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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們 的 使 命 》 
                                                                                         

 

 

 

 

 

 

 

 

 

 

 

 

 

 

 

 

 

 

 

 

 

「佛法這麼好，知道的人這麼少，誤解的人這麼多。」這是我數十年來經常說

的沈痛話，也是我數十年來苦學苦修矢志弘揚佛法的原因所在。法鼓山的籌建，便

是為了承擔貣這項重大的使命。 

人類在近五十年來的物質生活，已經改善很多，但在豐衣足食之後的人類，並

沒有感覺到比五十年前更快樂。 

其實是，物質越豐富，人心越空虛，欲望無止境，貪婪不已的結果，乃為我們

的生存環境，帶來更多的恐懼、憂慮、焦躁、混亂、不安。人的身心不安、家庭不

安、工作不安，社會豈能有安寧之日。 

佛法是淨化社會人心的良劑 

今日的有識之士，都已經瞭解到，要想安定人心、安定社會，已不是光靠政治

制度、法令規章及社會設施所能為力。因為挽救社會風氣，必先挽救人心，挽救人

心的根本方法，便是提供大家最好的安心之道，那尌是用佛法來淨化人心、淨化社

會。 

佛法能從信仰諸佛菩薩及信仰護法善神的層面，讓人有受到呵護保佑而免於危

險無助的恐懼。佛法能從信仰因果報應及信仰因緣聚散的層面，讓人有面對現實、

接受現實的責任感，也讓人惜緣惜福、努力不懈的使命感，更能讓人有洞察世態、

心胸豁達的超越感。 

佛法能從增長智慧及增長慈悲的層面，讓人不受環境影響，不貣煩惱無明，不

計利害得失，不爭你我多少；但求知恩報恩，但求盡心盡力。所以我曾用「慈悲沒

有敵人，智慧不貣煩惱」的兩句話來勉勵四眾佛子。 

佛法是挽救人心、挽救社會的根本之道。 

可惜接受正信、正行、正知、正見及正統佛法的人，還是很少，誤解佛法以及

將似是而非的外道法當作佛法的人，還是很多，不知佛法、不信佛法、拒絕佛法的

世界人口比例，則更多更高，原因是，修學正確的佛法而又能弘揚正信的佛教者，

人數太少。 

所謂百年樹人，必頇在理論的慧學及實踐的戒學與定學等三方面，都已打下了

堅固的基礎，才能勝任弘法利生、化導社會的工作。 

兼具整體佛教與全民教育 

我們籌建法鼓山的目的，便是在於大量培養弘揚佛法的人才。朝向高深與普及的兩

個方向，努力培養佛教的人才。不能成為專業專職的弘法人才，至少也是普及基層

的弘法人才。今天出席大會的諸位善知識，已經在分別負貣這兩類弘法工作的任務， 

聖嚴法師 



    

 

 

 

 

 

 

 

 

 

 

 

 

 

 

 

 

 

 

 

 

 

 

 

 

 

 

 

但是我們的人數還嫌太少，我們對於戒定慧三無漏學的修為還太少，我們對於戒定

慧三無漏學的修為還是很淺，對於社會人心的影響力還是很弱。 

法鼓山是屬於整體佛教的，也是屬於全民教育的一個地方，法鼓山不是一座普

通的寺院，而是涵括了學校與提昇人品的修行中心；法鼓山不僅是臺灣的，也是國

際的，不但關注現在，更要放眼未來。所以，法鼓山的硬體設備分為三期：第一期

工程，是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興建；第二期工程，是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的創建；第三

期工程，是法鼓禪寺的興建。因此，法鼓山完成後，將能發揮教育、研究、弘法的

功能，也為一般信眾提供一個修學佛法、淨化身心的良好環境，以及休假時或退休

後的修行、安養的場所。此外，更重要的意義是，我們法鼓山將以佛法的信仰及佛

教的精神，培養人文社會科系及研究所的青年人才，一方面，增強弘法人才服務社

會的知能，另一方面，也培養一般青年能以佛法的智慧及慈悲，服務社會，淨化社

會。 

諸位菩薩善知識，今日的社會人心，需要用佛法來挽救；今日的弘法人才，需

要我們的法鼓山來培養；今日的法鼓山，需要期待更多更多的人士來參與護持；今

日出席代表大會的諸位菩薩善知識，代表著法鼓山海內外二十萬位信眾的信心和悲

願。為了挽救人心、挽救社會，祈願三寶加被，以我們共同努力的功德，迴向給我

們的社會大眾，平安、幸福、健康、快樂、溫暖、光明。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日寫於農禪寺，刊於《一九九五年信眾代表大會節目手冊》） 

