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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中急需優秀青年               
 聖嚴法師《 明 日 的 佛 教 》  

佛教在今日的世界，既是興盛的也

是衰微的。所謂興盛，不論在國內及

世界各國，除了回教徒的阿拉伯國家

之外，到處都有佛教徒的踪跡，而且

人數也在不斷增長之中。所謂衰微，

是由於佛教的僧團生活日漸受到工商

業社會的影響，而無法保持其原有的

寧靜和單純。同時佛教的弘法方式與

教育制度也遭遇到社會轉型期的影響

和考驗，因此佛教人數的增加與僧尼

人才的計畫培養，不能成為正比。 

佛教是由釋迦牟尼世尊所創立。它

的特色即是在與當時印度反傳統的非

婆羅門教的沙門團相呼應，從世襲的

婆羅門宗教師，轉為只要出家修道，

就可以擁有成為宗教師的資格。所以

佛教一開始就主張皈依三寶、供養三

寶、護持三寶。 

當時的世尊是佛寶，他所說的教義

和修行方法是法寶，修行佛法且主持

三寶並弘揚佛法的是僧寶。僧寶的定

義即是指比丘、比丘尼僧，這在《雜

阿含經》、《中阿含經》以及比丘、比

丘尼律之中都有明文記載。此後佛教

經過兩千五百多年的流傳，從印度到

中國、西藏、錫蘭、緬甸，乃至於韓

國、日本，都還保持著以出家僧團為

佛教中心的精神。只有到了一百年前

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由於毀佛、廢

僧、崇儒學、信神道，而把日本佛教

的出家制度廢除，形成了今天以世襲

的在家僧侶主持佛教寺院的型態。但

是今日的韓國佛教的曹溪宗，和大陸

的中國佛教，主持寺院、代表佛教的

還是以出家的比丘、比丘尼為主。雖

然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韓國出現了一派

在家佛教，那也只是說明了韓國佛教

受到日本佛教以及基督教新教的影

響，而出現了以在家身分的傳教士來

主持教會、擔任傳教工作的現象。在

東南亞各國，直到現在為止，都還是

無法認同、接受像日本和韓國在家傳

教士型態的僧侶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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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佛教，自從西元第三世紀開始，在由蓮花生大士傳開的密教之後，也有在

家型態的喇嘛出現。但是到西元十四世紀與十五世紀時，在家的西藏佛教已至腐敗

不堪的程度，故有宗喀巴大師重振僧制僧儀，嚴守出家生活軌範，受到全藏皈宗。

故迄今的西藏，仍以宗喀巴這一系的黃教喇嘛，達賴與班禪為藏族的政教領袖。 

雖於在家身分的佛教徒中，自佛陀時代開始，就已有過不少傑出且有成就的人

才，王臣、官吏、仕紳、平民的護法和弘法，均受到大小乘經律的讚歎。但以在家

人為中心而取代出家僧團地位的佛教團體，至少在傳譯自印度的早期佛典之中，尚

無根據可循。不過在今後的社會中，佛教的弘傳將趨向多元化，因此也不可能沒有

專業及職業化的居士人才。在家居士之成為佛教教團的核心人物，雖然在印度和中

國的佛教史上沒有出現過，今後也不可能用任何方式來取締他們，正如基督教的新

教、韓國的圓佛教和西藏的紅教等教派一樣。但是佛教的本質，以其原始的面貌和

精神來說，除了慈悲、智慧，還有少欲和離欲的特色，所以出家的佛教僧團，還可

永遠代表著佛教特色的具體存在。 

雖然出家僧團之中的分子，也有良莠不齊，但是由於僧團生活的軌範以及出家形

象的突出，越軌而腐敗的僧人，縱可躲過僧團的僧律制裁，仍會受到社會輿論的糾

正。所以出家的身分，比較起來還是更能接近佛陀化世的精神。歷千百年來的佛教

大勢，都是循著僧中人才的多寡、優劣而呈現出興替盛衰的歷史過程。例如明末的

佛教，如果沒有蓮池、紫柏、憨山、蕅益四大師等傑出僧才的出現，縱然有李卓

吾、袁宏道、錢謙益等名居士的努力，也不會有佛教教團、教徒的復興運動；清末

民初如果沒有敬安（八指頭陀）、太虛、虛雲、印光、弘一等諸大師的分頭弘揚，縱

然有楊仁山、歐陽竟無等諸大居士的提倡佛法，當然能夠在知識界產生重視佛法、

肯定佛學的風氣，卻無法使得佛教在中國，從上到下，全面性地展開信仰與法義的

化導運動。今日的臺灣佛教如果沒有許多比丘、比丘尼僧的創辦佛教教育，推廣傳

戒與授戒法會，以及著書、治學、講經、說法，從事佛教文化、社會福利等工作，

縱然有長者居士的全力推動在家佛教和青年佛教，也不會有今天這麼多而普遍的佛

教信徒。 



 

 

