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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1 

  承接自太虛大師建僧的理念，對於培育住持三寶的人才，創辦人聖嚴法師投入了

很多心血，真正落實了建僧的使命，2以使正法久住。 

  在僧大接受教育的這四年，從聖嚴法師字字句句的叮嚀，更是感受到了聖嚴法師

對僧教育的用心與關注。聖嚴法師一直念茲在茲的，就是培育有道心、有悲願的漢傳

佛教宗教師，3建立清淨、精進的僧團。4拖著病苦，還要氣若游絲地不斷開示，目的

無他，就是希望能夠樹立起修學的道風，即使創辦人不在了，一樣可以培養出一代一

代的宗教師，將符合現代需要的正法弘傳下去。 

  法鼓山僧團在步入2001年後，逐年茁壯成長，尤其是2001年開始創辦僧伽大學，

更有系統地培育漢傳佛教的宗教師。然而，除了課堂上正式的授課，早齋後的開示，

更是聖嚴法師關懷弟子、授之法乳的時段。本文正是透過早齋開示的內容，來探討聖

嚴法師對僧教育的理念，如何帶領弟子朝往健全僧格與僧團的發展。 

  2001 年僧伽大學的創辦，意味著法鼓山僧團邁入了新時代，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

碑，因此將本文的探討範圍設定於法師從 2001 至 2008 年的早齋開示。 

二、早齋開示內容 

  從個人到團體，從修行到領導管理，都囊括在聖嚴法師2001至2008年的早齋開示

內容中。以下以三個面向，來進行探討：對僧眾的期許、經常耳提面命的叮嚀以及聖

嚴法師早齋開示的特色。 

（一）對僧眾的期許 

1.以宗教師自許 

  聖嚴法師希望弟子要常常告訴自己：「我是宗教師。」並遵從聖嚴法師的教誨，

努力實踐。5以下以四個面向來說明聖嚴法師勉勵弟子成為怎麼樣的宗教師。 

                                                      

 1 筆者原畢業製作是為書籍的編輯，名為《僧命的依怙──摘自聖嚴師父 2001 至 2008 年早齋開

示》，並撰有一篇同名之書面報告。後為投稿此十週年特刊，刪除了書面報告中有關編輯過程

的步驟，論述如本文，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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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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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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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聖嚴法師，〈增強整體感與危機感〉（2008年 7月 5日），早齋開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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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養成僧儀與僧倫 

  聖嚴法師教導弟子，成為宗教師的第一步，就是僧儀的養成： 

所謂僧儀，就是出家人之間或跟在家人互動時的身儀、口儀、心儀。6 

聖嚴法師更進一步說明，人在規矩裡不會出軌、放逸或懈怠，因此出家人不僅僅要遵

守出家人的威儀，而且要注意生活中各項的小節。從走路、7吃飯的威儀，8到穿著9方

面，聖嚴法師都一一耐心教導，以期培養弟子成為人天師範。聖嚴法師也很重視生活

環保的落實，希望弟子們以整齊、簡樸、節約為原則，10只要冬天凍不死，平常餓不

死就好。11 

  在口儀方面，聖嚴法師希望弟子要用商量、勉勵的話，而不能夠用命令、指責

的，否則僧團會不和諧。12 

  聖嚴法師勸勉弟子要發出離心，而不是修厭離行，13並且強調宗教師沒有特權或

階級之分，是隨遇而安、隨處而安的。14聖嚴法師強調，出家人要練習解脫道的觀

念、修學菩薩道的方法，15要「以凡夫身，修出離心；以人間身，修淨梵行；以出世

心，修菩薩行；以入世心，成就眾生。」，16並且認為老實修行是出家人首重的條

件： 

所謂龍象，不一定是非常聰明，也不一定要有很大的學問。以自己的品行、

行持，老老實實地修行，也能夠感動人，也能夠攝化眾生。17 

                                                      

 6 聖嚴法師，〈僧倫與僧儀〉（2007年 6月 16日），早齋開示文稿。 

 7 見聖嚴法師，〈威儀〉（2004 年 7 月 9 日），早齋開示文稿；〈持戒清淨〉（2006 年 1 月 22

日），早齋開示文稿；〈調整習氣〉（2006年 10月 8日），早齋開示文稿。 

 8 見聖嚴法師，〈殿堂莊嚴的功德〉（2005年 11月 27日），早齋開示文稿。 

 9 見聖嚴法師，〈宗教師的穿著與作息〉（2004 年 8 月 17 日），早齋開示文稿；〈團體運作與

其精神〉（2002年 9月 10日），早齋開示文稿。 
10 聖嚴法師，〈生活環保與奉獻的精神〉（2002年 9月 15日），早齋開示文稿。 
11 聖嚴法師，〈落實關懷與環保〉（2001年 1月 27日），早齋開示文稿。 
12 聖嚴法師，〈僧倫與僧儀〉（2007年 6月 16日），早齋開示文稿。 
13 見聖嚴法師，〈落實關懷與環保〉（2001 年 1 月 27 日），早齋開示文稿：「出離心和厭離行

是很不一樣的，厭離是討厭人和事；不離人事，也不貪念追求執著感情、物質、名利、聲望、

地位的，不追求，不貪求，這叫作出離。」 
14 聖嚴法師，〈十方僧與現前僧〉（2008年 7月 6日），早齋開示文稿。 
15 聖嚴法師，〈出家的好處與障緣〉（2005年 11月 20日），早齋開示文稿。 
16 聖嚴法師，〈出家人的本分〉（2007年 9月 30日），早齋開示文稿。 
17 聖嚴法師，〈出家人的基本條件及學習次第〉（2007年 6月 23日），早齋開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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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聖嚴法師也很注重僧倫的養成，因為如果出家人不遵守僧倫，團體就會混亂、

