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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腳下」的可貴處在於從當下本分事入手的務實態度。

因為道不遠人，真理 也好、目標方向、初心願景也好，都只在我們腳下的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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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r e w o r d  聖嚴法師開示 

人生的目的、意義、價值 
文:聖嚴法師 圖:演漸法師 

 
在汲汲營營、忙忙碌碌的生活中，你可曾想過人生在世的意義和價值究竟是什麼？是

來吃飯的？穿衣服的？還是來賺錢、求名、與人爭鬥的？ 

很多人就是在貪生怕死、貪名求利、你爭我奪中，一天一天過下去。看到大家要的我

也要，大家不要的我也不要。以為很多人都要的，那就一定是好的，所以搶著要，但

是從來不去思考，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反正大家都要的我就要，大家都不要的就立

刻把它丟掉，因為既然大家都不要，我還要它做什麼？ 

就像螞蟻一樣，通常只要一隻螞蟻嗅到了有味道的東西，其他的螞蟻統統都會圍過

去。可是這不是人的行徑。人應該有「我要的不一定是人家要的，人家要的不一定是

我要的」的觀念，這才是真正獨立的人格。可是，一般人多半喜歡跟著別人起鬨，這

是很悲哀的一種現象。 

一個人如果活著而沒有目的，一定會非常空虛，覺得生命沒有價值，像行屍走肉一

般，那又何必活受罪？不僅生存本身變成多餘的，而且也白白浪費世界許多的資源。 

 



 F o r e w o r d  聖嚴法師開示 

但是生命一定有它的原因，也一定代表某些意義。它的目的是什麼？最後會到哪兒

去？又會成為什麼呢？ 

以佛教的觀點來看，人生的目的，凡夫是來受報還債，佛菩薩則是來還願；如果知道

人身難得，能夠知善知惡、為善去惡，人生就有了意義；如果又能進一步積極奉獻、

自利利人，這就是人生的價值。 

所謂「受報」是：我們必須要為我們所造的、所做的、所想的、所說的行為負責任。

我們的生命，無非是自作自受；過去世造的因，以及這一生的善行、惡行，結合成現

在這樣一個人生，便是生命之所以存在原因。 

但是僅以一生短暫的時間來看，很多現象看似不公平，也沒有辦法解釋。譬如有的人

在這一生非常努力，但就是不成功；有的人並沒有這麼努力，卻一帆風順，左右逢

源。表面上看起來很不公平，其實這要追溯到過去世，以及一世一世、無量的過去世

之中，我們曾經所造的種種行為，尚未受報的就可能在這一生中受報，也可能在未來

生才受報。而我們所做的種種行為，有好的，也有壞的，造好的業受福報，造惡的業

就要受苦報。 

至於人生的價值是什麼？很多人認為人生的價值就是有錢、有地位、有名望、讓人家

看得起。譬如，在外面做了官，衣錦還鄉，讓家鄉的親人、鄰居、朋友都風光一下，

不但表現了你的個人價值，地方上也因你而有了光彩。但這是不是真正的價值呢？ 

真正的價值應該不在於顯耀家族的虛

榮，而是在於你所做的實質貢獻。如果

你是投機取巧、巧取豪奪而得到的名利

權勢，即使一時間很風光，也沒有真正

的價值可言。因為這個價值是負面的，

造的是惡業，將來是要受報償還的。 

 



 F o r e w o r d  聖嚴法師開示 

因此我們可以說：有多少奉獻就有多少價值。比方說，我這個人有什麼價值？我在

這一段時間裡為大家說佛法，這就是我的價值。 

如果這一段時間中，我在睡覺、吃飯和人家吵架，那就沒有價值了。人生的價值必

須建立在對人有益，而且對自己的成長也有幫助上。 

雖然我們凡夫是來受報還債的，但是也不妨學習佛菩薩的精神，為自己的人生發一

個願。這個願可大可小，可以小到只是許願：「我這一生之中要做個好人。」許願

自己在這一生中，不做壞事、不偷懶、不投機取巧，盡心、盡力盡自己的責任。即

使這一生做不好也沒有關係，因為還有來生可以努力。這樣的人生，就是有價值、

有意義，而且充滿希望的。  

 



 

 

 

圖:釋常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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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貢獻，不一定是在自己有直接關係的範圍之