F o r e w o r d  聖嚴法師開示 

其原因並非來自大眾對於出家人的

迷信，實在是由於出家人的生活型態和

形象，本身就是一種少欲離欲、與世無

爭而又慈悲利生的象徵。具備了出家人

身分，縱然不能深入經藏，不會說法度

眾，也沒有修行悟道，可是因無世俗的

家累和牽掛，可以有較多的時間修學佛

法、住持寺院、服務大眾。如果是一位

優秀且傑出的僧中龍象，其號召力和對

社會大眾的貢獻，一定是既高明又博

大，即所謂上、中、下三根普被，代佛

宣化的高僧了。 

我們見到少數優秀的大德居士，每每慨

嘆因為僧眾之中沒有人才，所以佛教衰

微。批評僧眾不求上進，沒有足夠水準

的佛學及世法的修養，又缺乏實修實證

的經驗。致使這些居士們，上焉者抱著

恭敬僧寶，而不親近供養承事僧寶的態

度；次焉者便抱著與其有僧如此的不夠

理想，倒不如無僧，而鼓勵居士們建立

在家教團，替代出家僧團的職責。這樣

的觀點和存心，我們無需指責和批評。

但是在我們的看法，如果能夠護持僧

寶，協助提昇出家人的素養和品質，應

該更能合乎釋迦世尊創立佛教教團的本

懷。 

基於如上的觀點，佛教希望有在家

的人才，更希望有出家的人才。所以期

待有大悲心和大悲願的優秀佛教青年，

來投入佛教的僧團，接受佛教的教育，

為明日的佛教做中流砥柱。與其批評或

遠離出家的僧團，不如自己投入僧團，

以健全僧團來住持佛法，則效果更大，

而且更能與佛陀化世的精神相應。 

勸請有大信心和具有大慈悲及大智

慧的僧俗四眾佛教徒們，積極地勉勵優

秀的在家青年發心出家。勸請已經出家

和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出家的優秀

男女青年，應該接受各層次的佛教教

育，接受修持方法與修持經驗的層次教

育。這樣才能夠見到僧眾的龍象輩出，

才能見到正確和正信的佛法普化於世的

時代來臨。 



 

圖:釋常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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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大師跟南普陀的因緣 
《 五百菩薩走江湖》  

五百菩薩走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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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太虛大師跟南普陀的因緣，可從他的年譜看到。從民國十六年（一九二

七年）開始，那時的太虛大師才三十九歲，就和轉逢、常惶、轉岸三師從上海到

了廈門。當他就任方丈之後，向閩院的員生講了「行為學與唯根論及唯生論」，是

那年四月間的事。到了九月，他主持了閩院秋季的開學典禮，同時也對員生講了

一篇「救僧運動」。他強調住持佛教，必須有出家的真僧，所論救僧之道，積極

則：「真修實證以成果」，「捨身利眾以成行」，「勤學明理以傳教」。消極則：「自營

生計以離譏」，「嚴擇出家以清源」，「寬許還俗以除偽」。另一篇「帝制於神、民制

於佛之根據」，亦於此時期講出。 

民國十七年冬，閩南佛學院發生學潮，寺務、院務均瀕於停頓。太虛大師命

大醒、芝峰前往整頓。到民國十八年，太虛大師又在閩南佛學院講《瑜伽師地論

真實義品》，以及「中國學僧現時應取之態度」。民國十九年，他在那裡先後講了

「大乘位與大乘各宗」、「佛學之宗旨及目的」、「僧教育要建立在律儀之上」、「西

洋哲學與印度哲學概觀」。這段時間，他對於佛教的僧團制度也提出了「建設現代

中國僧制大綱」，簡稱「建僧大綱」，雖然沒有成功，但是他對佛教的希望，在此

階段展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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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大師把閩南佛學院的研究部，分為法相唯識、法性般若、小乘俱舍、中國

佛學、融通應用等五系。民國二十年，太虛大師在閩南佛學院開講「大乘宗地

圖」，又為學僧講「學僧修學綱要」，他以立志的標準、為學的宗旨、院眾的和合、

環境的適應等四點為訓。民國二十一年，大師在閩院開示「現代僧教育的危亡與佛

教的前途」，極力反對培養一群文士型的法師，他勉勵學僧： 

現代學僧所要學的，不是學個講經的儀式，必須要學能實行佛法，

建立佛教，昌明佛法，而養成能夠勤苦勞動的體格，和清苦淡泊的生

活。 

他這些想法，對我的影響很深。所以我自己也就不希望成為一個文士型的出家

人，也就是一般中國人稱為書生氣質的出家人，或是學究型態的出家人，應該是像

宗教師、苦行僧那樣的出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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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大形象影片-菩提心菩薩行  
圖文:常啟法師 

