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REWORD 孝道倫理與新道德律/聖嚴法師

HEARING 以他為我，為人著想/《地藏菩薩50問》

REFLECTION  逐浪自由/釋常啟

PRACTICE   雲水林間；回到這片土地．願「願」相續/釋演復

EVENTS 活動訊息

真正的自由是任它來去不迎不拒

2019.05.15 No.10



 

 

 

 

F o r e w o r d  聖嚴法師開示 

                                              孝道倫理與新道德律               
 聖嚴法師《人間世》  

孝道思想不一定是中華文化中所獨有，例如佛經中就有一部《父母恩重難報

經》，但是中國的儒家思想確實對倫理孝道特別重視；漢時曾有以孝立國之說，

也有「拔忠臣於孝子之門」的風氣，以及舉孝廉的制度。在西方文化中，孝道觀

念則是很淡的。 

我們可以用一個小故事，來瞭解東西方倫理觀的差異。假設有一對夫婦帶著年

邁的父母及年幼的子女同船出遊，不料途中發生意外，轉眼間船就要沉了，年輕

的夫婦自己可以逃生，而且還能救兩個人走，這時候究竟是救小孩，還是救父母

呢？ 

我曾以這個問題問西方人，所獲得的答案多半是選擇搶救小孩。因為在他們的

觀念中，老人已經老了，小孩則有無限前途。但在問到東方人時，特別是中國人

的時候，答案一定是先救父母，因為兒女死了可以再生，但是父母去世後卻是任

何人無法取代的。這就是孝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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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在中國人的族群中，孝的觀念

是從小由父母與社會共同培養建立

的，所以大家知道要孝順父母，孝道

很重要。但在現代社會，家族倫理已

被功利思想所取代，如果有人一談到

孝道，就好像在嚇唬年輕人、壓迫年

輕人，甚至被年輕人視為一種挑戰。 

造成這種倫理觀念的消長，是因為

在一個新的時代之中，新的家族倫理

價值觀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而傳統

的倫理價值觀則在逐漸消失中，我們

的社會便是處於這種青黃不接的混亂

期。 

我們的社會很少在「敬老」觀念上

用心著力，其實不僅在台灣，在整個

漢民族圈，儒家的文化傳統已在消逝

之中，而新的倫理價值觀卻尚未建

立。處於這種情境，不要說是年輕

人，連中年人、老年人對於「尊長」

的想法，也不容易調整過來。雖然有

些人口頭上對先進前輩表示尊重，但

在心中卻未必真的這麼想。 

台灣就像走在新舊倫理觀的十字路

口，新的倫理未見成功，舊的倫理卻又

在褪失之中。該何去何從？努力的方

向，首先應建立人人能夠接受的新秩

序，珍惜每一個人的生命、尊重每一

個人的身分、尊敬每一個人的人格，

形成一股各守其分、各盡其責、各尊

其當所尊的風氣，新世代的道德律自

然就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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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旅途中，必然存在著許多的抉擇，而且每個選擇經常夾伴著善與惡、自

私與利他，處處挑戰著我們的「自我」有多大？ 

聖嚴法師曾分享，他到任何地方或見到任何人，從沒想過要爭取什麼，或希望

對方能給自己好處，他所想的通常是：「對方需要什麼？我能給他什麼利益或希

望？」並勉勵人：「今生的大功課，是『以他為我』，處處為別人著想，如此才

能化熱惱為清涼，化愚癡為智慧，化痛苦為喜悅。」  

地藏菩薩的大願就像大地，容受一切受苦受難的眾生，令眾生安住，並以願來

增長一切善法。地藏菩薩展現的，不僅是救度眾生的悲心，也是身為佛教徒應有的

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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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浪自由 

