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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都不求 

本期主題 

人生，就這樣 ? 

 

http://sanghau.ddm.org.tw/


  在人的一生之中，所要追求的東西太多了：沒有錢的時候求財，沒有名的時候求

名，沒有地位的時候求地位，沒有孩子的人求子嗣；還沒有結婚的人，就希望求得美嬌娘或
如意郎君。此外，世界上還有很多宗教、神明，專門標榜「有求必應」，當有人覺得內心不
平安，就會抽籤問卜、祈願平安，這也是一種祈求。如此看來，一無所求的人其實很少。 
 
在這些祈求之中，有些合理、有些不合理。有些人求人、求神，當然也有求佛菩薩的，但都
不一定想求就可以求得到。如果是合理的追求當然不為過，例如健康、長壽、平安、學問、
功名等，都是人人想要的，並沒有什麼不好，如果能夠如願以償，當然很歡喜。但是，在這
個世界上，不可能事事都如你所願，有些過分的奢求根本不可能實現，只會帶來痛苦。例如，
有些年紀很大的人生了重病，或是已經患了不治之症，還祈求神明保佑自己不會死，這種虛
妄的執著與期待，就是痛苦的根源。所以，很多人都飽受求而不得的痛苦，也就是佛法所說
的「八苦」之一：求不得苦。 
 
在現實生活中，的確有人要什麼、有什麼，好像能夠呼風喚雨、操控自己的命運。其實，這
是因為有時勢、環境的配合，才能剛好讓他得心應手、樣樣都如他的意。但一個人不可能永
遠都這麼好運，好運氣不一定總是跟著他，一旦倒楣的時候，也會樣樣都落空，一樣非常痛
苦。 
 
所以，想要化解「求不得」所帶來的痛苦，首先還是要分清楚什麼是合理的需求。「求」有
時是一種需要，有時則是一種欲望，而欲望並不等於需要。例如，有些人在台灣已經擁有一
棟房子，卻仍希望在香港、美國、大陸再各擁有一棟，這就不是「需要」，而是「欲望」了。
像這樣過分的欲望，就算短期之內能夠滿足，卻不可能長久維持。當所求落空時，不免帶來
失望與痛苦。 
 
可是，即使是合理的需要，有時也不一定能夠如願以償，因為，「求」還能分成「為己求」
與「為人求」兩個層次。如果是自私自利的「為己求」，求到之後雖然很快樂，但難免擔心
總有一天會失去，而老是處在缺乏安全感的痛苦中。如果是「為人求」，因為是抱持著「得
到固然很好，得不到也無所謂」的心態，比較不容易感受到所求不得的痛苦。 
就以我個人為例，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一生必須追求什麼目標，但是我有一個大方向，如果能
夠順利走完全程當然最好，萬一達不到也沒有關係。因為
那是因緣不成熟的關係，與我個人的得失無關，但如果是
為個人追求而得不到，可能就會很痛苦。 
 
所以，「為己求」是痛苦的，「為人求」雖然比「為己求」
略勝一籌，但最好還是什麼都不求。如果能夠什麼都不求，
只是不斷地努力耕耘、成長、奉獻，無論自己有多少力量
都盡力爭取，得到了以後再奉獻給別人。在這個過程中所
得到的快樂，是別人無法奪走的，這也才是真正的快樂。 
  
  

什麼都不求 
                                                        ■ 聖嚴 師父 

本文摘自--《 得心自在 》一書 



和樂無諍 

理直氣「和」 

近來發生許多的社會事件，都是由於當事人的情緒失控，而鑄成

了大錯，令人感到相當惋惜。其實每個人都會「生氣」，但表現方

式不同，有些人生氣時悶悶不樂，有些人變得脾氣暴躁，也有人

選擇訴之以暴力，結果是自害害人，也造成了社會的不安。 

 

生氣真的很不好。從身體來看，因為不如意而生氣，血液會很快

地往腦部衝，危害健康，由於情緒失控，於是非理性的言語、粗

暴的肢體動作就會出現，結果傷了人，更傷了自己。因此「氣」

還是少生為妙。 

 

古人說：「和氣生財」，這裡的「財」，除了物質上的財產，尚有精

神上的財產。很多人因為常常生氣、情緒失控，不僅賠上身體的

健康，精神的損失更多。所以要隨時保持「理直氣和」的習慣，

不要相信俗話說的「理直氣壯」，否則就會有生不完的氣了。 

 

