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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雖然談到人生有種種苦，但這並不代表修行佛法的人一定要遠離世間，或消
極地逃避現實，才能夠離苦得樂。「苦」這個字，聽起來好像只是一種舌頭所嚐到的
味覺。其實佛法所說的「苦」，並不一定是感官上的苦，主要是指觀念上的苦。真正
的苦是「心苦」，一個人的人生觀念如果不清楚、不正確，老是以自我為中心，就會
作繭自縛、自找麻煩。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我們就是因為常常庸人自
擾，才被稱為凡夫俗子。 
  
  佛法所說的「苦」，實際上是人的憂、悲、苦、惱等情緒反應，而情緒反應是從
自我的觀念所產生。所以，苦並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只要觀念一改
變，痛苦也就不存在，即使表面上看起來好像遭遇了苦難，但只要心中不以為苦，也
就不覺得痛苦了。例如我們心甘情願為兒女、配偶、親人而犧牲，或是心甘情願為理
想、信仰、心願而奉獻，就不會覺得痛苦，反而會覺得很有意義、很有價值，心裡覺
得非常踏實。雖然同樣是辛苦的付出努力，但只要心中沒有任何不喜歡、不願意、不
甘心接受的想法，痛苦便不存在。 
  
  由此可知，正確的觀念很重要。例如把《心經》所說的「照見五蘊皆空」運用在
日常生活中，就能明白我們的生命是因緣和合而成，所有的事物並不是永遠不變的，
只是暫時的存在。如果體認到這一點，我們就不會老是痛苦的自我掙扎，想要逃避痛
苦，而能夠採取面對、接受問題的態度，並努力加以改善，而不會感覺到憂慮。 
  
  因此，一個真正懂得佛法的人就會明瞭，事實上，痛苦是由一己的觀念所造成的。
現實世界其實沒有什麼可怕之處，沒有任何事情需要加以逃避，也就不會消極悲觀、
逃避現實。從經典以及歷史記載中，我們可以明確地知道，釋迦牟尼佛成佛以後，即
使已得到究竟的解脫，遠離世間的痛苦，他仍沒有拋棄這個人間，反而更深入世間，
為救苦救難而努力。所以，如果認為現實世界很可怕，而有消極悲觀、逃避現實的觀

念，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修行。 
   然而，佛法所說的「入世」，並不一定等於
一般人所認為的「入世」。佛法中有「入世」、
「出世」和「戀世」三種名稱，一般人所謂的「入
世」通常比較接近「戀世」，無非是貪戀世間的
虛名、浮利、男女情愛，以及種種虛幻不實的享
受。真正修行佛法的菩薩，雖身在紅塵之中，但
並不被世間種種物質誘惑所困擾、淹沒，這才是
真正的「入世」，也才是真正的「出世」。 
   因此，「出世」的觀念並不是要我們逃避現
實、遠離人間，而是身在世間，而不受世間種種
現象所困擾，這才是「出世」真正的意義。我們
唯有做到入世而不戀世，既不眷戀世間，也不逃
避現實，才能真正的離苦得樂。 

不眷戀也不逃避 
                                                       ■ 聖嚴 師父 

本文摘自--《真正的快樂 》 



                   

     第三度到香港弘法 
 
   

  在紐約住到七月八日，又回了臺北，並且於九月中旬，第三度到

香港弘法。  

 

  我跟香港的因緣開始得並不很早。從一九八八年開始，接受香港

佛教青年協會的邀請和安排，於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三、十四、十五日

三個晚上，假香港北角的大會堂，做了三個晚上的公開演講。聽眾的

人數一天多於一天，第一晚四百多人，第二晚七百多人，第三晚一千

多人。因此，當地人士對於我演講的號召力，有了信心，所以希望我

每年都能去為香港地區的四眾結一次法緣。因為我相當忙，沒有答應。

隔了一年，由於該會的黃麗容居士和丁珮居士，再三地勸請，所以又

在一九九○年十月的十七、十八、十九日三個晚上，假新界的「沙田

大會堂」做了三場演講。每場聽眾一千至一千二百人。到了今（一九

九一）年九月的十三、十四、十五日三個晚上，改借九龍尖沙咀文化

中心，演講《心經》，每晚聽眾都超過兩千人。可以說我去香港弘法，

一次比一次更受到當地人士的歡迎。  

 