內，而是可大可小、可近可遠的。大可廣被全世

界，乃至對一切眾生，我們都應該承擔起奉獻、貢

獻的任務來。雖然人生的意義是盡責、負責，只要

把自己現在職務上的分內事做好就夠了，但這僅是

盡了本分，尚不能說有什麼大貢獻。 

當我在日本留學期間，先師東初老人發現臺北市有

幾個寺院發生爭產爭權的糾紛，便寫了一封信給我

說：「現在的佛教可憐極了，弘揚佛法的工作沒有

人來做，寺廟的產權倒有人爭搶。」不僅僅是佛教

徒本身在爭搶，連政府也在搶廟，說這些廟是日據

時代日本人建造的寺院，屬於敵產，應該收歸政府

所有。不過，我的師父仍勉勵我說：「現在大家只

搶廟，而沒有想到要搶救佛法，以佛法來搶救人

心，我們應該要負起搶救佛法命運的責任。」 

所以說，佛教界光搶救寺廟是無大用處的，努力培

養弘法的人才，對社會有了貢獻，才是根本的辦

法。例如今天的佛教，對臺灣的社會已有顯著的貢

獻，便表現出佛教有其存在的價值。就好像前一陣

子賀伯颱風過境，農禪寺也是受災戶之一，全寺在

一公尺深度的水中淹了兩天，損失很大。但我告訴

法鼓山的四眾弟子：「我們雖被水淹，還是要發動

全省信眾響應救災工作。」 

作者：聖嚴法師  

承擔貢獻的任務 

文：聖嚴師父 

http://www.ddc.com.tw/search_list.php?c=1&s=3&k=%26nbsp%3B%E6%B3%95%E9%BC%93%E6%96%87%E5%8C%96


 H e a r i n g   

最後大家總共捐出了新臺幣三百萬元。這便是表現出法鼓山這個佛教團體，對社會

具有正面的價值。 

同樣的，這幾年我們法鼓山農禪寺舉辦了各式各樣的營隊，從小學生、國中生、大

專生，也為中學教師、大專院校主管以及社會菁英，舉辦了各種梯次的禪修營，例

如「教師禪修營」、「社會菁英禪修營」等等。 

其中「大專院校主管禪修營」，參加人員包括各大專校長、院長、總務長、學務

長、教務長以及系所主任。我們只想要付出，並沒有想到要回收的，所以在活動結

束的時候，有學員問我：「如何回饋法鼓山？」 

我說：「願你們把在禪修營中聽到的、學到的，認為是有用的一些觀念和調柔身心

的方法，帶回家、帶回學校，分享給願意接受的人，這就是回饋法鼓山了。」 

其中有一位教授不解的問我：「如果僅是如此，長久下來，法鼓山不就要被吃垮了

嗎？法鼓山還能有錢建設嗎？」 

我說：「我們越有這種付出奉獻的心，來護持我們的人就越多。」 

我告訴他們：「你們來法鼓山參加禪修營，就像批發商來工廠的倉庫進貨，回去以後

就可以替我們做中盤商及零售商。你們給社會的奉獻就是代替我們對社會的貢獻，

也是我們的收穫；也可說就是你們對法鼓山的回饋，顯示法鼓山對今日臺灣社會的

價值。」 

聞 



 

 

思 R e f l e c t i o n  

大方向不離當下 
文/圖:常啟法師 

行者 

 
文/圖:常啟法師 

 

 

《愛麗絲夢遊仙境》的主角在異世界中迷路遇見了微笑貓，詢問該往哪裡走，「你

要去哪裡? 」，「我也不知道」。微笑貓說：「那你往哪一邊都一樣」。人生若迷茫無

目標，就不知如何著力，少了立足點，則同無根的漂萍般隨波東西。然而聖嚴師父

曾開示：若只訂定目標，很可能就會「畫地為牢」，因為世事無常，人心環境隨時

在變，劃出一個範圍以為安全了，卻把自己給侷限了；若只把目標訂得高遠、放於

未來，不肯腳踏實，則僅止於眼高手低、目空一切的口頭工夫；又或是「得少為

足」，功夫不踏實，一點小經驗就輕舉妄動，於己於人都無有助益。蘋果不是特地

為牛頓而落，開水的蓋子也不是專門為瓦特而掀動，法鼓山也不是一夕之間從地湧

出的，關鍵在於有沒有一顆靈明純淨的初心和願景。回顧聖嚴師父無目標卻有大方

向的一生:「人先要有方向感，但是目標不一定要馬上建立起來…盡自己的心力、

體力，處處運用資源、時時學習成長，只要是對社會、國家、世界有利之事，就要

全力以赴，這就是大方向。」 

正因為沒有要為自己完成的目標，反而落得輕鬆，而能隨遇而安的做該做的事情，

而「雖沒有個人的小目標，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失落全體眾生所共有的大方

向。」 



 