顛倒、衝突、矛盾、互相鬥爭，彼此不尊重、不關心，18變成了烏合之眾，人家就會

看不起我們。19倫理的意思，就是盡本分，盡自己的分、盡自己的責，20進入僧團，

就要學習僧團的倫理： 

僧團大眾之中如何相處、如何相待、如何稱呼、如何彼此互動，這非常重

要，我們要尊重職務倫理、尊敬戒臘。21 

（2）無私地奉獻 

  每個人都帶著不同的期待，甚至夢想來出家，聖嚴法師多次為弟子釐清發心來出

家的正確觀念： 

出家人不是為自己享受安樂，也不是為了逃避紅塵、世俗的環境，更不是為

了到佛門來出人頭地。22 

奉獻個人，不計較個人的是非得失、陞遷調撥、名聞利養，這是出家人的基

本觀念。23 

聖嚴法師以他個人為例，說明他個人出家沒有動機、沒有生涯規畫，不管在什麼時

候，就只是努力做好一個和尚。有因緣，就往前走；沒有因緣，就停留在那裡。24聖

嚴法師的一生之中沒有個人的目標，但是卻有全體佛法的目標。25 

  聖嚴法師期許弟子們都能學習法師無私地奉獻，因為： 

宗教師就是要付出、奉獻、服務，不為自己，而是要為社會大眾謀福利。我

們出了家的人，不要做自私自利鬼。26 

                                                      
18 聖嚴法師，〈僧倫與僧儀〉（2007年 6月 16日），早齋開示文稿。 
19 聖嚴法師，〈僧團禮儀〉（2006年 9月 3日），早齋開示文稿。 
20 聖嚴法師，〈僧倫與僧儀〉（2007年 6月 16日），早齋開示文稿。 
21 聖嚴法師，〈僧團禮儀〉（2006年 9月 3日），早齋開示文稿。 
22 聖嚴法師，〈出家的目的與方向〉（2008年 5月 25日），早齋開示文稿。 
23 聖嚴法師，〈出家的好處與障緣〉（2005年 11月 20日），早齋開示文稿。 
24 聖嚴法師，〈出家的目的與方向〉（2008年 5月 25日），早齋開示文稿。 
25 聖嚴法師，〈為佛法盡力盡責〉（2001年 4月 22日），早齋開示文稿。 
26 聖嚴法師，〈宗教師的養成〉（2008年 5月 3日），早齋開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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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法師勉勵菩薩道的行者，要發菩提心，利益眾生，而菩薩一定是在眾人中修行，

以眾生為福田，在眾生之中成就，這就是菩薩行。27 

  在剃度典禮上，聖嚴法師期勉弟子，要學習地藏菩薩的悲願：「自己未度先度

人，自己還沒有解脫以前，先要想到如何使眾生離苦得樂，這就是菩薩的初發心。」

28身為宗教師，我們不為自己的名、利攀俗緣，而是時時刻刻想到我們有什麼東西可

以讓人得到利益。29以此安心於道，也就是以菩提心盡未來際為三寶做供養人、為眾

生做布施，而不是只想到自己的成就或追求開悟。30聖嚴法師認為，唯有如此，才能

真正地安心、自在： 

心中只有眾生，只有三寶，不為自己，你隨時隨地都是在出離之中，都是自

在、快樂的出家人。31 

為了弘法利生，出家人雖然也會領一份執事，但聖嚴法師認為這與在家人的工作有所

不同，因為出家人不為自己設想，而是：「不會的就學習，學會了以後，不一定要用

它」，32否則就是自找苦吃，自尋煩惱而已。33聖嚴法師希望弟子能夠隨緣盡分： 

出家人是不選擇工作的，什麼工作都做，在三寶門中需要你的長才時，就發

揮、應用，但是三寶門中沒有需要時，給你什麼事，就做什麼事，這就是你

奉獻的機會。34 

聖嚴法師還說：「把您調過來、調過去，就是修行。」35並且告訴弟子自我省察的標

準：「凡是為僧團、為十方常住服務奉獻的，就是佛法；如果是為私人的興趣以及習

慣來學習、工作，就是世法。」36不管做任何事，都不是為個人做，而是為團體，這

樣才會在僧團安住，道心才會增長。37 

                                                      
27 聖嚴法師，〈落實關懷與環保〉（2001年 1月 27日），早齋開示文稿。 
28 聖嚴法師，〈受戒出家〉（2002年 9月 4日），早齋開示文稿。 
29 聖嚴法師，〈院訓〉（2003年 1月 10日），早齋開示文稿。 
30 聖嚴法師，〈安心的方法〉（2002年 3月 3日），早齋開示文稿。 
31 聖嚴法師，〈出家的意義〉（2004年 9月 13日），早齋開示文稿。 
32 聖嚴法師，〈把握因緣，全心以赴〉（2004年 9月 10日），早齋開示文稿。 
33 聖嚴法師，〈法鼓山的發展〉（2004年 4月 12日），早齋開示文稿。 
34 聖嚴法師，〈安心的方法〉（2002年 3月 3日），早齋開示文稿。 
35 聖嚴法師，〈把握因緣，全心以赴〉（2004年 9月 10日），早齋開示文稿。 
36 聖嚴法師，〈法鼓山的方向與出家的心態〉（2003年 4月 16日），早齋開示文稿。 
37 聖嚴法師，〈出家人應有的四點認識〉（2005年 7月 13日），早齋開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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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胸廣大、眼光遠大、氣度恢弘 

