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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r e w o r d  聖嚴法師開示 

人生的願望 
 聖嚴法師《 找 回 自 己 》  

每個人小時候都有許多的夢想、許

多 的 心 願 ， 常 常 想 ： 「 我 將 來

要……。」但是長大後，夢想是否兌

現了呢？一旦遇到生命的困頓時，便

會有疑問：「為什麼我要被生下來？

讓我活著好痛苦！好辛苦！」 

如果以佛法的角度來看，不是父母

一定要生下你，而是你自己要來的，

來的目的，就是為了還願、許願。在

我們短短的一生之中，經常會為了某

件事而向某個人許願、承諾，這樣的

許願和承諾，無量生以來不知道有多

少 。 所 以 佛 法 認 為 ， 我 們 過 去 許

願 ， 這 輩 子 還 要 再 來 許 願 ； 而 過 去

許 的 願 ， 尚 未 實 踐 、 尚 未 兌 現 的 ，

也要在這一生或未來生還願。  

或許有人會說：「那是你們佛教

徒的生命意義、生命目的。我不是佛

教徒，為什麼也要把許願、還願當作

我的生命目的呢？」的確，一定有人

會有這樣的疑問，甚至連佛教徒也會

這麼認為。 

換一個角度來看，「 許 願 」 和

「還願」其實就是我們對生命的承

諾；即使沒有學佛的人，也會重視人

與人之間的承諾，更何況是自己對自

己的承諾。如果你曾經想過：「如果

我能夠……的話，我就會……。」或

者 是 ：「 但 願 我 能……， 那 我 就

要……。」有一些是有對象的，有一

些是沒有特定的對象，那不就是一種

許諾？一種許願嗎？  

一個人只要對前途充滿希望，認

為前面有路可走，就一定有他自己的

志願和期待，那就是許願。許願之後

就會不斷努力來還願，一個願完成

了，還會繼續許下一個願。 



 

如果這個願是為了他人著想，不僅

僅是為了自己，這個人的人格一定很健

全，而且不論大願、小願，都會有成

就，也會活得很有方向感、很有意義。 

以我自己來說，因為小時候家裡很

窮，父母沒有足夠的衣服、食物、錢來

養育孩子，有時甚至根本沒有，所以我

的母親總覺得對不起孩子們。當時我就

許了個願，說：「媽，沒有關係，雖然

我們現在很窮，但是等我長大以後，我

一定會賺很多、很多的錢給你們用。到

那個時候，媽媽就不要再說窮了。」 

我一直記得自己發過的願，可是到現在

為止，我始終沒有機會兌現。我要如何

彌補這個遺憾呢？我只有奉獻自己給一

切的人、一切的眾生，藉著幫助其他的

人，來表示對父母的紀念或懷念。這就

是「還願」。 

為 了 許 願 和 還 願 ， 人 生 必 須 負

責、盡責。  

負責任是一種健康的觀念，因為當

一個人願意負起責任，完成工作或任務

的時候，就有機會認識自己的能力，從

中獲得對自我肯定。 

F o r e w o r d  聖嚴法師開示 

一個不負責任的人，不容易自我

肯定；而一個不能肯定自己的人，往

往會失去生存的目標和意義，他的心

理一定不健康，心情也必定不會很愉

快。 

在生命過程中，我們每個人都必

須扮演好幾種不同的角色。在家裡你

可能同時為人子、為人夫、為人父，

或是同時為人女、為人妻、為人母；

到了工作場合，又是個工作人員；在

學校，可能是個老師，也可能是個學

生。 

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責任，

善盡自己的責任就是人生的意義，

就是最好的還願和許願。  



圖:釋常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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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 曾問 我說： 「一 個人的 體力、 智慧

力、財力，都是有限的，而眾生無邊，怎麼可

能度盡呢？」這不用擔心，從初發心到成佛，

稱為三祇百劫，度眾生是在這段時間，並非在

短短一生中就要度盡眾生。自己力量有限，度

有限的眾生，力量越大，度的眾生越多、範圍

越廣。因此，為 廣 度 眾 生 ， 便 需 要 修 行。 譬

如電瓶充滿電，才能發光，又如太陽能電池

借太陽光充電發光；修行，就好像是充電，

用佛法充電，既借光又發光。  

不過凡夫度眾生有限，八地以上的菩薩，

則能於同一時間分身千百億身，度 千百億人，

權巧方便或用物質施予，或以精神救濟。 

有人問我：「已經有許多佛成佛，為什麼還

有那麼多的人沒有被度呢？」我說，佛法如陽

光，太陽升起，普照大地萬物，有的直接承受

陽光，有的間接吸收熱氣，即使是長年在海

中、地下的生物，也間接因有陽光的存在而生

存。 

釋迦牟尼佛修行三大阿僧祇劫的菩薩道，以

身心幫助眾生，以言行教化眾生，如陽光一般

普照於一切眾生。又如食米，經由栽種的人、

販米的人、發明割稻機的人、改良品種的人、

製造工具的人、改良肥料的人及延續稻種的人

等過程，已有許多人和我們產生關係，不論直

接或間接，這種關係一直延續著。 



 