 

R e f l e c t i o n  思 

順著因緣，踩穩腳步且堅持不懈都是大方向所產生的力量。宋代五祖法演禪師有三

個得意門生，在夜色歸寺中，一陣風吹熄了燈籠，山路艱險，四周一片昏暗。禪師

見機不可失，要弟子將此刻的領悟說出：「彩鳳舞丹霄」－外在雖昏暗，心中仍像

燈籠未熄前般明亮，如彩鳳舞於霞光明麗的天空；「鐵蛇橫古路」－黑暗的路途彷

彿有蛇隨時出沒般，有許多未知與危險；「看腳下」－黑暗在眼前，走路更要看腳

下，從自己所凝視的地方，實實在在邁出一步。禪師對這句最平淡無奇的話大加褒

獎。「看腳下」的可貴處在於從當下本分事入手的務實態度。因為道不遠人，真理

也好、目標方向、初心願景也好，都只在我們腳下的每一步。 



 

 

 

 

 

將佛法內化到自己的生命裡 

文/圖：謝佾諼 

文: 演新法師 

修 P r a c t i c e  

行禮如儀案前坐定後，傅佩芳老師開宗明義說：「今天不是要來介紹大家昂貴的休

閒活動，而是希望透過『品香』來練習嗅覺的一場感官體驗。」 

老師開始講述「香道」。所謂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香文

化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進程中，有著很深的文化底蘊，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從祭

祀驅邪的常民生活到文人雅士的休閒活動，近代更演變成收藏與炫富。因此讓

「香」水漲船高，成為了崇高、尊貴的象徵。 

「品香」既然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自然無需流於形式。老師說明：「雖然不流於

形式，但是在過程中，仍有儀式；儀式是為了令人生起恭敬心。」在香爐傳遞進行

中，老師溫柔的提醒同學：「身體放鬆、心在當下、專注感受香爐在自己手上的感

覺，調整呼吸以鼻子為媒介，細細品味縷縷香氣在身體裡的溫度與感受。」 

僧大一年級同學演淬行者回饋: 「老師學問淵博，品香過程以及分享與 師父相

處的小故事時，散發出安詳自在、靜謐的氣氛，讓人感覺攝受，非常感謝老師的身

教與言教。」 



 P r a c t i c e  修 

香席輪替的空檔，老師邊整理香案，邊和同學們聊香、聊禪詩，分享和 聖嚴師父相

處的小故事。談自己從一件宋朝瓷器骨董，開始反思生命的意義；在事業高峰時結

束三家公司的經營，在美國遇見 師父，生命有了依歸，從此開始了學佛與承擔起 師

父的悲願，一路護持！語畢，老師看著大家說：「您們能在法鼓山出家，是難得的

因緣福報，要好好珍惜。」這般話家常，如同孩子在餐桌上圍著家人聽故事，那麼

的親切日常。 

僧大四年級同學淨嚴法師回饋：「老師提到  聖嚴師父為其皈依時的涕泣、跟師父相

處的點點滴滴，對於剛受完大戒的自己，特別有感。今生能得人身，值遇 聖嚴師

父，是累劫累世難得的因緣。」 

僧大二年級同學演別行者分享：「整個品香過程中，老師的舉手投足、表達方式，

讓人覺得香已經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從老師的身口意便能感受到香的氛圍。這也讓

自己體認到，如果要接引他人，不是用嘴巴說道理，而是要將佛法內化到自己的生

命裡，便能自然展現。」 

 



 

 

E v e n t s  近期活動 

「2020/1/15起，招生說明會開放報名」 



 E v e n t s  近期活動 

「2020/1/15起，自覺工作坊開放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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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鼓山世界青年會  

ddyp.ddm.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