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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於六波羅蜜中特別重視精進和智慧，精進才能斷自己的煩惱，產生了智慧，才能廣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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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r e w o r d  聖嚴法師開示 

觀自在菩薩 
 聖嚴法師《心經新釋》  

菩薩是發了菩提心，以慈悲廣度眾

生的人。菩薩不自私、不為自己考慮；

廣度眾生是為了成就佛道，並且感謝眾

生而不求回報；鼓勵眾生努力行善，自

己也參與其中，才是真正的菩薩。 

一個禪的修行者必須先發菩提

心，修行是為了使眾生得到利益。

這最初、最早所發的菩提心，叫作

初發心，發了此心，就希望永不退

轉，一旦有了退心，也要再回到初

發心。如果一個修行人沒有發菩提

心，修行不會得力，容易著魔，對其身

心都有損害。所以在修行的過程中，我

們強調要放下自己的自私心、追求心、

逃避心，以及期待心，才會真正得到修

道的利益。 

菩薩要斷煩惱，增長智慧，不能僅

靠打坐，要努力廣度眾生，智慧的增長

才踏實。僅靠打坐，僅以禪定的力量產

生的智慧，在遇到複雜的人際關係時，

便產生不了應對的力量。唯有以實際的

磨鍊，面對各種善惡不同、形形色色的

眾生，所得到的智慧才踏實而因應有

方，這才是菩薩的智慧。 

所以菩薩於六波羅蜜中特別重視精

進和智慧，精進才能斷自己的煩惱，產

生了智慧，才能廣度眾生。 

精進波羅蜜是以自利利他廣度眾生

為第一，精進度眾生的方法有四︰1.已

造的惡業趕快斷，2.未造的惡業永不

造；3.未生的善業趕快生，4.已生的善

業要增長。前兩點是使眾生離苦，因為

造惡業會得苦果，後兩點是使眾生得福

報及安樂。這四個方法加起來就是

「慈悲」；悲心使眾生離苦，慈心

使眾生快樂。悲能拔苦，慈能與

樂，就是慈悲，沒有慈悲心不能稱

之為菩薩。  



圖:釋常鐸 

H E A R I N G  聞 

以知過懺悔心，來保護持戒清淨 

  《聖嚴法師教默照禪》  

聖嚴法師教默照禪 

作者：聖嚴法師  

出版社： 法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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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過懺悔，乃是用懺悔心來扶助戒增上，因

為凡夫受了戒，隨時還會犯錯，如何彌補犯錯的

行為？便是要懺悔。在聲聞戒的懺悔，主要是針

對身口二業的惡不善行及惡律儀要懺悔；大乘菩

薩戒的懺悔，包括身口意三業的惡不善行及惡律

儀，都要懺悔。聲聞戒在於長養出離心，菩薩戒

重在長養無上菩提心。 

持戒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修行禪定成功，可是

持戒而不犯戒是很難的，也就是說接受了戒的準

則和規定之後，常常還是會犯錯的。因此，《菩

薩瓔珞本業經》中說：「有戒可犯是菩薩，

無戒可犯是外道。」犯戒之後要以懺悔心來

修補。一次次的犯戒，一次次的懺悔；一次

次的懺悔，一次次的改善，終至於持戒清

淨。  

聲聞戒的懺悔方式，有犯小錯的自責己心懺

悔、得罪了某一個人時的當面對首懺悔、犯了稍

大的過失須在三人中懺悔、犯了大過失則要在十

人或二十人前懺悔。大乘菩薩戒的懺悔方式，則

有自責己心懺悔、在佛菩薩像前懺悔，乃至要禮

三世諸佛，懇切懺悔，直到見光、見華等瑞相現

前，始知罪已懺除。 

Master Sheng Yen Te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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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 A R I N G  聞 

不一定要犯了什麼重大的過失，才需要懺悔，而是隨時要存懺悔的心。

因為不僅今生曾犯的過失，往往已經忘了，何況過去世的無量劫來，有許多許多

的行為是不正確的，有意無意，傷害了他人也傷害了自己。有的是因貪心，有的

是因瞋心，有的是因愚癡心；凡是做了害人害己、或知或不知、或憶或不憶的惡

事，這都是需要懺悔的。 

懺悔，可以使得煩躁、閉塞、不開朗的心，變成清涼、豁達、很舒坦的心。不

懺悔，則會使得自己假借理由來推卸責任，而犯下更多的錯誤；犯了錯誤還找理

由，以為是正當，這就是邪見了。邪見是不知因果、不信因緣，自己造了惡業，

還認為是理所當然。 

通常的人，都會認為他們自己是個善良的好人，只有受過他人的傷害，自己是

不曾傷害過他人的，因為自己從沒有做過殺人、放火、強暴、搶劫等的這些壞

事。但是，當我們在修行禪定、聽聞佛法之後，就會發現自己所犯的錯誤及

過失是滿多的，自然而然就會生起懺悔心。因此，懺悔能護持淨戒，修習禪

定不得力時，要知道懺悔。  

 