  雖然聖嚴法師在後期（2007 年及2008 年）較頻繁地勉勵弟子們必須要心胸廣大、

眼光遠大、氣度恢宏，但實際上法師從 2003 年的早齋開示就開始提及： 

希望大家心胸要廣大、眼光要看遠，就是不要為自己個人想，也不要僅僅為

我們的團體想，要為整個佛教、為佛法的慧命來思考。假如我們這個團體還

有一個人眼光遠大、心胸開闊，這個團體還是有救的。38 

聖嚴法師以「眼光高遠能創千年萬世之生機，心胸廣大包容太虛空界之眾生，眼光短

淺之人不見未來願景，心胸狹小之人不能成大事業。」39來勉勵大眾，並且進一步說

明，心胸廣大，就是要照顧人、關懷人、包容人，而非與人計較；眼光高遠，就是擺

脫自己個人的立足點，思考的是整體的佛教，考慮的是世界佛教未來一百、兩百年的

樣子；40氣度恢弘的人，就是平等地為眾生設想，對眾生有很強的包容心，自己什麼

也沒有，但是希望所有眾生都能過得很快樂。41 

  聖嚴法師認為，「心胸、眼光」這兩個是並行的，眼光是看未來，心胸則是包容

無限。如果我們眼光遠大，就不會被絆倒，因為你已經預先知道可能會有阻礙、阻

力；42心胸不夠大的人，自我中心很強，因此不容易開悟。43 

  聖嚴法師自己沒有一定的立場，而是以所有大眾的立場為立場，適應、配合當下

整體社會環境的需求。44聖嚴法師強調，法鼓山這個道場是屬於十方的叢林，不是私

人的小廟。45在道場的整體弘化與發展方面，聖嚴法師更是充分地發揮了其宏觀。為

弘傳法鼓山的理念，有的弟子想到的只是想把道場擴大、增加，聖嚴法師卻不認同：

「我只知道為全世界的佛教來動頭腦，而沒有想到法鼓山要虛張聲勢，更沒有想到法鼓

山要有多少道場、多少人才。」46 

  聖嚴法師一直主張，我們辦教育是為了未來的世界，因此只曉得要全力以赴地把

                                                      
38 聖嚴法師，〈法鼓山的方向與出家的心態〉（2003年 4月 16日），早齋開示文稿。 
39 聖嚴法師，〈眼光遠大，心胸廣大〉（2007年 5月 6日），早齋開示文稿。 
40 聖嚴法師，〈眼光遠大，心胸廣大〉（2007年 5月 6日），早齋開示文稿。 
41 聖嚴法師，〈十方叢林的恢弘氣度〉（2008年 6月 28日），早齋開示文稿。 
42 聖嚴法師，〈眼光遠大，心胸廣大〉（2007年 5月 6日），早齋開示文稿。 
43 聖嚴法師，〈禪修與開悟〉（2005年 7月 24日），早齋開示文稿。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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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聖嚴法師，〈十方叢林的恢弘氣度〉（2008年 6月 28日），早齋開示文稿。 
46 聖嚴法師，〈年輕化與世界化〉（2008年 6月 29日），早齋開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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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弟子培養成為人才，遍世界都是我們的道場。47聖嚴法師透過一次一次地強

調，希望讓大家知道，培養人才要心胸開闊，要有遠見： 

我們是要以漢傳佛教的立場，來成就世界佛教的人才。48 

聖嚴法師對法鼓山的教育體系，有非常大的抱負與願心：「我希望法鼓山僧伽大學佛

學院，真的能培養出佛教宗教師人才，而不是招了學僧隨便教教，畢業後送進僧團填

補人力的不足，沒有人才選用育留的計畫，否則人才也會變成庸才。」49 

2.在生活中落實修行 

（1）生活即修行 

  對於修行的定義與方式，聖嚴法師一直不厭其煩地提醒弟子，要把修行的意思和

體驗，隨時隨地掛在心上，50因為修行就是在生活的運作之中調心：51 

要常常跟佛法相應，把心放在方法上，用佛法來照顧自己，就會法喜充滿、

禪悅為食。52 

隨時隨地放鬆身心，好好地在現在正在做的事，就會感覺修行才是最輕鬆、

最舒暢、最快樂、最沒有負擔的事，53也就不會受環境中人、事的影響。54 

我們生活的環境每天都在變，聖嚴法師認為，身為出家人，唯一不變的就是我們要有

清淨、慈悲的身心，對於自己要少煩少惱，對眾生多一些慈悲，對僧團多一分奉獻和

照顧。55 

（2）執事與修行 

  對僧眾而言，執事占了生活中大部分的時間，因此聖嚴法師也不忘提醒弟子執事

                                                      
47 聖嚴法師，〈年輕化與世界化〉（2008年 6月 29日），早齋開示文稿。 
48 聖嚴法師，〈十方叢林的恢弘氣度〉（2008年 6月 28日），早齋開示文稿。 
49 聖嚴法師，〈培養僧才〉（2008年 8月 3日），早齋開示文稿。 
50 聖嚴法師，〈修行在平常日用中〉（2007年 1月 28日），早齋開示文稿。 
51 聖嚴法師，〈修行在平常日用中〉（2007年 1月 28日），早齋開示文稿。 
52 聖嚴法師，〈禪悅為食，法喜充滿〉（2008年 4月 12日），早齋開示文稿。 
53 聖嚴法師，〈日常生活的修行方法〉（2006年 10月 1日），早齋開示文稿。 
54 聖嚴法師，〈修行的觀念〉（2007年 5月 27日），早齋開示文稿。 
55 聖嚴法師，〈保持基本原則〉（2001年 8月 28日），早齋開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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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修行的融合： 