 
無論在家或出家，每個人都在自己的人生中努力，有著獨一無二的精采，卻也

彼此休戚與共；僧大形象短片，單純地想傳達出一個觀點：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

的人生，並開展各自精采卻息息相關的生命樣貌，藉由短片如實呈現僧大的學習與

生活，圍繞著僧大校訓，並以「初發心→和→敬→智→悲」的順序層遞展開，搭配

自然境教的放光說法，傳達校訓的深沉意涵，期盼引發探索生命的初心共鳴，出家

也是一種人生的選擇。 

「沒有人是孤島，沒有人能自成一體，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片，整體的一部

分」，真正的快樂來自於「和諧」，和諧是看透我與我們之間的關係，所以不是期待

著別人來與我和，而是我與人和、個人與群體、人類與大自然都是融合的整體，和

諧才能帶來寧靜，而和諧的力量來自於接受不完美。佛說「有漏皆苦」，有漏的意

思就是不完整、不完美。但世尊不是要強調痛苦，而是想傳達：苦，無法被斬斷，

而是需要「被認識」。只有苦的原因可以被停止，因為苦是一個結果，一旦結果已

經造成，便無法扭轉，要做到改變結果，就必須先正確認識苦與苦因；其方法便是

要好好面對人生本來就充滿各種的不完美，當認知到此，便能謙虛不驕，就像水的

柔軟下心，與行者的恭敬低頭。如此，再怎麼稜角分明的石頭磨礪，在法水的滋潤

下都能不起火花，而成為一體中法住法位的鵝卵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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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散太陽才能出來嗎？除掉煩惱才有智慧升起嗎？正確來說，不管有沒有雲遮

住，太陽都在那裡，雲不能影響太陽，但卻能阻止我們看到太陽，透過聞思修

慧，便是撥雲見日，而那一刻或許才會明白，原來太陽從來不曾被覆蓋，更正確

來說，不管黑雲壓城城欲摧，或是萬里晴空日朗現，如虛空般的智慧都不動不

搖，即便煩惱圍繞，智慧依然普照。 

 慈悲沒有階級的差別，不是別人不如我，我同情他，才會升起悲心，要體驗

純淨的悲心，就必須平等。具足大悲的菩薩一點都不比受苦者，也就是他們慈悲

的對象來得高，更甚至眾生是菩薩的母親，如同樹根吸收養分，才得以成就華果

茂盛的菩薩果德，所以「菩提屬於眾生，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

覺」。菩薩道的修行是以幫助其他眾生為基礎，不再為自己許願，因為最終的願

望就是我們都擁有幸福快樂。在無我平等的前提下，出離自我，走向十方，於紅

塵中不迷亦不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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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心收斂的自然農法，為所有生命開創生機 

僧大作務與弘化「心靈環保農業創生」 

 
【釋演真／金山報導】二○一九年

為「臺灣地方創生」元年，副住持果祥

法師將「創生」一詞更擴大為「創造生

機、生路，在死胡同中找出一條出

路。」並於五月八日在僧伽大學作務與

弘化課程中，以「心靈環保農業創生」

為題，分享自己多年來親身實踐的經

驗，以及一路尋訪國際及臺灣本土多位

堅持落實自然農法的農家，藉此連結起

這股向自然學習、友善環境、尊重生態

的創生力量。 

一般我們將農業施作分成慣行農法

及有機農法，「而心靈環保農業，應是

最高級的有機法。」什麼是真正的有

機？不只是不用化肥及農藥、改用有

機肥料、通過有機認證。法師分享美

國羅德學院（Rodale Institute）對有

機的定義，「是整個生物鏈完整存

在。」法師說，這也最符合佛教慈悲

精神，「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這

「即」不是「等於」，而是「相互有關

係」。這種不追求大量、密集、快速生

產的作法，不僅保護地球及一切生

物，更讓所有生命在自然、多元、平

衡的環境中互利共生，發揮它們最大

的生態功能、營養價值及生命韌性。

「你看這個莖為什麼彎彎的？因為風

將它吹倒後，它自己又會站起來。」

「這棵樹被粉介殼蟲侵襲的很嚴重，

為什麼農友仍不理會？他說，我只要

照顧好生態，讓它自然生長就好

了。」 

 



 
P r a c t i c e  修 

課程中，法師也帶來自然農法種植的鳳梨乾及香蕉請大家品嚐。「一打開就有水

果香。」「吃起來自然、多層次，且纖維細緻。」「不會越吃越渴，甚至還會生

津。」還有法師分享，之前吃到自然農法種植的食物，才吃一點點就有飽足感及熱

能了。前陣子才到金山「戶外教室」實際體驗自然種植的僧大學僧，這次更深入了

解自然農法的核心理念、對生命尊重的態度及一路走來必須有的堅毅及決心。 

最後，法師分享日本自然農法創始人之一福岡正信的一段話：「自然農法是以無

為、回歸自然為目標的『向心收斂』農法，是單純、節約而省力的農法。」不同於

科學農法的放任人類欲望、擺脫自然、離心擴散、不斷增加複雜手法。「真的要心

靈環保，淡化我們的貪瞋癡及人類的自我中心，才能好好去保護地球環境及一切生

物，這個理念背後的價值觀及哲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果祥法師說。 

接下來，延續聖嚴師父圓寂十週年系列活動，十月二十六、二十七日的「對應氣候

變遷──心靈環保農業創生研討會」，將邀請更多相同理念的實踐者，分享「以農

業實踐心靈環保進而創造生機」的心路歷程。 

 



 

 e v e n t s  近期活動 

 

2019 年僧伽大學講經交流精彩影片，將於 7 月份陸

續公布於僧大官網、FB 粉絲專頁，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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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