 5月 17日）。 
37 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34-831204〕（1994年 12月 4日）。 
38 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39-850508〕（1996年 5月 8日）。 
39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書信〉〔法鼓山僧團所存電子檔書信〕（2002年 4月 28日）。 
40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書信〉〔法鼓山僧團所存電子檔書信〕（2002年 5月 14日）。 
41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書信〉〔法鼓山僧團所存電子檔書信〕（2002年 10月 23日）。 
42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書信〉〔法鼓山僧團所存電子檔書信〕（2002年 10月 28日）。 
43 見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書信〉〔法鼓山僧團所存電子檔書信〕（2002年 10月 28日）：「原

因有二：一是他們重視社會公益，二是他們努力培養青年人才，與辦教育。與社會事業接軌，

便能贏得社會大眾的認同；興辦教育便能培育青少年，成為後起的生力軍。他們是有組織及計

畫的，而且是國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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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預作準備。」44這是聖嚴法師的遠見，由此也可看出，聖嚴法師宏觀的視野，思

考的都是團體長遠的未來。 

  2005 年 9月，僧大首屆畢業典禮，聖嚴法師親自寫信祝福同學。45同年 10 月 21

日，法鼓山開山。 

（三）特色四：國際之路──腳步遍及各大洲 

  從書信當中，也可見到聖嚴法師的國際弘法之路。 

  聖嚴法師為了將佛法傳到西方，有好長一段時間，都是以三個月在臺灣、三個月

在美國的方式，奔波於東西兩地，只為一份悲願： 

佛法凋零，正法不行，邪道猖獗，而佛教乏人為之開拓新路以振興法運，是

以我以羸弱之驅，奔走於太平洋兩岸之間，期能有所貢獻。46 

1979 年，開始想辦法創立美國道場──禪中心（文化館的分館）47；48初期忙碌的情

況難以想像，不僅要辦禪七、講經、接受電臺訪問，還因無錢請工人要親自做各種雜

工，開設佛學課程賺取生活費，督導進行開示英譯的出版工作等；49不久，禪中心新

址「東初禪寺」進行開幕。50 

  接著，聖嚴法師的腳步走向歐洲，1989 年前往英國主持禪七，隨即在當地出版開

示，並傳法約翰．克魯克博士（John Crook）。51同時，也在美國幾大州及多所大學進

行演講，聖嚴法師形容當地人士的聞法熱誠：「由於所到之處，不論東西方人士，也

不論年齡及教育層次，乃至沒有宗教隔閡，對於佛法的追求嚮往，如飢如渴。他們均

以能夠聞到些許佛法的理念，及學到一點修持的方法，引為畢身的幸運。」52 

  1998 年， 聖嚴法師與達賴喇嘛對談，並赴美國南傳內觀中心主持禪學講座，提昇

                                                      
44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書信〉〔法鼓山僧團法師私人所存的單張書信〕(2003年 6月 27日)。 
45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書信〉〔法鼓山僧團所存電子檔書信〕（2005年 9月 3日）。 
46 聖嚴法師，〈師父來函摘錄〉〔法鼓山僧團法師私人所建書信摘錄〕（1982年 12月）。 
47 見聖嚴法師，《書序》：「1979 年 5 月起，在紐約市皇后區與弟子十數人租屋成立禪中心。是

年底，我們有了屬於自己這個團體的一棟二層樓房，命名為中華佛教文化館附屬的東初禪

寺。」頁 182。 
48 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01-690317〕（1979年 3月 17日）。 
49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書信〉〔法鼓山僧團法師私人所存的單張書信〕(1980年 5月 31日)。 
50 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09-700517〕（1981年 5月 17日）。 
51 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25-780421〕（1989年 4月 21日）。 
52 聖嚴法師，〈《師父的叮嚀》書信〉〔編號：A031-811120〕（1992年 1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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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對漢傳佛教的信心。532002 年，在大陸的聖蹟巡禮之行後，到香港與西雅圖弘

化。54後與國際宗教領袖互動，討論世界和平的議題，並請二位僧團女眾法師，代表

漢傳佛教出席了在日內瓦召開的世界宗教婦女領袖會議。55 

  一路走來，可以看見聖嚴法師的腳步從不停歇，從當初美國的那個小小道場，走

向世界各地，與各國宗教領袖互動，只為播下佛法的種子，等待未來有一天發芽。 

四、結語 

  古代的祖師大德語錄，多是圓寂後靠弟子結集，方能流傳至今。因此，歷史文獻

的保存，對於佛法的流傳可說是相當重要。 

  聖嚴法師的書信，不啻是珍貴的法寶，且字字珠璣、對仗工整、文字亦優美，故

筆者希望藉此因緣，將書信文字留存記錄，做為開示文獻的保存，利於法鼓山僧眾閱

讀、索引；同時亦嘗試分析書信的特色，期能從中看出法師建僧的理念與弘化的歷

程。 

  由於此次筆者收集到的書信僅有五十六封，未來若有對此主題有興趣的僧眾，亦

可向僧團申請更多相關書信。另外，早期聖嚴法師亦有寫給佛研所師生的書信，主要

是針對教育推展與人才培養，亦為一珍貴資料庫。聖嚴法師的言教，將在一代代弟子

的整理、實踐中，源遠流長。 

  （本文初稿發表於2011年6月26日「99年度法鼓山僧伽大學畢業製作呈現」，修

訂於 2011年 11月 4日。） 

                                                      
53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書信〉〔法鼓山僧團法師私人所存的單張書信〕(1998年 5月 22日)。 
54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書信〉〔法鼓山僧團所存電子檔書信〕（2002年 10月 23日）。 
55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書信〉〔法鼓山僧團所存電子檔書信〕（2002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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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感恩 

  從最初的畢業製作，一直到現在修潤完成的小論文，這當中有太多要感謝的因

緣。 

  感恩師父──聖嚴法師，終其一生引領著四眾弟子學佛、修行。對僧眾弟子的期

勉與提攜，未曾暫廢；對佛法弘傳的願心與腳步，從不停歇。昔日播種、耕耘有成，

方見今日法鼓山這番氣象，也讓後世的僧眾弟子們，能夠安住於僧團修行。 

  感恩畢業製作的指導老師──果光法師及常慧法師，指引方向，耐心指導，給予

空間，使我得以盡情發揮。 

  感恩僧大的師長與師兄弟們，在僧活中點滴的陪伴與互勉，適時的關懷與協助。 

  感恩俗家的菩薩們，護持三寶不輟，亦各自精進於福慧雙修的菩薩行，令我時時

提醒自己，要以精進修行的功德迴向、報恩。 

  感恩能有這次的機會，盡棉薄之力而做法供養。對於個人來說，亦是藉此因緣熏

習法義，增長善根。 

  感恩一切因緣，一切眾生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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