只要是人，都難免會生氣，以我個人為例，當我遇到弟子做錯事，

或見到他人犯了很嚴重的錯誤時，也會有生氣的感覺出現，但我

不會生氣到讓自己痛苦，更不會讓對方感受到我的情緒失控。想

要情緒拿捏得恰到好處，這便需要用智慧來化解，用修養來消融。 

 
 
 
 

 

 

 

 

 

 

和樂無諍 

心平氣和，是非要溫柔；和樂平

安，我為你祝福。 HARMONY 

WITHOUT DISPUTES: Calm and 

Gentle in the Face of Conflict, 

May You Be Happy and Safe 

作者：聖嚴法師◎著 

法鼓文化編輯部◎選編 

出版社：法鼓文化 

版次：初版八刷，2014 年 1 月 

 

 

 

 

 

本文摘自--《 和樂無諍》一書 



 
 
 
 
 
 
 
 

 
 
 
 
 
 
 
 
 
 
 
 

 

 

僧大在 3 月 23 日星期天，在法鼓山上舉行招生說明會，現場共有 10 位男眾學員

和 23 位女眾學員參加，以及幾位學員的家長一同參加。 

活動開始後，先讓學員看介紹僧大的影片，讓學員了解，創辦人聖嚴師父創辦僧大

的目的，是培養有大悲願心的漢傳佛教宗教師，接下來，方丈和尚開示，僧大的教

育，是培養學生學習如何透過消融自我，來達到和樂無諍的生活；下一個活動，是一年級的學僧分享如

何準備筆試，四位學僧都提到了聖嚴師父所說的 "道心第一，健康第二，學問第三"，提醒所有考生，

最重要的是提起道心，放鬆來應考；接下

來，僧大執事法師和在場的考生和家長對

談，問題五花八門，法師們除了一一解答

外，都一致強調，只要大家發願要來出

家，僧大法師都會幫忙一起成就；最後，

女眾副院長 果光法師結語時說到，僧大

希望培養的宗教師，是與人互動時，讓人

感到放鬆與自然，然後能像觀世音菩薩聞

聲救苦一樣，只要社會或有需要的眾生需

要我們的幫助，不管再困難，我們都會勇

敢的前進。 

2014 僧伽大學招生明會 

■法鼓山僧伽大學 粉絲專頁 

( 釋演燈繪 ) 



 

 

 

 

 

 

 

 

 

 

 

 

 

 

 

 

 

 

 

 

2012 年 9 月 2 日清晨，隨著男寮的起板聲從睡夢

中醒過來，第一個念頭是「我怎麼會在這裡？」 

2012 年第九屆的生命自覺營，是促成這段出家因

緣的關鍵，「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這句話在營隊期間不斷自心中浮出，原本發願下

輩子要出家，轉變為決定這一年就來報考僧大，

因為我不要把想做的事寄託在不可知的未來，而

要把握當下全力以赴。其中在背後支持著我的力

量，是想要跟隨著聖嚴師父未竟之志，一起共同

來推動的心願。 

印象中，在國小便已萌生「人活著到底為了什

麼？」的疑問。大學時認為活著就是為了快樂，

出社會後過著興趣廣泛、享受美食、追逐娛樂的

生活。一次在書局中偶閱《聖嚴法師最珍貴的身

教》，而對禪修產生了些微興趣，想知道「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的禪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2009 年底，跟同事參觀朱銘美術館的機緣下，順

道拜訪傳說中的法鼓山。祈願觀音殿旁的布告

欄，張貼著「禪修指引」的 DM，讓我跟法鼓山結

下不解之緣。透過禪修觀念的引導，對自己身心

有更進一步的觀察後，發現滿足欲望並無法得到

真正的快樂。 

反省自己過去這三十幾年的人生，各方面的追逐

只是讓欲望不斷擴大，快樂的代價愈來愈高。因

此第一次看到「生命的終極追尋，何時能盡？」

這段話，竟激動落淚，不想再追了，我要走不一

樣的路。 

感恩聖嚴師父讓我的生命有了轉變的機會，「幫助

別人暫停欲望的追逐，停下腳步重新思考生命的

意義、人生的方向」，成為我最想做的事，就這樣，

我踏進了法鼓山僧伽大學。 

 

 
本文摘自--《 法鼓文苑第五期 P.112 》 

 

人生的轉彎處 

「生命的終極追尋，何時能盡？」 

不想再追了，我要走不一樣的路。 

■Edwin 

 



 

 

 

 

 

 

 

 

 

 

 

 

 

 

 

 

 

 

 

 

 

 

 

 

 

 

 

 

 

 

 

 