圖文:常啟法師 
 
出家前，一位熱愛衝浪的女同事，

週末總是投入大海的懷抱，衝浪之於

她，樂趣似乎難以言喻，而當時年輕的

我，也嚮往著能征服這風口浪尖的自

由，也跟著她學習衝浪。海邊的浪來浪

去波動難平，但她乘著浪頭一派瀟灑自

如。我在做完基本訓練後，也泡在大海

中，努力分辨好浪與壞浪，好浪是還沒

出現白花泡前的湧波，壞浪則是形成的

浪花滔滔。 

理論上，見到好浪時，平貼著浪

板，兩手快速滑動逐浪，追過它才能駕

馭它，趕上浪頂，再昂然立起。站上浪

頭乘駕的快感無可取代，這或許是大海

讓人著迷的美妙所在吧！但我不是追不

過浪，就是身體立不起來，狼狽地趴在

板上，任由洶湧的波濤衝入沙灘，感官

刺激伴隨著驚恐也難以言喻，卻也倏忽

即逝。 

終於，我決定在沙灘上看著一波又

一波的好浪與壞浪，就只是看著，不追

逐好浪，也不排斥壞浪，那一刻，體會

到何謂自由，自由並非好浪尖上駕馭的

快感，因為有揀擇就有好壞對立的局

限；亦非感官上的順情刺激，因為感官

有著須臾變滅的短暫性，真正的自由是

任它來去而不迎不拒。 

權貴、聰明與美貌，如同人生際遇

的好浪一般，人人以為那是人生勝利

組，殊不知跟貧賤、愚癡、醜陋一樣，

都是人生險境，因為容易驕慢放逸，被

習氣障蔽的機會更大。所以當有人批評

隱居遁世的禪師：「郎將狂耶，何為住

此？」禪師卻說：「我狂欲醒，君狂正

發……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

出。」 

不過出家領執後，對自由的體會又有些

轉變：精神上可以印契絕對自由，但立

足點仍須返回人間，吃喝拉撒睡，隨著

現實生活，隨波逐浪，而不是停留在沙

灘上看著浪濤不動心。應在車來人往的

十字街頭參禪證道，在自覺聖智與隨緣

度眾之間保持平衡，不怕也不避面對萬

種因緣，體會「到得原來別無事，廬山

煙雨浙江潮」，才是中國禪宗要給現代

人的重要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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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僧大女眾部校外教學	
雲水林間：回到這片土地‧願「願」相續	

文:演復法師 

 

2009年僧大到高雄，因為莫拉克颱風，8月 8日那夜難忘的水災，在聖嚴師父圓

寂後第一次走到前線，隨僧團法師們挽起衣袖清理受創家園，與大眾同在。十年後

2019 年僧大校外教學，回到甲仙、小林，再度延續安心站撤站後，在地居民與法鼓

山的因緣。 

4 月 15 日到達高雄的下午，紫雲寺大寮傳出撲鼻的鳳梨酥香，女眾部師僧穿起

出坡服，完成一千多顆的心意，希望送到小林與甲仙，傳遞平安幸福。晚上，全校

與因八八風災而成立的安心站悅眾們，近百人於紫雲寺大殿相聚，共同憶起這條綠

背心之路，如何真實的與當地民眾同聲共息。 

翌日一早，於小林紀念公園公祠內，男女眾全體師僧共以梵唄之音，在地藏王

菩薩低垂慈目下，為當地罹難者與家屬獻上最深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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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齋後女眾法師偕同學僧前往甲仙，打掃人去樓空的安站，放下行囊，從香草

園一路走進民居巷道，看到圍牆繽紛的色彩，衝破灰暗天空，展現新的希望，晚上

傾聽在地居民如何從這段歷程中找到「心的力量」。 

這次校外教學，踏上這片土地的因緣，由安站開始，而旅程的圓滿，也回到安

站結束。最後一天，在能見甲仙全景的至高點─350 高地，期以梵音祝福所及之處

一切眾生離苦得樂，步行返安站後，回顧徹站前一年以畫募願過程及齊唱〈叩鐘

偈〉，為這次因願而起、因願而滿的三天旅程劃下句點。 

透過這段從小林、甲仙開始的故事，串起一個個連續的時間點，看到一段由「願」

相續所拉開的軸線。同時也在這段四眾弟子攜手共度的綠背心之路上看到師父的願

心，持續祝福著這個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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