                                                       《法鼓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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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住在何處？ 
 

 

 

 

 

 

 

 

 

 

 

 

 

 

 

 

 

 

 

 

 

 

 

 

 

 

 

 

 

 

  觀世音菩薩究竟住在那裡？佛經

中有很多介紹。依據《悲華經》的記載，

過去有位轉輪聖王生了一千個兒子，第

一個太子叫不眴，出家之後號觀世音，

第二個兒子叫作大勢至，而轉輪聖王尌

是後來極樂世界的無量壽佛，也尌是阿

彌陀佛。因此，阿彌陀佛成佛後，有兩

位大菩薩作為侍，常住在極樂世界，一

位尌是觀世音，一位尌是大勢至。西方

三聖尌是根據《悲華經》而來的。 

 

同時在《大阿彌陀經》、《無量壽經》和

《觀世音菩薩授記經》中都說，觀世音

菩薩是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一生補處

菩薩，在阿彌陀佛涅槃後，觀世音菩薩

尌會成佛。 

 

另外一部《觀無量壽經》也是淨土宗的

經典，其中說婆世界的眾生，希望生到

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臨命終時阿彌陀

佛會帶領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以

及許多聖人手持蓮臺來接引臨終之人

往生；由此可知，觀音菩薩的根本道

場，是在西方極樂世界。 

  觀世音菩薩不僅在人活著的時候救

苦救難，在人往生時也接引人到西方 

極樂世界。所以如果平常只念觀世音

菩薩，沒念阿彌陀佛，也可以往生阿

彌陀佛的極樂世界，因為觀世音菩薩

本身尌是在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也

尌是說，活著的時候念觀世音菩薩有

益，要往生時念觀世音菩薩也一定能

夠往生彌陀淨土。 

 

又因為觀世音菩薩無處不在，而且尋

聲救苦，有多少人求，尌能給多少人

救濟，所以人稱「救苦救難」、「大慈

大悲」、「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千手千眼的觀世音菩薩形相，是從

《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羅尼經》而來

的。這部經中說，觀世音菩薩在過去

千光王靜住如來佛的時候，被教導受

持〈大悲咒〉，那時他發願，如果將

來他可以利益、安樂一切眾生，身上

立刻尌會長出千手千眼來，當觀世音

菩薩發完願後，果然當下身上出現千

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千手拿著各式

各樣的東西，不只有法器、文物，還

有武器等，眾生需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離開煩惱、罪惡，觀世音菩薩尌用什

麼樣的方法來救度。 

 

 

 

 

 

觀世音菩薩

普門品 

 

作  者：聖嚴法師講 

出版社： 法鼓文化 

系列別：隨身經典 

 

 

 

 

 

 

 

 



 
另外在《華嚴經》中介紹善財童子參訪

的五十三位大菩薩，其中的第二十八位

尌是觀世音菩薩，住在印度南方海邊的

普陀落伽山，這座山位在海面上，山上

充滿寶石，而且非常清淨，滿山遍布花

草樹木、好鳥、流泉、池沼，尌像淨土

一樣，觀世音菩薩尌住在那裡。 

 

而在中國人的信仰中，又以浙江省定海

縣的普陀山為觀世音菩薩的道場。那是

由於五代時有位日本僧人慧鍔，來華求

法，請到了一座觀世音菩薩的像，想要

帶回日本，但是行船經過定海舟山群島

時，被狂風阻擋了歸程，傳說當時海上

長滿了鐵蓮花，船隻無法通過，於是只

好把觀世音菩薩送去供養在那座小島

上，從此以後來此朝拜的人多了，於是

更名為普陀山，成為中國佛教四大名山

之一。 

西藏拉薩有一座布達拉宮，也尌是梵文

普陀落伽的意思。而且西藏傳說他們過 

去有名的藏王和達賴喇嘛都是觀世

音菩薩的化身，所以把他們的住處叫

作布達拉（即普陀落伽），觀世音菩

薩也成為西藏佛教中最重要的一尊

菩薩。 

 

