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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僧大或許和多數人的選擇是不太一樣，但是出家卻是慎重地將全生命投入佛法，擴

展生命的廣度與深度，並進一步開啟自己與眾生的覺醒之路。建僧是 師父最迫切的心願，培

育優秀的宗教師也是安定社會人心的重要因素。故若能於法鼓山共同修行成就菩提，也是極

為殊勝的因緣。本期我們選錄了一篇創辦人 聖嚴師父談對漢傳佛教的使命與責任，相信大家

以從文字中，可以感受到師父的悲心與願力，也更堅定我們選擇這條路的決心與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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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隨心轉能轉敗為勝                                                                       
                           

現在的社會環境紛亂，人們常常「心隨境轉」，局勢亂，人心也亂了。曾經有人請教 聖嚴師

父，該如何在亂世裡保持清明安穩，做到「境隨心轉」呢？ 本文即摘錄《方外看紅塵》一書

師父的回覆，相信能幫助我們安心不亂…… 

                                       

                                            聖嚴 師父 

  

「心隨境轉」、「境隨心轉」這兩句話，我經常拿來勉勵自己，也用來為信眾、弟子打氣。

通常，我們凡夫都是會心隨境轉的。  

舉例說，大多數的人不喜歡下雨。比如法鼓山正在整

地興建學校，只要看到天空烏雲密布，包商和工人就

愁眉苦臉，因為一下雨，再等地乾，至少兩天不能工

作，工期就會延宕，成本也提高了。所以，因為個人

的利害和所處狀況，人的心情就會隨著這些條件而變

化，這就是心隨境轉。  

但是，同樣是下雨天，作家琦君女士在一篇散文

裡，卻說她喜歡下雨天呢！因為她會想起小時候，下

雨天躲在母親懷裡聽故事的情景。她一樣一樣地把下

雨天的溫馨回憶舉出來，她的內心也因為下雨天而出現一幅幅美麗的圖畫。下雨天對她來說，

真是太好了。這也是心隨境轉，心隨著外面的環境，轉到好的方向去了。  

生活裡充滿這樣的例子。有的人明明知道沒有辦法跟別人競爭，試一下卻幸運得勝，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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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復活，讓他非常高興；有人明明實力很強，但競爭結果沒被錄取，內心非常痛苦。這都是

心隨境轉。  

「境」包括人、事、物，都可能影響我們的心情起伏。受外界因素影響心情變化，是非

常痛苦的事，但真能做到「境隨心轉」嗎？事實上是不太可能的，因為人、事、物都是外在

環境，天有不測風雲，個人力量很難完全掌控。但是，我們可以改變自己面對環境的態度，

收伏起落不定的心情，也就能轉劣為優，轉敗為勝。我有個信眾在海邊用有機方法種稻，但

去年連連發生問題。先是出現福壽螺，接著又有蟲害，當他以為收成無望時，害蟲的天敵出

現，兩、三天就把問題解決了，後來稻子收成不錯。他學到經驗：任何事都要往好處想，往

壞處準備；能解決就解決，不能解決就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有一位瓜農，木瓜還未收成前就被焚風破壞了。我跟他說，靠天吃飯的人，天給飯吃要

感謝；天不給，也不用恨，因為這不是人可以掌控的事，但心情卻是自己可以掌控的。  

不要天真地以為人定勝天，環境一定會照人的心意而改變，能改變的其實是自己的態度。如

果今年收成不了木瓜，明年就什麼也不種，這樣到了最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任何事都要往好處想，往壞處準備。」 --摘自《方外看紅塵》 

您可能會想閱讀的文章： 

僧芽專區 

http://sanghau.ddm.org.tw/admission/newsletter2.aspx 

＊ 《僧芽》2007 年第十一期(4/15) 〈心不隨境轉〉。 

＊ 《僧芽》2007 年第十三期(5/15) 〈戰勝自己〉。 

＊ 《僧芽》2009 年第五期(3/13) 〈隨時轉換主觀的感受〉。 

    

    

漢傳佛教：我的使命與責任 
                                                  聖嚴師父     

晚近因為有人指評漢傳佛教的缺失，是在於沒有修證次第及教學次第，甚至也不合印度

阿含、中觀等之法義，於是便有人對於漢傳佛教失去研修的信心。其實並非如此簡單地便可

將漢傳佛教揚棄，如若真的如此不堪，漢傳佛教兩千年來的光輝歷史，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聖嚴一生所致力者，似乎涵蓋禪、淨、律、密以及各宗各派的教理教史，相當龐雜，其