我的護身符 
原來自己是那麼容易感到不安，不安於當下，不安於身心， 

所以即使在時間很充分的情況下，動作也會自動地加速， 

就像脫水機停不下來……                                ■ 演復 
第一次將聖嚴師父的法語背起來，便是「四它」，並發現「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不管

面對生活上任何境，真的都相當受用。但是真正對師父所說的話，有很大的感動，則是在 2011 年

冬季青年卓越營師父開示影片中所說的「盡形壽，獻生命」。 

當時，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真心覺得自己獲得的太多，付出的太少；所以這句話一直不斷在我腦海中

打轉，當面對未來的動力不足時，我會用這句話提醒自己要「盡形壽 

，報師恩；獻生命，報三寶恩」。 

進入僧大，循著規律的生活，我才發現原來自己是那麼容易感到不 

安：不安於當下，不安於身心，所以即使在時間很充分的情況下， 

動作也會自動地加速，就像脫水機停不下來慣性地打轉。如果穩定 

下來，沒做什麼，就覺得虛度，一直想找事做，把自己忙得團團轉。 

這兩者是一連串的惡性循環：忙便緊張，緊張就做不好，心更亂，事 

情沒少反增，就又更緊張。 

2011 年水陸法會要進大寮實習前，我們全班同學到祈願觀音殿發願，當時看著所求的心靈處方籤，

我的心震了一下，這句話是這麼說的：「擁有穩定的情緒，才是立於不敗之地的基礎。」它成為我實

習期間的護身符，至今我仍牢牢記住它，並時時提醒自己用生命實踐它。   

 本文摘自--《 法鼓文苑第四期 P.82 》 

大悲心的實踐分享 

大悲心的基礎就是出離心與菩提心，兩者要搭配。不是一直在做

事，即使是做事，也要知道自己做事的悲願心。基礎就是，做事的

時候，不能做到起煩惱，讓自己起煩惱，也讓別人起煩惱。出離心

跟菩提心是要相輔相成的。 

                                          ■ 常寬法師 



    僧大進化小品 

  學習做好一位宗教師，原來是這麼幸福的事！ 

■ 智心 

    在孕育諸佛菩薩的搖籃（僧大）裡，學習做好一     

    位宗教師，原來是這麼幸福的事！ 

    來這裡，是因為…… 

    它的正信。有正信的佛法、正確的因果觀，而非 

    怪力亂神。 

    它的普遍。推動心靈環保，社會響應廣泛。 

    它的利他。因應社會需求，推動教育、禪法及慈 

    善。 

    在這裡，感受到…… 

    規律的生活，使身心健康且安定。 

    活潑的禪法，照見長久來的習氣。 

    溫馨的學習，讓彼此關懷共勉勵。 

 

 

本文摘自--《 法鼓文苑第四期 P.28 》 

悠遊藝海 
         ■繪圖／演誰 

 

行 者 髮 型 

 

 

本文摘自--《 法鼓文苑第五期 P.133 》 

  

 

 

 

 

 

 

 

 

 

 

 

 

 

 

 

 

 

 

本文摘自--《 法鼓文苑第五期 P.133 》 

 



 

 

 

 

 

 

 

 

 

 

 

 

 

 

 

 

 

 

 

 

 

 

 

 

 

 

 

 

生 活 

如 何 減 壓 

天氣的冷熱，往往會影響身

體的感受，非常容易的產生

喜愛與不喜愛情緒反應….. 

               

 

              斷盡八萬四千 

                      個煩惱 
人都是因為沒有智慧，才會煩惱叢生，苦不

堪言。天下本無事，煩惱都是自己製造的，

一般人卻認為是外在環境帶來的。其實，真

正的困擾，是來自各自內心的掙扎，就像俗

話所言：「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

迷。」人之所以會受外境誘惑、衝擊而起煩

惱，而產生困擾，都是由於「自我中心」的

作祟，包括我貪、我痴、我疑、我慢等習性。 

 

佛如果你能把自我中心的執著放下，把事實

真相釐清，外在環境就困擾不到你了。 

佛教將煩惱之多，稱為「八萬四千塵勞」，

是說煩惱的種類之多，有八萬四千，而且根

深蒂固、生滅不已，所以稱為無盡。 

 

可是，如不斷盡煩惱，就會用永在生死苦海

中流轉，唯有斷除自我中心的執著，無盡的

煩惱才會一時斷盡。 

 
                        --本文摘自《 何必自尋煩惱 》 

聖嚴法師開示 

■ Events 

招生訊息 >> 

詳細訊息請見官方網站[線上報名] 

4/1-起開放招生考試網路報名                 

    歡迎網路下載招生簡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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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嚴 法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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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ual Book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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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決  定 

出 家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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