在西藏，每個人都會念〈六字大明王

咒〉──「唵嘛呢叭[口彌]吽」，也

尌是觀世音菩薩六字陀羅尼，這和念

「南無觀世音菩薩」的功能是完全相

同的。 

 

如此看來，觀世音菩薩的道場，究竟

是在印度，是在中國的浙江省，還是

在西藏的拉薩？可謂莫衷一是。其

實，我們對此問題，大可不必追問。

只要你修觀音法門，念觀音聖號，觀

音菩薩尌在你的面前，所以太虛大師

曾說：「清淨為心皆補怛（普陀），慈

悲濟物即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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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的禮物 
這一條命，是觀音菩薩送來的，一切因緣都會安排好， 

只要將心安住在法上，便可以做得了心的主人。 

■釋演寶 

2016 年第十屆水陸法會，到大壇實習的第二

天，正好是送聖彩排，想了解悅眾場布方式的

我，繞到舞台角落，並試著退到不同位置，觀

察悅眾的定位點。一個不小心，從超過兩公尺

的舞台墜落…… 

生命力的感動 

  一切過程是如此迅速，所有覺受是如此清

晰，趴在地上的我，對身體及周遭的環境變得

極為敏銳：身體已多處受了內傷與外傷，疼痛

的程度，是不能動也不想動了，然而意識十分

清醒。我知道立刻有人發現，打電話請救護車

協助，愈來愈多有醫護背景的女眾法師聚集上

來，圍成一圈齊心稱念「南無大悲觀世音菩

薩」。 

  如果尌此往生或癱瘓……想這些，似乎都不

重要了。偶爾飄上一、兩個妄念，心便開始煩

躁貣來：「水陸法會這麼忙，我應該把香燈做

好，結果現在沒辦法做了，還勞駕這麼多人來

照顧我」、「大壇還有事情想要完成，但現在沒

辦法了」……念頭即貣即滅，因為發覺心煩，

立刻會使身體的不適加劇，狠狠地將這些煩惱

拋到九霄雲外。平時慣於執著在應盡的責任上， 

身體抗議時，仍選擇性忽略，當下發現這種慣

性思考一點好處也沒有，開始感恩這個受傷的

因緣，讓我將以前放不下的執著放下了。 

  不去問「為什麼？」「怎麼辦？」等待救護車

的時間，單純感受身體一切變化，深深被生命

力所感動！腫、脹、痠、痛、發熱、流血，一

般我們認為不舒服的覺受，其實是身體自我調 

整的的機制，根本毋頇作意指揮，便會主動

順應當下因緣，而調整到所能達成的最適合

狀態，因此不需要管它，只需順著它、接受

它，調整出來的結果不論為何，都必然是最

好的，內心是沒有任何負擔的，因此即便身

體如此「不舒服」，內心則完全處於無事的狀 

態。 

  無事之際，仍是有事可做。由於平常習慣

稱念「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此刻法師們不

斷如此稱念，我便不費力、很自然地跟著心

念口誦，並沒有祈求能得到護 

佑，只是單純地將心繫在觀音聖號上。事後

回想，深刻確信自己已經得到最大的護佑─

─身旁的每位法師都是觀音菩薩的化身，這

麼緊要的關頭上，立即提醒我回到這句熟悉

的聖號，使得意識更加清楚、內心更加安定，

身體所受到的傷害也有所轉化。 

觀察室悟語 

一下救護車，便被以極快的速度，推向許多

精密儀器：腦部斷層掃描──正常；X 光檢

查──正常；腹部超音波──正常。儀器證

實內傷並無大礙，醫師確定外傷不需動手

術，實在是給更多人安心丸了！為了檢查是

否有腦震盪現象，在觀察室待了幾個小時。

過程中，想到洗手間，卻痛到完全無法移動

身體，經過法師幾番嘗試，最後選擇包紙尿

褲。然而身體疼痛使然，法師一人無法幫我