實我一向不會只為了學問的研究而作研究，必是為了佛法的實用而作研究，是為了使得傳統

的中印佛教諸宗，如何落實到現代人的一般生活之中，如何使得多數的現代人看懂，而且能

應用佛法的智慧，是我畢生的使命和責任。 

    我們知道，佛教原同一味，即是解脫味，唯其經歷印度大小乘諸論師以及中國諸宗各大

善知識的整理、修證、體悟，而化為文字的寶典，都是我們應當學習的資糧。只緣我是漢傳

佛教的子孫，必須珍惜漢傳佛教的遺產，故自我創立中華佛學研究所伊始，即以「立足中華，

 關懷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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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生活，要有「最好

的準備，最壞的打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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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作為所訓的開端語。我們若拋開了漢傳的華文佛教而高談與世界的現代佛教接

軌，恐怕很難找到自己被他人尊重的立場了！ 

    既然有人指責漢傳佛教之流弊，也就有人否定漢傳佛教之價值，並主張以印、藏佛教來

取代漢傳佛教，或以之來批判修正漢傳佛教。我則不然，我是承接印度佛教根本思想，肯定

藏傳佛教優良面，卻以漢傳佛教作為立足點，漢傳佛教之好是在於有其消融性、包容性、適

應性、人間的普及性以及社會的接納性。因此我是將印度佛教（包括巴利語系）乃至藏傳佛

教引為漢傳佛教的源頭活水，來滋潤助長漢傳佛教的發揚光大於現今及未來的世界。否則若

以印度佛教及他系佛教來批判修正漢傳佛教，便等於為漢傳佛教舉辦告別式了。這種態度不

僅是人類智慧遺產的損失，也是佛教歷史的憾事。何況人類文化的歷史是向前演進的，一定

有其演進過程的必要性及合理性，如果再把歷史倒轉來走，回到其源頭豈不是僅剩下根本的

原始佛教，而凡是發展的部派佛教以及印、漢、藏的各派大乘佛教，都要被修正或拋棄了呢？ 

─撰寫於 2006 年 4 月下旬，摘錄自〈天台四部止觀導讀序〉 

 

 

聖嚴師父 

世間的萬事萬物，不論是山川大地、環境中的任何事物與現象、我們的身體、思想、心

理反應、……等，都是在不斷的變動之中，沒有一樣是永恆不變的，甚至包括所謂的原則、

真理，也會隨著時空的不同，而階段性的有差異。到了該改變的那一刻，應該要放下的就要

放下，不需執著。  

但是要做到不執著談何容易，該如何祛除執著呢？不妨試著從理性的分析，和對自己身

心的體驗，來練習袪除執著。  

所謂理性的分析，就是用「因緣」的觀念，來理解事物的真相。因緣是指一切的現象，

不論生理的、心理的或自然社會的現象，都是時間和空間之下所產生的種種關係，是由許許

 生活錦囊生活錦囊生活錦囊生活錦囊 

花開花謝，不執著花開花謝，不執著花開花謝，不執著花開花謝，不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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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因緣條件和合而生的，無法單獨發生，也不會突然出