我們在山上任何一個時間、任何一個地方，做任何事，不管是什麼樣的型

態，都是在修行，都是在修福修慧。56 

福慧是並行的，當你在付出勞力、奉獻時，如果心情平和，沒有思東想西、

對立、摩擦、衝突，這不但是在修福，也是在修慧。57 

聖嚴法師期望弟子不要忙得迷失了，如果發現心有點浮的時候，馬上用佛法、禪修方

法之中的「放捨諸相，休息萬事」調整身心，雖然忙碌，還是會覺得非常法喜。58 

（3）內觀調心 

  聖嚴法師經常提醒弟子，出了家，就不能用在家人的心態來看待事物，而是要用

佛法的心態來適應環境。59無論遇到任何境界，都要想到出家人就是來消煩惱的，無

論公平與否，都是要助長我們的道心，要我們用佛法來調心。60因為： 

出家人不是比才幹、比聰明，而是比道心。有道心、有修行，就能配合人、

適應環境。61 

遇到內外的障礙或煩惱時，聖嚴法師鼓勵弟子，可以練習「外離相、內不亂」，62因

為佛法的修行是從內心調自己。63佛法的一句話、一個原則，只要自己用得好，所有

的問題都能夠解決。64 

  聖嚴法師鼓勵弟子要學習水的柔和與彈性，順應環境而改變自己，65必須培養自

己有心包太虛的大心量，如果能夠放下自我中心，就是開悟。66聖嚴法師也說明柔軟

                                                      
56 聖嚴法師，〈修行在平常日用中〉（2007年 1月 28日），早齋開示文稿。 
57 聖嚴法師，〈修行在平常日用中〉（2007年 1月 28日），早齋開示文稿。 
58 聖嚴法師，〈人間僧團〉（2003年 7月 11日），早齋開示文稿。 
59 聖嚴法師，〈隨眾作息 1〉（2004年 9月 8日），早齋開示文稿。 
60 聖嚴法師，〈禪悅為食，法喜充滿〉（2008年 4月 12日），早齋開示文稿。 
61 聖嚴法師，〈出家的目的與方向〉（2008年 5月 25日），早齋開示文稿。 
62 聖嚴法師，〈自安安人〉（2005年 8月 31日），早齋開示文稿。 
63 聖嚴法師，〈出家修行維繫法身慧命〉（2007年 9月 2日），早齋開示文稿。 
64 聖嚴法師，〈威儀〉（2004年 7月 9日），早齋開示文稿。 
65 聖嚴法師，〈隨眾作息 1〉（2004年 9月 8日），早齋開示文稿。 
66 聖嚴法師，〈禪修與開悟〉（2005年 7月 24日），早齋開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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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將會自利利人：「如果跟任何人有衝突、摩擦，是自己的錯誤；人家跟你摩

擦，你就不要跟他摩擦。不跟他翻臉，他還可能留下來，一、兩次以後，他會檢討、

懺悔，慢慢的就可能成為龍象人才。」67如果心能夠非常柔軟，能夠消融、包容他

人，就是個修行人了。68 

  當我們養成逆向思考時，看到的都會是菩薩，心裡除了恭敬、感恩之外，只有歡

喜。69因此，聖嚴法師認為，做為僧團的一分子，能夠養成「我配合您」的這種修

養，是佔便宜的，僧團也會因您而成長。70 

  內心會生起煩惱，是因為法不染心，聖嚴法師勉勵弟子，既然我們如此的幸運，

有善根來聽聞佛法，就要好好地修持佛法。71 

（二）歷年來不變的叮嚀 

1.隨眾 

  多年來聖嚴法師一直耳提面命叮嚀我們的，不外乎隨眾作息，因為這是出家人的

本分。72聖嚴法師表示，上殿、過堂、出坡，不只是責任、義務，更是一份光榮。73

如果早晚殿、打坐都不想參與，時間久了，會對出家這個身分、出家的生活產生懷

疑。74 

  為維護道心，聖嚴法師非常強調要做好出家人的生活、行為、儀態，如果形式的

不做，道心就會淡化。75聖嚴法師深諳凡夫弟子的惰性與諸多障礙，因此勉勵大家： 

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我們的早晚殿、過堂，無論如何都要想辦法參加，否

則我們的道心會退。76 

對於弟子的想法與理由，聖嚴法師更是一針見血地給予指正： 

                                                      
67 聖嚴法師，〈出家的目的與方向〉（2008年 5月 25日），早齋開示文稿。 
68 聖嚴法師，〈出家的目的與方向〉（2008年 5月 25日），早齋開示文稿。 
69 聖嚴法師，〈出家人的心態〉（2002年 8月 7日），早齋開示文稿。 
70 聖嚴法師，〈執事上的溝通協調〉（2001年 2月 8日），早齋開示文稿。 
71 聖嚴法師，〈出家的第一課〉（2007年 9月 29日），早齋開示文稿。 
72 聖嚴法師，〈出家人的本分〉（2007年 9月 30日），早齋開示文稿。 
73 聖嚴法師，〈出家人的本分〉（2007年 9月 30日），早齋開示文稿。 
74 聖嚴法師，〈威儀〉（2004年 7月 9日），早齋開示文稿。 
75 聖嚴法師，〈威儀〉（2004年 7月 9日），早齋開示文稿。 
76 聖嚴法師，〈出家的意義〉（2004年 9月 13日），早齋開示文稿。 



．364364364364． 法鼓山僧伽大學畢業製作選集（2006-2011） 

諸位不要以為不上殿、不過堂、不隨眾，好像是占了便宜，實際上，你沒有

占便宜，你是消受了僧團的福報，而你自己不隨著僧團做奉獻，你是罪過，

是在造業。77 

在行大乘菩薩道的僧團裡，忙著為大眾服務，很多弟子都會表示不是自己不想要隨眾

上殿、過堂，而是執事上真的太忙了。法師認為這是因為執事們沒有把作息時間安排

好、規定好，所以大家整天都在忙亂；另一方面，則是缺乏自律的能力，在吃飯、午

休、晚上打坐時，甚至是晚上大家都已經養息了，卻還在工作。78 

2.嚴持戒律 

  無論是在初出家的階段，或是領執多年，聖嚴法師都會提醒弟子們，在生活中嚴

守戒律的重要性： 

因為出家人尊貴的地方，就是以戒為尊。79 

能夠出家，不是偶然的，不是暫時的福德因緣，而是多生多劫的福德因緣才

能夠來出家。持戒是為了保護自己三業清淨的戒體，保護自己的道心，保護

自己幾世以來出家的功德。80 

聖嚴法師以自己本身為例，來勉勵大眾： 

在我出家的時候，我發願，第一不碰女人，第二不碰金錢，這兩樁事我一定

要堅持到底。81 

聖嚴法師從 2001 至 2008 年期間，多次強調男、女界線要清楚，不能為了種種的方便

而開緣，82無論是看病、83度眾，84或工作上的互動，85都要謹慎處理，絕對不能隨

                                                      
77 聖嚴法師，〈出家人的本分〉（2007年 9月 30日），早齋開示文稿。 
78 聖嚴法師，〈出家人的本分〉（2007年 9月 30日），早齋開示文稿。 
79 聖嚴法師，〈持戒清淨〉（2006年 1月 22日），早齋開示文稿。 
80 聖嚴法師，〈出家人安住的原則〉（2008年 12月 13日），早齋開示文稿。 
81 聖嚴法師，〈珍惜出家因緣〉（2002 年 7 月 13 日），早齋開示文稿；〈戒學的次第〉（2008