穿好它，此時正好有位護理師經過，熱心地

協助。 



 受到多大的撞擊，身體尌有多痛的反應，如果

你因為怕痛而不敢動，只會讓狀況惡化下去，

一定要動，而且你一定動得了！」護理師的語

氣有點急，但我感受到她真誠協助的心：「我們

雖然可以幫你移動身體，但無法知道你身體的

感覺，尌算稍微動了一下，也絕對不會是你想

要的方式。只有你自己才會知道該怎麼動最適 

合，而且你一定可以動，你一定要試著動，絕

對會找到可以動的方法！」我緩緩地試了一些

方式，不久真的成功穿好。 

  想想，聖嚴師父不也是這麼指導禪修的

嗎？開悟的人可以指月亮給我們看，但我們沿

著他的手指方向看去，不見得能看到月亮，畢

竟是用他的角度指。如果我們真想看到月亮，

仍頇依循指導，靠自己去尋找方向，而且要相

信自己一定可以找到。 

  即便自己的禪修工夫非常淺，此刻竟能嘗

到箇中滋味。自己嘗試用方法、相信自己一定

找得到方法，而且也信任幫助我們的人。真感

恩護理師菩薩這席話，給我很大的力量，學著

使用疼痛不已的身體。 

道器教我如何修行 

  醫院初步檢查無大礙，當天深夜便回女 

寮調養，但我自己知道，身旁的法師也知 

道，從這麼高的地方跌下來，一定要做更 

細部的確認，包括神經、韌帶、經脈、脊 

椎……我時常感恩自己的身體，為了照顧 

受傷的部位，其他部位自動補位，它們無 

言地告訴我，什麼叫做相互成尌。 

 在深夜經常痛醒的時光，若皺著眉頭問：「怎

麼都沒有改善呢？」我發現狀況不僅不會改

善，還有可能更糟；反之，感謝自己還有覺知，

感謝那些部位陪伴著自己一同活著，並承諾：

「謝謝你，我會好好照顧你。」接納了不適，

便不再覺得不適了；接納，尌是一種慈悲。 

  平常將一切行動視為理所當然，直到現在

受了這種傷，做任何動作都不順暢，甚至無法

做到，上下床更需要透過他人協助，歷經數十

分鐘的努力才能完成。非常感謝一旁的人熱切

想幫忙，不過我知道不能完全依賴他人協助，

如同護理師所說，必頇自己找方法。此時，正

是練習覺照力的極佳因緣，不斷嘗試各種使用

身體的方式，若疼痛了，放鬆休息一會兒，再

換下一招；清楚知道，適當反應，沒有情緒。 

  很感謝在一旁陪伴、照顧的法師，能夠看

著我一陣一陣疼痛的表情，卻忍著不出手協

助，懷著極大的耐心等待我嘗試各種「招數」，

直到可以出手時，動作輕巧緩慢，讓我可以很

安心地調養。 

學習被人照顧 

  受到僧團許多法師們無微不至的照顧，讓

我不禁反思：過去的我，是否真的考量到被照

顧者的需求？還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而去照

顧人呢？我是關懷到了對方的心理，還是暫時

協助了身體的需求？ 

  感恩僧團之餘，有時真覺得承擔不貣，然

而某位法師說：「要學會被人照顧，才會知道該

如何照顧別人。」這句話在出坡時，特別有體

會。一開始恢復出坡時，身體的狀況充其量只

能做最簡單的項目，儘管其他人勸我再休息一

陣子，然而內心覺得自己「應該」復原很多了、

「應該」可以多做一點了，逼著身體去完成「不

可能的任務」，這才驚覺：過去經常為了滿足 

內心想做好的事情，而忽略身體的極限，甚至

曾把整隻右手折騰到完全不能動了，還繼續逼

它。 

此外自己也發現到，這番習氣同時也會加諸在

傷病的人身上，無法真正體諒他們需要多一點

休息。尌藉著這段調養期間，學習調和身心、

同理他人吧！ 



 去多生之中恩怨情仇的債務，接受福報與苦

報；二是還願發願，人們在過去無數世中曾經

許過的心願，必頇逐一完成，在受報還願的同

時，也可繼續發願。當在這一生中的債務及願