現，更不會永遠不變地存在；只要其中一項因緣條件改變，

牽一髮而動全身，原本你以為絕對不會變的事物，就會有

了變化。  

另外一種則是用體驗的方式。我們體驗自己生命的

過程，會發現人的生命從小一直到老，到死為止，都在不停地變化，自己的身體、生

理在變，觀念也在變。  

例如一個人，本來是小男孩、小女孩，然後是少男少女，然後變成中年男子婦女，最後

變成老先生、老婦人，不斷、不斷地在變，如果要執著，究竟要執著哪一個呢？究竟是十六

歲的是我呢？還是八十歲的才是我？其實都不是，因為十六歲的時候已經過去，八十歲的現

在也會過去，所以根本不需要執著。  

從身體的變化可以更進一步來體驗心理和觀念的改變。從小開始，我們就不斷在受教育，

也不斷受到環境、父母、老師以及時代變遷的影響，幾乎沒有一個觀念是屬於自己的，都是

外來訊息的累積，然後才成為自己的想法。  

而這些想法也是會變的，例如當你和別人談話，對方提出一個你前所未聞的新觀念，你

聽了以後，腦中的想法可能因此轉變，不要說昨天的看法和今天的看法不同，可能這一刻的

你和前一刻的你就不一樣了。  

不論從理論上來分析，還是從

對自己的體驗，都可以證明，

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我，甚

至沒有一個「我」存在，

那又有什麼好執著的

呢？  

不過雖然因緣在變化，但是

當下還是有暫時的現象存

在。就像一朵花，你今天看它

可能好漂亮、好可愛，可是過

了幾天，它就會凋謝，不漂

亮、不可愛了，可能要換另外

一朵花。既然知道事實如此，

就不需要對這朵花太執著。因

為花開、花謝，是自然現象，

不需要太多的執著。   

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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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能會想閱讀的文章：  

僧芽專區 http://sanghau.ddm.org.tw/admission/newsletter2.aspx 

＊  《僧芽》2007 年第五期 (1/16)〈不再空虛的人生〉。 

＊ 《僧芽》2008 年第十八期 (2/29)〈佛在心中 口中 生活中〉。 

＊ 《僧芽》2009 年第六期 (3/31)〈「因緣」就是自然現象〉。 

 

個人自修和集體共修有什麼不同？ 

常聽說：「寧在大廟睡覺，不在小廟辦道。」也就是說個人修行不同於集體修行，在明

師指導下修行和無師自修，更是大不相同。 

    個人修行，應該是在已經懂得了修行的方法和修行的道理之後，而且也要知道如何來解

決修行過程中，所發生的身心及知見上的疑難和困擾等問題，否則不但無法得益，相反地很

可能受害。特別是修行禪定，精進勇猛的話，會有種種的禪病和魔障發生，那就是包括生理

和心理的反常變化。所以，初學的人，不宜單獨修行。 

    集體修行，縱然沒有明師指導，尚有其他同修的彼此照顧，互相糾正，只要知見正確，

不會發生太大問題。 再說，個人修行很容易成為冷熱不均，忽而勇猛精進，忽而懈怠放逸，

乃因為無人約束，也沒有大眾的生活規制。勇猛過火，會引來身心疲憊而產生禪病；懈怠放

逸更會使人放棄修持，退失道心。如果經過幾度的冷冷熱熱之後，便會對於修行退失信心。

若在團體中修行，由於共同生活的制約，且有同修之間的制衡，會使人逐步前進，所以，比

較安全。 

    從心力而言，個人的心力是極其有限的，初初修行的人，也無法造成修持道場的氣氛，

如果能結合多人共同修行，以同樣的方式，相同的目標，共同的心態，同樣的作息時間共修，

就會形成修行道場的氣氛，其中只要乃至一人正常修行，就會使得全體導入正軌。如果，多

半人處於正常狀態，此種心力的共鳴、共感，就會使得每一個人得到全體修行者的全部力量，

十個人參加，每一個人都可能得到十個人的力量；一百人參加，每一個人也可能得到一百個

人的力量，所以，佛教贊成以集體的修行為初學者的常規。 縱然是修行已久的人，偶爾能夠

參與集體修行，也是有益的事，所以，當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常有弟子

一千多人，追隨佛陀過僧團的生活；在中國佛教史上，不論那一宗派，人才

輩出之時，多是由於集體修行產生。例如︰禪宗的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

祖惠能，以及馬祖道一、百丈懷海等諸大師，其門下無不龍象輩出，而他們

都是集合了四、五百人，上千人等的大僧團。因此，將禪宗的寺院稱為大海叢

林，大海是龍蛇混雜，魚鼈居中，但是不容腐屍。修行者的根器，雖有大小、利鈍之不等，

如果腐敗了，反常了，就會被海水棄之於外。叢林之中，林木雖有大小、粗細，但是無不挺

拔向上，否則就接受不到雨露、陽光，就會自然地被淘汱。由此可見，單獨地專精修行，不

是初學者所宜。─摘自《學佛群疑》  

 【學佛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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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中的轉角處       
 