年 8月 31日），早齋開示文稿。 
82 見聖嚴法師，〈請執心態〉（2002年 9月 1日），早齋開示文稿；〈戒學的次第〉（2008年 8

月 31日），早齋開示文稿。 
83 見聖嚴法師，〈出家人安住的原則〉（2008年 12月 13日），早齋開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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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在大堂開示的場合，聖嚴法師將男、女之間的戒律持守，講解得非常詳細。從輕

微的淫戒，即男、女之間說一些無聊的話，或是舉止輕佻，乃至重戒中的男、女肢體

接觸，其中是否有遮蓋物以及是否有染心等細節，86聖嚴法師都以實際的例子再三地

告誡弟子們，必須要謹小慎微，嚴持梵行。 

  除了勸勉以戒為師，同時聖嚴法師也指導弟子面對與處理的方法： 

隨時保持清淨的心，跟人互動的時候，視對方為眾生、菩薩、未來的佛、現

在的佛、現在的菩薩，不要想到這是女人、這是男人。87 

然而，聖嚴法師並非只注重形式上的持守，而是重視戒律的精神，也就是在於清淨和

精進。88比如說，基於文化與禮儀有異，如果遇到一位外國女賓主動伸出手，假如不

跟她握手，她會受不了，這時聖嚴法師還是會跟她握手。89 

  聖嚴法師注重的是大乘佛教的精神原則，因此在談到銀錢戒及非時食戒時，主張

回到其根本精神，也就是除貪。在受環境、時間、風俗習慣等因素影響之下，我們能

持的就持，不能持的就不持，這稱為「方便能持」。同時，聖嚴法師也強調，在法鼓

山的住眾身上不應該有錢，不只不要帶俗家的錢來，如果收到供養金，也要全數交給

僧團處理，個人若有任何食、衣、住、行的需要，僧團都會供給。90 

  對戒律的行持，聖嚴法師主張不得苟且，卻也不是拘泥成規、食古不化，而是掌

握佛陀制戒的本懷，配合當下的因緣，方能真正落實「以出世的精神，行入世的菩薩

道」。 

3.慚愧、懺悔、感恩心 

  雖發心出家修道，但在修得聖位以前，修行路上難免會有許多的起起伏伏，無論

在調伏自己內心的煩惱、91外在障緣，或是人我互動之間，92聖嚴法師教導弟子們，

                                                                                                                                                   
84 見聖嚴法師，〈僧儀的養成〉（2001年 1月 14日），早齋開示文稿。 
85 見聖嚴法師，〈嚴淨毘尼，弘範三界〉（2008年 4月 26日），早齋開示文稿。 
86 見聖嚴法師，〈戒學的次第〉（2008 年 8 月 31 日），早齋開示文稿；〈請執心態〉（2002 年

9 月 1 日），早齋開示文稿；〈持戒清淨〉（2006 年 1 月 22 日），早齋開示文稿；〈嚴淨毘

尼，弘範三界〉（2008年 4月 26日），早齋開示文稿。 
87 聖嚴法師，〈出家人應有的四點認識〉（2005年 7月 13日），早齋開示文稿。 
88 聖嚴法師，〈持戒清淨〉（2006年 1月 22日），早齋開示文稿。 
89 聖嚴法師，〈嚴淨毘尼，弘範三界〉（2008年 4月 26日），早齋開示文稿。 
90 聖嚴法師，〈戒學的次第〉（2008年 8月 31日），早齋開示文稿。 
91 見聖嚴法師，〈安心的方法〉（2002年 3月 3日），早齋開示文稿：「發現自己的煩惱時要生

慚愧心，多奉獻、多布施，就會生起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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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用慚愧心、懺悔心、感恩心來面對。93出家以後，如果還是以俗人的心態、觀

念、想法，來處理自己、對待生活，一定煩惱重重；如果懂得生起慚愧心、感恩心，

而去懺悔，則有助於化解煩惱。94 

  慚愧心不只能夠幫助我們跨越障礙，更是保護道心的最佳方法： 

常常要提起慚愧心，唯有如此您會道心堅固，梵行就會清淨。95 

如果內心感覺很苦，更要慚愧，並且趕快調整自己的觀念，也就是調心。96 

聖嚴法師也指出：「如果沒有慚愧心，沒有反省的能力，只有狡辯的能力，頭腦很

快、嘴巴很快，這種人就是無德、無品、無行。」97對於懺悔，尤其是在大眾面前懺

悔，很多人都會有錯誤的觀念，認為是件丟臉的事。聖嚴法師藉由實例而當場給予正

確的觀念疏導： 

懺悔不是一椿丟臉的事，實際上是非常值得讚歎、值得恭喜的事，懺悔則安

樂。如果變成取笑，這就是不知佛法，又不知慚愧。98 

聖嚴法師將墨寶「以感恩心接受，用報恩心來付出。」放到僧報上，99希望弟子們都

能時時謹記在心。聖嚴法師不諱言，初出家的人容易遇到諸多障礙的因緣，但我們要

感恩逆境、100感恩這修行的因緣、101感恩有機會服務奉獻，102甚至被人糾正，都要

                                                                                                                                                   
92 見聖嚴法師，〈安心的方法〉（2002年 3月 3日），早齋開示文稿：「一有煩惱，不要就怪他

人、怪團體、怪法師、怪佛法沒有把你訓練好，這都是你自己的業，自己應該向內心生起慚愧

心。」；〈調整習氣〉（2006 年 10 月 8 日），早齋開示文稿：「如果跟別人有矛盾、有摩

擦，你要懺悔。因為一隻手是不會響的，兩隻手才會響，產生摩擦一定是雙方的事情。」 
93 見聖嚴法師，〈出家修行維繫法身慧命〉（2007年 9月 2日），早齋開示文稿：「實際上你出