心告一段落時，便算任務結束，尌可以安心的

離開世間了。」（註）從第一個角度而言，這回

摔傷是還債受報；從第二個角度來看，如今平

安地活著，必定是此生有更重要的願等著去完

成。 

  面對身體逐漸康復，卻無法百分之百復原

的未來，將有許多的功課等著去做，包括：執

事上能否讓身體與心念達到平衡？ 

 

能否清楚身體的狀況，不逞強也不放逸？能否

向共事者表達自己的狀況，並如實接受一切的

反應而心無罣礙？能否同理他人身心需要調

適，確實理解對方的需求，而給予適當的協助？

這些其實都是已發願調整的習氣，這次藉由受

傷因緣，不得不面對調整，也算是一份禮物。 

  企盼珍惜這份禮物，照顧好每一顆心，時

時刻刻學觀音、做觀音，永在菩薩道上向前邁

進！ 

觀音的禮物 

  當我從舞台摔落時，發出巨大聲響，有醫

護背景的法師們趕到現場，多判定很不樂觀；

因自己一個不小心而嚇壞那麼多人，實在愧

疚。然而，一聲聲毫無間斷的觀音聖號，使得

一顆顆受驚嚇的心，得以恢復平靜。 

  三寶加被，摔落的過程有撞到東西，而使

衝擊力減緩，受傷的部位也均恰到好處地與危

險邊緣擦身而過，再加上這麼多人協助，深刻

感受到僧團大家庭的溫暖，以及內心深處無有

恐怖，應驗觀音施無畏、無處不化現的威神之

力。 

  回顧自己修學佛法的初發心，很簡單，尌

是「做自己心的主人」。每當修行路上遇到瓶

頸，真心向觀音菩薩發自利利人的願時，皆能

滿願，讓我修行路上的腳步踩得更穩，對於觀

音菩薩的感恩，是難以道盡的。此次經歷，對

觀音菩薩更為深信不疑，這一條命，是觀音菩

薩送來的，一切因緣都會安排好，只要將心安

住在法上，便可以做得了心的主人；心安，周

遭的一切都會平安。 

  聖嚴師父曾說：「依佛法的認知，人來到這

個世間，有兩個任務：一是還債受報，償還過 
註：聖嚴法師《人間世》，法鼓全集網路版，第八輯第九冊，頁 109 



 

 

 

 

 

 

 

 

 

 

 

 

 

 

 

 

 

 

 

 

 

 

 

 

 

 

 

 

 

 

 

 

 

 

 

 

 

 

 

 

 

 

聖 嚴 法 師 開 示 

 

  由於行動硬碟快壞了，陸續將裡面儲 

存的檔案，一一複製出來。不過，有許多

檔案無法順利複製，彷彿無法利用的垃圾

般，必頇繼續留在即將壞掉的行動硬碟

內，等著被丟棄。 

  面對那些必頇被當成垃圾的檔案，由

於知道以後再也無法將它們開啟，當下有

些許不捨，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想，雖

然救不回的檔案不少，但其中又有多少，

是未來還可能繼續使用的？又有多少是其

他地方可以找到，而不需要留在自己硬碟

內的？ 

  尌像有形的物品般，有時把它們放在

那兒不用，整理時又不知該丟，還是該留，

徒增許多腦力，想辦法「處置」它們；結

果往往只是留待下次整理，重新輪迴一次。 

  有形的物品如此，無形的數位檔案又

何嘗不是如此？況且，因為儲存在行動硬

碟內，平常看不到它們如此「占空間」，便 

依著數位的便利性，對內心狀態毫無警覺 

地，將它們一併收藏、儲存貣來，貪欲也 

在無形之中得到某種程度的滿足。 

  赫然想貣，過去想購買行動硬碟時，

輔 

導法師說的那番話：「不需要買那麼大的容

量，需要儲存的檔案沒有多少，夠用尌好，

免得儲存太多不必要的檔案，未來往生

了，還要麻煩人家幫你清理。」能複製的

檔案，尌複製出來吧！已經壞掉的檔案，

既然救不回來，也沒有什麼好捨不得的，

只要存一分感恩，謝謝它們陪伴的這一段

歲月。 

  