 

H E A R I N G  聞 

所以，佛菩薩從無量劫以來，對於已度、應度、未度的眾生，或在物質上，或

在精神上，皆已種了得度的因緣，並且已經直接或間接度了一切眾生。 

禪的最高目的是「無我」，禪的修行是無上法門，是究竟的上乘法，上乘法必

定是菩薩道、佛道。僅為自己的生活飲食溫飽而忙碌者，是下等人；僅為自己身

心得安樂自在者，是中等人；無相無我者，是上等人。所以未發度眾生願，僅為

自己出離苦難才修行，至多是中等人，只能成為阿羅漢，不能成為菩薩、佛。 

釋迦牟尼佛成佛之前的最後一生，就是因為看到眾生有生老病死苦及各種災

難，為了解救在苦難中的眾生，所以捨身發願出家修行，尋求方法救濟眾生，最

後究竟成佛。 

我們在還未修行前就要發願，為家中、工作環境中，乃至社會中的每一

個人的處境、利益著想，這種不為自己、捨我的精神，便是度眾生的態度。

用這種捨我的觀念修行禪法，不僅可得到身心安定的利益，也可能得到徹悟的境

界。 

因此，發「四弘誓願」，捨我度眾，是學佛者的基本教育，也是修禪者的基本

條件。 



 

 

 

 

R E F L E C T I O N  思 

盆菜，只有美味好？還是五味雜陳好？ 

                     人生，只有讚美好？還是毁譽參半好？                  文: 演發菩薩  

大廚 便說︰ 「只要 當晚有人 走

來跟我說︰『今晚好夠味！』，亦有

人走來跟我說︰『今晚太重味！』，

亦 有 人 走 來 跟 我 說 ︰ 『 今 晚 沒 有

味！』。那我便知道當晚的盆菜調味

很恰當，一定是個成功的盆菜宴。

但若然當晚每個人都跟我說︰『好

好吃！』或者『好難吃！』或者沒

有人給我意見，那我便知道當晚的

調味很糟糕，一定是個失敗的盆菜

宴。」大廚滿意地吃一口自己煮的

盆菜，接著再說︰「這 麼 多 張 嘴 ，

怎 麼 可 能 有 一 致 的 口 味 ？ 」  

人生，難道不也是這樣嗎？  

法鼓山創辦人  聖 嚴 法 師 表

示︰「別人讚歎我時，不必歡喜，

罵我時也不必難過，因 為 這 是 他 的

立 場 ，跟我沒有關係，我只要知道

有 這 回 事 就 好 了 ； … … 如 果 罵 得

對，我應該歡喜，如果罵得不對，

他罵的人根本不是我，所以不必受

他影響。」  

盆菜 (註一 )  是香港新界圍村 (註二 ) 原

居民的傳統食 物。村民通常會於新年

或 天 后 ( 媽 祖 ) 誕 期 間 ， 以 盆 菜 設 宴 在

露天廣場慶祝 ，動輒四至五百人，一

些大村更會上 千人。相中人便是每個

盆菜宴中最重要的人物  – 大廚。  

在某次盆菜宴後的午夜，剩下兩三桌

主要工作人員聚在一起談天說地，席

間有人問大廚如何調味？認為怎樣才

是一個成功的盆菜宴？  



R E F L E C T I O N  思 

註一︰(節錄於維基百科) 

盆菜歷史的源頭有好幾個版本，傳與南宋君

臣逃難至香港及華南一帶相關。一說是文天

祥被元兵追殺，橫渡伶仃洋，逃亡至現時深

圳一帶，由於天色已晚，而眾將士又飢腸轆

轆，當地村民同情他是忠臣，用僅存的豬

肉、蘿蔔，加上現捕的魚、蝦造飯，但卻沒

有足夠碗碟，只好拿木面盆盛菜，將士圍盆

而食，這就是盆菜的起源。另一說則是，南

宋末年，元朝軍隊南下，宋帝昺聯同陸秀

夫、張世傑等人南逃避難。當他們路經東莞

縣烏紗以及香港新界錦田一帶的圍村時，得

到村民盛情款待。但在倉猝之間，村民找不

到足夠的器皿盛載食物，只使用木盆菜餚放

在一起，發展成盆菜。 

註二︰(節錄於維基百科) 

香 港 的 圍 村 多設在新界，主要分為兩大類: 