了家，就要好好用佛法，生慚愧心、生懺悔心、調伏自己的心。」 
94 聖嚴法師，〈吃苦頭〉（2008年 8月 23日），早齋開示文稿。 
95 聖嚴法師，〈修梵行〉（2002年 9月 7日），早齋開示文稿。 
96 聖嚴法師，〈出家人應有的四點認識〉（2005年 7月 13日），早齋開示文稿。 
97 聖嚴法師，〈宗教師的穿著與作息〉（2004年 8月 17日），早齋開示文稿。 
98 聖嚴法師，〈和敬〉（2002年 7月 30日），早齋開示文稿。 
99 聖嚴法師，〈增強整體感與危機感〉（2008年 7月 5日），早齋開示文稿。 
100 聖嚴法師，〈出家的好處與障緣〉（2005年 11月 20日），早齋開示文稿。 
101 見聖嚴法師，〈把握因緣，全心以赴〉（2004 年 9 月 10日），早齋開示文稿：「我們要不受

冷、熱、飢、渴、老、怨、苦等遭遇的影響，反而要感恩有這修行的因緣。」 
102 見聖嚴法師，〈增強整體感與危機感〉（2008 年 7 月 5 日），早齋開示文稿：「我很感恩那

些有因緣讓我服務、讓我關懷、讓我奉獻的人，我覺得我一路在成長。我也要感恩你們，讓我

有機會種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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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感謝，103因為這都在成就我們： 

我們遇到任何的順境、逆境，都應該感恩，讓我們成就解脫道、菩薩道。解

脫道，就是讓自我中心的煩惱、執著，能夠少一些；菩薩道，是慈悲他人、

慈悲眾生。104 

在僧團裡，無論是被賦予服務他人的機會，或是被別人服務，聖嚴法師勉勵弟子，都

要心存感恩，105感恩僧團、三寶給自己成長的機會。106而十方信施用最大的心來布

施，我們也應該要好好地尊敬、感恩、為他們服務，107並愛惜一切的公有物。108 

（三）特色 

1.兼具宏觀與微觀的指導 

  回顧聖嚴法師 2001 至 2008 年的早齋開示系列，不難發現其內容囊括了各個面

向，大至對佛教的使命感，小至對弟子生活各方面的提醒，聖嚴法師都一一給予叮

嚀。 

  聖嚴法師念念心繫的不只是法鼓山這個團體的未來，而是整體的、未來兩百年後

的佛教。聖嚴法師勸勉弟子必須要保持高遠的眼光，想辦法開創，不是站在個人的立

場，而是要為整體的佛教想。109此外，聖嚴法師也在開示中說明我們這個團體的定位

與方向，對內要建立清淨的僧團，對外要淨化社會。110 

  除了宏觀的整體觀，聖嚴法師也非常關心弟子們的生活細節，在衣、食、住、行

等方面，常常給予適時的關懷。聖嚴法師會教導弟子早上起來如果頭暈，要如何照顧

自己；111天氣寒冷時，要注意保暖；112吃的食物，要注意食材的衛生113等，讓弟子

們深感溫暖與感動。 

                                                      
103 聖嚴法師，〈持戒清淨〉（2006年 1月 22日），早齋開示文稿。 
104 聖嚴法師，〈出家的好處與障緣〉（2005年 11月 20日），早齋開示文稿。 
105 聖嚴法師，〈人間僧團〉（2003年 7月 11日），早齋開示文稿。 
106 聖嚴法師，〈請執心態〉（2002年 9月 1日），早齋開示文稿。 
107 聖嚴法師，〈出家人的心態〉（2002年 8月 7日），早齋開示文稿。 
108 聖嚴法師，〈出家人的心態〉（2002年 8月 7日），早齋開示文稿。 
109 聖嚴法師，〈眼光遠大，心胸廣大〉（2007年 5月 6日），早齋開示文稿。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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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見聖嚴法師，〈隨眾作息 1〉（2004年 9月 8日），早齋開示文稿。 
112 見聖嚴法師，〈持戒清淨〉（2006年 1月 22日），早齋開示文稿。 
113 見聖嚴法師，〈照顧身心的健康〉（2005年 1月 14日），早齋開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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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聖嚴法師也深知凡夫在修行路上的困難，因此提供了具體的下手處，都是

日常生活當中可以普遍運用以及自我檢視的。聖嚴法師除了鼓勵弟子要隨眾、靠眾，

114還要隨時用方法攝心，115乃至在梵唄或作務中都一樣能夠調心。116對於弟子內心

的苦惱與障礙，聖嚴法師更是耐心地一一說明轉念的方法。 

  這些鉅細靡遺的句句叮嚀，從個人到團體，聖嚴法師都提供了明確的方向與具體

的方法。 

2.融合古今的智慧 

  聖嚴法師在這八年的早齋開示，不只引經據典地運用了佛陀與古德提出的修行方

法，更是善巧地將現代管理學，落實在團體的規畫與經營上，可謂真正融合了古今的

智慧。 

  其中，聖嚴法師總共引用了十二部經典，即《法華經》、《心經》、《圓覺

經》、《金剛經》、《阿含經》、《四十二章經》、《百喻經》、《解深密經》、

《大般若經》、《六祖壇經》、《阿彌陀經》以及《楞嚴經》。其中以《法華經》的次

數最多，共有三處，其次為《心經》、《圓覺經》、《金剛經》以及《六祖壇經》，

都各有兩處。另外，還有《高僧傳》以及諸多禪師的語錄與著作。這些經典多與禪宗

有關聯，從此處可看出，聖嚴法師對出家弟子的教導是以禪修為本。 

  聖嚴法師在談到修頓悟禪的兩個層次與方法時，首先引用了唐朝圭峰宗密禪師在

《禪源諸詮集都序》中提及的方法：「念起即覺，覺之即無」，117也就是不管妄念；

第二個層次則是「離一切念，而放下萬緣」，也就是不攀緣。118「念起即覺，覺之即

無」這頓悟修證的法門，同時也被收錄在宋朝永明延壽禪師的《宗鏡錄》119以及祖源

禪師的《萬法歸心錄》。120 

  行菩薩道的當兒，難免會遇到人我之間的摩擦，或是在忙碌之中迷失在事相上，

                                                      
114 見聖嚴法師，〈出家人的本分〉（2007年 9月 30日），早齋開示文稿。 
115 見聖嚴法師，〈修行在平常日用中〉（2007年 1月 28日），早齋開示文稿。 
116 見聖嚴法師，〈梵唄的方法〉（2004年 9月 14 日），早齋開示文稿；〈出家人基本的學習〉