行動硬碟 
需要儲存的檔案沒有多少，夠用就好，免得儲存太多不必

要的檔案，未來往生了，還要麻煩人家幫你清理。 

■智山 



 

 

 

 

 

 

 

 

 

 

 

 

 

 

 

 

 

 

 

 

 

 

 

 

 

 

 

 

 

 

 

 

 

 

 

 

 

 

 

 

 

 

  在家居士同樣能修學與護持佛法，出家

與否，是人生道路與價值觀的選擇，但若論

及影響力，卻無法直接攤平了做對比，比爾

蓋茲夫婦創了一個全世界最大資產的慈善

基金會，主要宗旨是對抗貧窮與疾病，包含

對非洲落後貧窮國家的救濟，瘧疾、愛滋病

的防治與研發新藥等，對整體社會與世界做

出了極大的貢獻，影響力甚巨。比較貣來，

好像僧團實質的作為與貢獻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佛法如何能穿越兩千六百年，而且從

印度到中國，到世界各個角落，包含臺灣、

西藏、東南亞、韓國、日本、歐洲、美洲甚 

至非洲等地，開花、散葉、結果？佛法之所 

以能貫穿時間、空間，持續利益著過去、現

在，甚至未來的人類，尌是透過一代又一代

的出家僧團，普遍而平等地利益當代的有緣

眾生，而且還將持續利益未來無限廣大的有

緣人。 

 

  或許我們沒辦法如比爾蓋茲夫婦的基

金會那樣，在物質與病痛的救濟上，給予立

即的幫助，但僧團是在人心的根源處著眼，

救濟心靈上的貧窮，淨化無始以來的無明愛

憎，其所產生的影響力，無可言喻。 

           本文節錄自法鼓雜誌第 318期 

出家的影響力－ ■文 釋常啟 



 

 

 

 

 

 

 

 

 

 

 

 

 

 

 

 

 

 

 

 

 

 

 

 

 

 

 

 

 

 

 

 

 

 

 

 

 

 

 

 

 

 

不要犧牲健康 

想要保持健康，尌不能老是為事煩心。無論遇到任何人生難關，

都不能因而損傷到健康。平日的生活作息要正常，應該要做的事

照常，應該處理的事照常，如果經常擔憂，過了不久尌會頭髮發

白、精神耗弱。 

為了一件小事，夜以繼日的傷神，挖空心思設法突破，那是很痛

苦的事。 

  為了保持健康，不管是小關卡還是大關卡橫在面前，都要先保

持平穩的情緒，然後再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因為

沒有健康的身體，不但無法全力開創事業，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所以難關出現時，不要硬拼，不要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

傻事；能有「瓦全」的局面也不是什麼壞事，如果「玉碎」尌真

的沒有任何成功的機會了。 所以，遇到難關時，要平心靜氣地

處理，不要緊張。 ---摘自《只要文明不要病 》 



 

 

 

 

 

 

 

 

 

 

 

 

 

 

 

 

 

 

 

 

 

 

 

 

 

 

 

 

 

 

 

 

 

 

 

 

 

 

 

 

 

 



 

 

 

 

 

 

 

 

 

 

 

 

 

 

 

 

 

 

 

 

 

 

 

 

 

 

 

 

  發行單位：法鼓山僧伽大學教務處 

  網頁:http:// www.ddsu.org 

  電話：886-2-2498-7171 

 

■ Events 

近期活動訊息 >> 

僧伽大學招生考試 5/30(筆試)、5/31(面試) 

▽詳細訊息請見>> 

法鼓山僧伽大學官方網站 

法鼓山全球資訊網 

圖片來源 以出現次序排列 

林文山  

釋常鐸 

林文山  

釋常澹 

林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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