我知道自己是要來當義工，不是長工。義工是借境修心，沒人做的事我來做，長工則只為了

培福而工作，不好做的就不情願做……。 

■常導 

加班完，收拾桌子的文件後，一個人騎著腳踏車在市區漫無目的地逛。一條街一條街地

找，找什麼？ 

「素食店和我能吃的東西。」 

不停地找、不停地找。 

為什麼？真的餓嗎？ 

「只是不買點什麼就怪怪的。」 

茫然地在十字路口上等紅燈，看著路上匆忙的人來來往往，他們為什麼看起來如此的疲

累，眼神充滿不安、不悅、不滿……，而我看起來也和他們一樣，為什麼？ 

回頭往著燈火通明的市區，想到寧靜的法鼓山。於是我上山打禪七了，想起那年自覺營

所發的願：「願我能和觀世音菩薩一樣慈悲，我願意奉獻我自己的生命去幫助一切眾生，也願

為更有能力幫助眾生而學習佛法。」 

 

面對著未知的一切，仍得堅定地走下去。這一趟就不回去了，這是我選擇的不歸路，也

願意全心全意走下去。禪七後，果祺法師問我要不要考僧大？ 

 

我點頭。他就酷酷地說：「那就留下來種菜吧！」從此開始了我進僧大前，在禪堂的義工

生涯，有期待也有惶恐（因為和表面看來冷酷的果祺法師還不熟……）。 

 

種菜真的很累，果祺法師經常帶著我拿鋤頭到處開墾。剛開始我還很拚命地做，後來容

易煩躁的習氣生起，就做不下去了。想想自己從小所做的事多半都是這樣虎頭蛇尾的，而種

菜需要極大的耐心，從除草、翻土、撒種、澆水，看來都很簡單的工作，做起來卻很累。而

且只要三天沒有好好照顧，草就會長得比菜茂盛，內心自然覺得越來越做不下去。 

 

內心常常想著：人太少做不完，草太多拔不完，地太大種不完……不斷地起妄念，有時

甚至想要回家算了，還好知道這是自己的障礙，才沒有一走了之。 

 

果祺法師看到我時，都只會說一句：「沒事情啊？怎麼不去拔草？」迫於他的氣勢，就只

好去拔草，但面對雜草叢生的菜園卻常常提不起心力。心想，拔得那麼辛苦，不久草就又長

得更長，怎麼拔得完？忽然想到四弘誓願中：「眾生無邊誓願度」，眾生不也和這草一樣滿山

遍野？    

 

 

   

 僧活分享 



 7 

 

 

更想到我的煩惱也和這草一樣，拔了又生，愈來愈多。那麼我何來的勇氣說要度眾生？

何來的誇口說要斷煩惱？連草都拔不好的傢伙竟然敢說要出家？慚愧心油然而生。原來我從

來沒正視種菜這工作，以前因輕視別人的勞動而起慢心，卻毫不自覺。用齋時，對菜的好壞

多少有不少起心動念，卻沒想過是誰在背後默默為我手中的飯食辛勞不已？現在光是種菜我

都累到不行了，我卻不曾真正感恩一直默默付出的菩薩們。於是我慚愧於自己的心念，懺悔

過去的行為，然後繼續除草。因為我終於知道果祺法師為何要叫我去除草了。 

 

如果沒有以上這一段經歷，可能我也不會有勇氣走進僧大。因為過去習慣逃避，說不定

進入僧大也會動不動就想離開。但是在禪堂當義工的八個月中，讓我更認識自己，並開始真

正想要作出改變。 

 

後來也才了解，過去自己誦經、打坐、當義工其實都不是在修行，只是在培福。昔日以

為自己每天有打坐，有念經，就自以為是修行人，其實是到處攀談、自讚毀他、增長我慢。

我知道自己是要來當義工，不是長工。義工是借境修心，沒人做的事我來做，長工則只為了

培福而工作，不好做的就不情願做。真正發心來修行，就必須借境修心。 

 

在禪堂當義工期間，遇到好多位大師，有深藏不露的果元法師、自在無礙的果祺法師、

不怒而威的果如法師、談笑風生的繼程法師……當然還有慈悲的聖嚴師父。有因緣親近這幾

位大師，不知道上輩子燒了多少支好香？（嗯，這是錯誤的因果論，而且本山不提倡燒香。）

我非常感謝他們的教導，和隨機的教化，也感謝許多發心的義工菩薩，對我的關心，有他們

的鼓勵，我才能走進僧大。無論未來會如何變化，我將永記我的初發心。─摘自《文苑》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