  記得在一九五○到一九六○年代之間，臺灣的佛教文化及其各項

的弘化活動，都還沒有形成風氣，尤其是臺灣的經濟條件和物質生活，

比起香港，落後很多。我們在臺灣，看到從香港來訪問的法師、居士，

都以一種仰慕的心情和他們接觸，因為當時的香港佛教界已經在辦小

學、中學、醫院、墳場等，各項文教和慈善事業。 

 

   一九六○年代，如果我不是在山中閉關，幾乎也被香港的某一

個道場，請去擔任佛學院的教務工作。從這一些角度去看當時香港的

佛教，比起臺灣的情況，可以稱為生氣蓬勃，一片興隆的景象。尤其

是香港的離島——大嶼山的佛教道風，在一九四九年之後，那是唯一

保持著叢林規制和茅蓬修行的地方。當時臺灣有一位佛教徒的立法委

員楊管北居士，不止一次地告訴臺灣的長老法師們，應該向大嶼山的

道風看齊，並且主張臺灣也應該建立一個十方叢林的道場，那意思好

像是要把中國傳統的佛教在臺灣復興。 

   

        

 

 

 

 

 

 

東西南北 

 

 

作者：聖嚴法師 

出版社：法鼓文化 

 

 

 

 

 

 

 



 
 
 
 

 

 

 

 

 

 

 

 

 

 

 

 

 

 

 

 

 

 

 

  有人認為禪修與念佛是不同的法門，這絕對是錯誤 

的觀念。佛法是整體的，不要把它切割成禪和淨土，即使主張「禪淨雙修」 

，那也好像是把地瓜、米飯和在一起吃，結果地瓜是地瓜、米飯是米飯，還 

是不同。其實兩者都是食物，都能填飽肚子，就如同佛法只有一味——解脫 

味，沒有必要再分什麼淨土和禪。 

  佛法是一味的，就是解脫味，修任何法門都能得解脫。我曾以「百川歸 

海」來比喻，河流不論是往西或往東流，最終都會流到大海。就像台灣，它 

是海中島嶼，不管是向東、西、南、北哪一個方向流，最後都歸於大海。 

  譬如《華嚴經》有二十一個念佛三昧門，《楞嚴經》有二十五圓通，《圓 

覺經》有十二圓覺，門門都是通向解脫；《法華經》「會三乘歸一乘」，三乘 

就是二乘聲聞、緣覺，即一般說的小乘，再加上大乘的菩薩，即不管大乘或 

小乘終究會歸於一佛乘。所以不能說有幾個法門就建立幾個宗派，說這是什 

麼宗、那是什麼宗。 

  念佛法門是所有法門之中的一種，而又涵蓋著一切法門；菩提達摩的禪 

宗其實就是念佛法門裡的無相（或稱實相）念佛，譬如禪宗經典中的《六祖 

壇經》，就曾引用《觀無量壽經》、《法華經》，以及《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 

波羅蜜經》的一行三昧，可見得它們並非背道而馳的。 

 

 

 

 

  

  事實上，時間一過已經三十年，大嶼山的道風依然如故，僧才的培養以及對香港佛教弘化事業的

推動，並沒有如預期地那樣快速和有力。因為，從大陸去香港的長老及大德法師們，多已經凋零而走

進了歷史，年輕的一代，還沒有能夠接替他們的地位。  

 

  相對的，在臺灣方面，倒是成長了幾個相當有影響力的團體和個人。特別是近十多年來，佛教界

能夠配合著時代的步伐和社會的需要，除了通俗的演講，並且盡量運用各項傳播媒體，例如錄音帶、

錄影帶、電視、電臺、報紙、雜誌等，全面推廣佛教的信仰和佛化生活的觀念。因此，像我這樣的人，

在臺灣漸漸受到重視，連在香港也表示歡迎。那不是因為我的學問好，道德高，也不是因為我的辯才

過人，而是因為我寫了幾冊深入淺出的書，以價售及贈送的方式流通海內外，普遍受到廣大讀者的喜

愛。那也不是我的文章好，而是現代人，真的那麼地需要用清涼的佛法，來滋潤他們每一個人的心田。

因此就讓像我這樣的人，一天比一天地忙上加忙了。 

       
本文摘自--《 東西南北 》 

本文摘自--《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 

禪淨雙修 ■聖嚴師父 



   

 

 

 

 

 

 

 

 

 

 

 

 

 

 

 

 

 

 

 

 

 

 

 

 

 