（2005年 1月 26日），早齋開示文稿；〈日常生活的修行方法〉（2006年 10月 1日），早齋

開示文稿；〈修行在平常日用中〉（2007年 1月 28日），早齋開示文稿。 
117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 1：「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修行妙門，唯在此也。」（T48, no. 2015, 

p. 403, a5-6） 
118 聖嚴法師，〈禪修在日常生活中〉（2007年 6月 17日），早齋開示文稿。 
119 《宗鏡錄》卷 34：「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修行妙門，唯在此也。」（T48, no. 2016, p. 614, 

b19-20） 
120 《萬法歸心錄》卷 2：「二六時中，動靜之內，一切放下，善惡不思，念起即覺，覺之即

無。」（X65, no. 1288, p. 412, c1-2 // Z 2:19, p. 409, c11-12 // R114, p. 818, a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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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法師在談到安心方法時，除了具體講述默照的修行方法121之外，同時也引用六祖

惠能《六祖壇經》的「外離相，內不亂」、122長蘆宗賾《坐禪儀》的「放捨諸相，休

息萬事」。123為了讓弟子的修行更紮實，聖嚴法師也會引用聲聞法，鼓勵弟子修習最

基本的「四念住」。124對於碰到逆境的弟子，聖嚴法師也曾依據《維摩詰經》「心淨

則佛土淨」，125以及永明延壽禪師《宗鏡錄》「一念相應一念佛」126的觀點，以「一

念轉變，一念見到淨土」127來勉勵弟子在當下轉念。128 

  聖嚴法師提醒弟子，要時時自我檢核，不要「白吃飯」，這是延自《百丈清規》

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129觀念而來。聖嚴法師希望弟子能夠不忘奉獻與修行，盡

心盡力為僧團服務，如果常住沒分配工作下來，自己就要找工作做。130聖嚴法師在強

調僧團各單位必須建立細膩、完整的工作手冊時，建議要參考佛陀時代律制──犍

陀，也就是有關僧團運作的細則。131 

  此外，關心全球趨勢、與時代腳步共進的聖嚴法師，也參考了 2006 年出版的全球

暢銷書《藍海策略》，期待弟子在團體的管理與經營上，也能運用其中的智慧與技

巧。聖嚴法師說：「藍海策略一定要具備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就是一定要創新；第

二是配合當下的社會以及未來的趨勢，讓社會大眾覺得這個創新的產品，是他們所需

要的。」132 

3.觀機逗教 

  在教養弟子的這些年，聖嚴法師非常善用觀機逗機之方便，時以慈父之溫柔來感

化弟子，時以嚴父之金剛相訓導之，軟硬兼施，可謂用心良苦。 

                                                      
121 聖嚴法師，〈在執事中修行〉（2001年 4月 23日），早齋開示文稿；〈培養僧才〉（2008年

8月 3日），早齋開示文稿。 
122 聖嚴法師，〈自安安人〉（2005年 8月 31日），早齋開示文稿。 
123 聖嚴法師，〈發送平安米〉（2003年 2月 11日），早齋開示文稿。 
124 聖嚴法師，〈自安安人〉（2005年 8月 31日），早齋開示文稿。 
125 《維摩詰所說經》卷 1〈1佛國品〉：「隨其心淨，則佛土淨」（T14, no. 475, p. 538, c5） 
126 《宗鏡錄》卷 15：「一念相應一念佛」（T48, no. 2016, p. 497, c4） 
127 參考《教育‧文化‧文學》：「只要一念心淨，一念見淨土，念念心淨，念念見淨土；一人心

淨一人見淨土，人人心淨人人見淨土。」，《法鼓全集》，頁 101。 
128 聖嚴法師，〈出家的好處與障緣〉（2005年 11月 20日），早齋開示文稿。 
129 《敕修百丈清規》卷 2：「一日不作、一日不食」（T48, no. 2025, p. 1119, b2） 
130 聖嚴法師，〈白吃飯〉（2008年 11月 8日），早齋開示文稿。 
131 聖嚴法師，〈團體運作與其精神〉（2002年 9月 10日），早齋開示文稿。 
132 聖嚴法師，〈傳統與創新〉（2007年 2月 4日），早齋開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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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觀這八年的早齋開示，聖嚴法師不只是以言教來說明鼓勵的功能與重要性，133

更頻頻在開示中給予弟子肯定與加油： 

1.不管是什麼樣的弟子，我認為都是可造之材，都是很優秀的人。沒有壞

人，只有好人做了壞事、說了壞話，因為眾生都可以成佛。134 

2.我們有這麼好的法師，這麼好的僧團，這麼好的同修伴侶，我們實在是太

幸運了。大家都是來修解脫道、菩薩道的，大家的初發心都是好的，我相

信每一個人都是好人。135 

3.法師會為你們祝福、為你們加持。136 

聖嚴法師的鼓勵，不只增強了弟子的信心、撫慰了受挫的心靈，更是做了最佳的示

範。 

  另一方面，聖嚴法師有時候也會用激將法，希望讓有退心的弟子醒覺；137對於弟

子的表現感到失望時，聖嚴法師會毫不客氣地直言：「我覺得很難過，這些事情都要

師父指示，師父如果不指示，就沒有動作、沒有動靜，這很糟糕！」；138弟子對於聖

嚴法師的規定不尊重，想要改就改掉時，聖嚴法師也會給予嚴厲的訓導。139 

  不管用的是什麼方法，聖嚴法師的用心，就是希望弟子能夠在自利利他的出家路

上，不忘初衷，歡喜奉獻。 

                                                      
133 見聖嚴法師，〈隨眾作息 2〉（2005 年 3 月 16 日），早齋開示文稿：「人就是這樣子，需要

人規勸、勉勵、鼓勵，然後自己會提起信心和道心來，也會自我檢討」；〈關懷勸募體系〉

（2007 年 3 月 11 日），早齋開示文稿：「我們要鼓勵與關懷勸募會員，使他們建立信心。」

「不僅僅要叫法師、方丈和尚來鼓勵，我們各級執事以及同參道友、師兄弟之間，都要互相勉

勵、互相鼓勵。」 
134 聖嚴法師，〈僧團制度與規約之執行 2〉（2002年 8月 1日），早齋開示文稿。 
135 聖嚴法師，〈僧團制度與規約之執行 1〉（2002年 7月 31日），早齋開示文稿。 
136 聖嚴法師，〈出家修行維繫法身慧命〉（2007年 9月 2日），早齋開示文稿。 
137 見聖嚴法師，〈出家人的心態〉（2002 年 8 月 7 日），早齋開示文稿：「如果你認為自己絕