 

 

 

 

R E F L E C T I O N  思 

方丈和尚清涼語 
以利他來利己                

文: 方丈和尚果暉法師 

數十年來在聖嚴師父座下接受教

法，對我來說，最受用的是菩提心和菩

薩道。正如師父所寫的〈菩薩行〉法

偈，起始二句便是：「如何成佛道？菩

提心為先。」接著再問：「何謂菩提

心？利他為第一。」我們在修學佛法的

過程中，若能經常想到成就他人，往往

自己的成長是最快的，原因有三點： 

第一，我們之所以有煩惱，常常是

因自己有時間煩惱。若我們為了利他而

忙得不可開交之時，大概沒有時間考慮

到自己。因為眾生需要我們幫助的地方

太多，為了提供適切的協助，我們需要

邊做邊學，一邊學習，一邊奉獻，根本

沒有時間自尋煩惱。 

第二，修菩薩道，是為了斷塵沙煩

惱和無明煩惱。我們在幫助他人之中，

可以觀察到一般人產生種種無明煩惱的

因果、因緣關係，其實類似的問題，也

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除了引以為鑑和

自我警惕之外，由於我們已知產生煩惱

的原因，故能做出有智慧的抉擇，避免

重蹈覆轍，煩惱會斷得更多、更快。 

第三，發起菩提心，首先要轉化

自己，才有能力幫助他人。世間的

心，常是向外攀緣，菩提心則是向內

觀照。《六祖壇經．無相頌》云：「若

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若見他人

非，自非卻是左。」一般人遇到不順

心的處境，動輒咎責他人或環境因

素，修行人則是向內觀照，學習佛的

慈悲與智慧，漸次開發無限深、無限

廣、無限清淨的內心世界。 

因此，師父鼓勵我們要發菩提

心、行菩薩道，以成就他人來成長自

己。事實上，在利他的過程中，慈

悲、智慧就在這不可分的一體兩面中

一起成長了。 



 
P r a c t i c e  修 

印度朝聖行 

與佛同聲共息 

文:釋演復 

生命自覺營圓滿後，緊接新春活動、傳燈法會，出發前往印度前兩天才開始

打包公用與隨身行李，彷彿一趟求道之旅的行前準備。不斷反覆思索：這些真的

需要嗎？覺察出家前後的打包重點不太一樣，除了考量己身，同時考量如何照顧

他人，更多的是練習拿捏「適度與適量」。 

出發後，連三天馬不停蹄，從德里經瓦拉那西，到悉達多太子出家證悟之地

菩提伽耶、初轉法輪的鹿野苑。第五天到王舍城，參訪那爛陀大學及其博物館、

上靈鷲山繞佛做晚課，並前往竹林精舍和頻婆娑羅王的牢房遺址。 

行程到了第六天，對於佛陀成道以來經過的路線，開始有了立體的認識。當

天在毘舍離「佛舍利塔遺址」繞塔晚課後，團長果幸法師引導眾人一邊打坐，一

邊回顧我們所經之地，正是佛陀過去步行之處，不僅是時空中有形的想像，而是

踏上佛心行的道路，憶念佛陀傳法弘法的功德。晚上小組分享時，法師進一步指

出這次佛陀聖跡巡禮的緣由，乃是對聖嚴師父圓寂十年的緬懷。佛陀一生所做

的，師父一生也如此而行，那已經學佛的我們呢？ 



 
P r a c t i c e  修 

當晚的分享，很多菩薩都對前一天在那爛陀大學中，見到玄奘大師的寮房印象

深刻。想到大師徒步至印度並留學數年，帶回諸多經典並將佛法傳到東土，感恩之

情無以言表，對於匯集當時頂尖佛學研究人才的那爛陀，除了腦中的大學榮景，更

深的是焚毀半年、死傷無數的哀痛。這段歷史也提醒著我們，佛教要能利益眾生，

才不致走向衰滅之途。此時浮現每日早晚課恭誦的〈菩薩行〉，正是師父指點我們

要走的學佛道路。 

到達最後一個巡禮之地──祇樹給孤獨園，眼前當下所見就像《阿彌陀經》描

述的景象，高聳的菩提樹、綠意盎然的草地，梵聲不絕、鳥鳴輕綴。眾人在說法台

上晚課，恭誦《阿彌陀經》，心音未絕，隨文所述步入淨土。離去之際在台前長跪

發願，願生生世世不離善知識、聽聞正法，盡形壽獻生命，善護正法久住。 

此次西行，雖非取經，亦為取經，因重新開啟了對佛與佛所言之法的認識，地

景變得立體，所誦經文漸增臨場之感。憶念的佛不再距離遙遠，而是同聲共息，踏

在同片土地上，親切如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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