「本地圍」與「客家圍」。「本地圍」是指本

地人村落（即圍頭人），而「客家圍」是指客

家人村落。明朝時沿海寇患頻繁，居民為求

自保，於房屋周圍建矮石牆，用以抗盜。 

人 生 ， 總 會 不 由 自 主 地 去 追 求 讚

美 ， 抗 拒 辱 罵 和 害 怕 不 存 在 。 但 事 實

上，是無 可避免要面對大 眾 口 味 ，或

是他 人 的 立 場 。在芸芸的意見中，如

果 能 清 楚 接 受 自 己 對 讚 歎 有 多 歡 喜 、

對 辱 罵 有 多 難 過 ， 還 有 對 不 存 在 感 到

有 多 害 怕 。 慢 慢 從 情 緒 處 理 中 找 回 平

衡 。 如 能 做 到 知 道 就 好 ， 便 可 輕 鬆 放

下 那 些 紛 亂 的 讚 美 、 辱 罵 或 不 理 睬 ，

令自己不再追逐、不受影響。從受外在

影響的情緒中，回歸到自身的清楚放鬆。 

人 生 ， 若 能 更 進 一 步 ， 將 實 至 名

歸 的 讚 美 ， 當 成 為 益 友 ； 將 直 指 錯 誤

的 辱 罵 ， 轉 化 為 良 師 。 這 個 毁 譽 參

半 、 五 味 雜 陳 的 過 程 ， 將 是 提 昇 自

己、消融自我的可口美食。  

 



 
P r a c t i c e  修 

                   入學道心第一 法鼓募僧建設人間淨土 -僧大招生說明會 

    圖、文:張曜鐘菩薩 

承續創辦人 聖嚴法師以僧團帶領建設人間淨土的道心，法鼓山僧伽大學特地在

2019 年入學考試報名前，邀請有志出家奉獻自己、成就大眾的青年，於 10 日參加

招生說明會；並透過視訊連結馬來西亞及香港道場、澳門佛教青年中心，介紹就讀

及考試資訊、導覽校園環境，互動過程穿插粵語、馬來話和英文，交流氣氛輕鬆活

潑。 

「出家後可以聯絡家人嗎」、「超過考試年齡還能出家嗎」、「禪學和佛學系

哪裡不同」、「將來父母或自己老病需要照顧怎麼辦」、「不會寫正體字是否可以

來考」、「財務如何處理」……，面對海內外考生種種疑問，僧大也由院長法鼓山

方丈和尚果暉法師親率校務主管，清楚解說僧大與僧團完善的生活制度，讓考生和

家長可以安心入學。 

方丈和尚果暉法師還分享當年自己接觸佛教、決定出家的心路歷程，以出家功

德報答父母的心願，令考生備受感動。方丈和尚並且強調，學習運用佛法、自利利

他，才是最重要的；通常出家是以尋找個人生命意義和價值為出發點，修行之後就

能漸漸體會到，出家並不是為自己，而是為眾生，這樣也才能真正得到心中所需要

的那個答案。 

 



 
P r a c t i c e  修 

來自屏東的溫芯，日前剛圓滿護持法鼓山在家菩薩戒的任務；她說，聖嚴法師

所提出的心靈和生活、自然、禮儀等四種環保，正是這個時代所需要，希望透過參

加說明會，瞭解出家和在家清淨修行的不同，也盼願如有因緣能進入僧大就讀，可

以老實學習、薰習成長。 

參與年初法鼓山生命自覺營後，就留在臺灣打禪七、當義工、做早晚課，來自

馬來西亞的歐芷沁說，不想浪費這一期的生命，因此希望能考進僧伽大學，日後從

事利他的工作，來報答父母的恩德；她也很感恩母親給予的支持，鼓勵她用佛法幫

助心靈上需要佛法安定的人。  

歡迎大家「回家」。僧大女眾部副院長果幸法師表示，聖嚴法師留給大眾最重

要的就是「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並曾說我們要給自己一個希

望，要給 21 世紀社會、人類、世界一個希望，最好的方式就是「出家」。出家可

以提昇、淨化自己，和他人分享佛法，對周遭的人和社會，盡一份力量，所以是一

條很有意義的道路。果幸法師並鼓勵發心出家的青年，可以到僧大詢問，解開心中

的疑惑。 



 

e v e n t s  近期活動 



 
i n f o r m a t i o n  參考資訊 

 

 

 

發行單位：僧伽大學教務處 

電話：886-2-2498-7171 

 

 
相關網站： 

法鼓山僧伽大學 line@  

僧伽大學官網  

www.ddsu.org  

僧伽大學 FB  

zh-tw.facebook.com/ddsanghau/ 

生命自覺營 FB  

www.facebook.com/awakeninglife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網站 

fagushan.ddm.org.tw 

法鼓山全球資訊網 

www.ddm.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