對不會成為龍象人才，這一生就是這樣了，是不可能再改變的，這樣就不要出家了」；〈禪悅

為食，法喜充滿〉（2008 年 4 月 12 日），早齋開示文稿：「不要隨時隨地擺出很痛苦的臉

孔，好像做個出家人是非常痛苦的，如果是這樣，你們不要出家了，出了家這麼痛苦，為什麼

要出家？」 
138 聖嚴法師，〈危機處理〉（2008年 5月 18日），早齋開示文稿。 
139 聖嚴法師，〈僧倫與僧儀〉（2007年 6月 16日），早齋開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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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藉因緣開示 

  聖嚴法師總是能夠契機地藉著當時的種種因緣，為弟子開示正確的觀念、修行的

方法以及對弟子的期許等等。 

  在 2002 年 8月 1日的早齋後，某弟子以慚愧心向大眾求懺悔，聖嚴法師當場即給

予正面的肯定，要大家感恩懺悔的示範，並講解了懺悔的功能與殊勝。140 

  對於僧團住眾的離開，聖嚴法師也不會刻意隱瞞，反而將之視為教育的機會。聖

嚴法師認為，如果出家的因地不正，則待不下去，因此會講解正確的出家觀念，141並

提醒弟子要如何提起自己出家的初發心，142以及安心之道的落實與運用。143藉此因

緣，聖嚴法師也會說明通常起煩惱而離開的原因，都是因為和環境衝突，或是外面的

誘惑力太大，如果對自己沒信心、沒有反省的能力、作不了主的時候，就很容易離

開。144 

  在剃度典禮前，聖嚴法師會勉勵即將落髮的弟子，不只要出離形式上的家，更要

出離心態上的家，145以此為基礎，奉獻給三寶及眾生。146在養成班及僧大第一屆畢業

前，聖嚴法師也勉勵應屆畢業僧，進入僧團後一樣要依制度生活，精進修行。147 

5.不厭其煩 

  這幾年聖嚴法師的早齋開示，其中有不少相似或重複的內容（請參閱本文「2.2 歷

年來不變的叮嚀」），從中可看出法師的用心良苦，總是不厭其煩給予叮嚀與教導。

這份用心、耐心，在當時候不一定會被弟子所了解，但卻是處處點出修行的重點。聖

嚴法師非常了解弟子面對的困難以及個人的特質，所以會在不同的時候，用不同的方

式，一而再地給予提醒，希望弟子能夠多多熏習，一次一次地藉境練心，將所知轉變

為所行。 

                                                      
140 聖嚴法師，〈僧團制度與規約之執行 2〉（2002年 8月 1日），早齋開示文稿。 
141 見聖嚴法師，〈出家的第一課〉（2007年 9月 29日），早齋開示文稿。 
142 見聖嚴法師，〈出家人的本分〉（2007年 9月 30日），早齋開示文稿。 
143 見聖嚴法師，〈安心的方法〉（2002年 3月 3日），早齋開示文稿。 
144 見聖嚴法師，〈大海叢林〉（2002年 7月 17日），早齋開示文稿。 
145 聖嚴法師，〈正確的發心〉（2004年 9月 12日），早齋開示文稿。 
146 聖嚴法師，〈出家的意義〉（2004年 9月 13日），早齋開示文稿。 
147 見聖嚴法師，〈依制度生活〉（2005年 1月 9日），早齋開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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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聖嚴法師看得很遠，也很廣。看聖嚴法師的早齋開示第一、二遍的時候，只能領

受到聖嚴法師言語之間直接的教誨，要待看到第四、五遍時，才比較了解聖嚴法師背

後的用心與秉持的理念。在課堂上，聽到法師們在分享聖嚴法師的行誼，也比以前更

多了一分體會。聖嚴法師站在至高點上說的話，身為弟子的我們，必須更深入地了解

聖嚴法師的出發點與用意，應該要依教奉行的，不只是表面的意思，而是真正掌握聖

嚴法師的理念，才能在不斷變遷的時代中，把握住原則，而不失最根本的精神。 

  聖嚴法師說得很細，也很有耐心。弟子們在修行過程中，所有的起起伏伏、進進

退退，不只是被了解、被包容，而且還會得到不厭其煩地引導與提醒。我們會遇到的

問題、困境，似有「他心通」的聖嚴法師皆會知曉，並且給予適時適機的教誨，讓弟

子們不免會心一笑，並也受用無窮。 

  這一些法寶，都是那麼的實用！正如聖嚴法師所言：「佛法的一句話，只要你自

己用得好，所有的問題都能夠解決」，而聖嚴法師的開示，若是能夠真正運用上其中

一點，僧命的道路必也能走得穩健、踏實。 

 

  （本文初稿發表於 2011 年 6 月 26日「100 年度法鼓山僧伽大學畢業製作呈現」，

修訂於 2011 年 9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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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一份論文的誕生 

有賴於眾因緣的成就 

 

感恩畢業製作的指導老師──果光法師及常慧法師， 

一路耐心的指導與陪伴， 

並提醒筆者在過程中時時以法為依歸。 

 

感恩法鼓山僧團三學院法師們長期的耕耘與努力， 

提供了聖嚴法師早齋開示的逐字稿。 

感恩僧伽大學師長們的鼓勵與體諒、師兄弟的相攜相伴。 

最感恩的是， 

這一期生命能夠遇到聖嚴法師這位大善知識， 

留給弟子一生受用的法寶， 

讓僧命之路，不管崎嶇或平順， 

都有字字珍貴的甘露法語為依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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