 

 

 
 

 

 

出坡啟示錄 

               藉由出坡中所遇到的境而有不同的體會， 

               體會到心靈淨化的重要，以及事情來了就做， 

               做完就放下。 

             ■  明‧靜‧放 

  出家生活中，出坡是一件重要的修行法門，總

能在出坡過程，藉由不同的事而有不同的體會，例

如在拖地時，看到心靈淨化的重要。 

有一次出坡的工作負責拖地，在使用 T 拖布拖地時，

發現當布是乾淨的，地板很容易拖乾淨，一旦布沾

滿塵埃，又繼續拖地時，容易讓附著在布上面的塵

埃掉落，把乾淨的地板給弄髒，忽然之間領悟到： 

「當內心清淨時，同樣能幫助在五濁的眾生淨化，

當自己不夠清淨，充滿貪、瞋、癡、慢、疑等毒，

這毒將在與他人互動之中不知不覺地放射出去，給

對方製造另一層污染。」因此出坡過程中提醒自己

用功淨化自心，才更有力量幫助眾生。 

  憶起一天，因場地空間有限，A 法師交待方墊歸

位時要「打橫的」，讓進來的人不會有壓迫感，此

事一直謹記在心並依教奉行； 隔沒多久，又聽到 A

法師對方墊歸位卻是堅持要「打直的」，當時內心

產生很大的衝突。事後看到自己的執著，固著於過

去的想法，雖然同樣一個人交辦同一件事，但時空

因緣已經變了，A 法師視當時的因緣做調整，而自己

卻執著於過去的做法，內心才會起衝突，當下忽然

明白得時時因應無常，隨時做調整。 

事情來了就做，做完就放下 

  當香燈時，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做香粉堆。話

說我們的香粉堆，在不同的時間改成不同的形狀，

而自己就在改來改去之中起煩惱了，待心情沉澱下

來，回頭再看這件事，看到事情發生的背後有諸多

促成的因緣，明白這些來龍去脈的因緣後，發現自

己的接受度變寬了，煩惱就在接受、諒解之中化去。 

  我很開心地在課堂與同學們分享自己轉煩

惱為菩提的過程，換得老師分享他親近大德法師

的一段深具啟發的故事：老師年輕時，有機會親

近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德法師。有一天法師走進門

來，請老師將這張桌子搬到那裡，又過一會兒，

再請老師把桌子搬過去那邊，再一下下又說這桌

子搬到這邊放。這張桌子在沒有任何理由之下被

搬過來搬過去，忽然之間，自己恍然大悟，明白

大德沒由來之舉，是為了去掉眾生分別且執著的

心，磨鍊我們在遇到境界時，不動任何念頭，當

不動念就不會起煩惱！如同經文：「不起心不動

念，諸法無過咎」，聽完老師分享的故事之後深

感汗顏，深深體會到：「事情來了就做，做完就

放下，不需要有太多的想法，就能自在地活在當

下。」 

  
本圖文摘自--《 法鼓文苑第六期 P.62 》 



 

 

 

 

 

 

 

 

 

 

 

 

 

 

 

 

 

 

 

 

 

 

 

 

 

 

 

 

 

 

 

 

 

化 緣 
同學，是最寶貴的同行善知識； 

好好珍惜，這難能可貴的緣分。                                             

■ 演廣 

經歷種種的考驗與內心的關卡，好不容易進入

了僧大，我期許自己要像一塊海綿一樣，努力修

學佛法。 

  一次期末禪七中，繼程法師開示：「你們真

的相信因果嗎？」彷若對我當頭棒喝，在心中起

了很大的震撼。 

  「因果」是修學佛法最基本的觀念，我當然

相信啊！不然怎麼會來出家？但在生活中真正

觀照自己，是否「相信因果」，就產生了問號。 

  沒有學僧，學校就只是一個殼，同學的重要

性，就等同於校內的師長及學校的軟硬體設施。

能夠一起進來僧大，都是認同聖嚴師父的理念，

並且踏在同一艘船上，往著相同目標前進的菩薩

同學伴侶。理論雖如此，但生活中的感受卻大不

相同。 

  在平常生活的種種互動中，同學間的摩擦增

加了，心中對同學的不悅不斷發酵，有時甚至只

是清喉嚨的聲音，都會把他當成是在宣戰。 

  怎麼會這樣呢？一次次的反省與觀察內心 

，發現原來「因果」二字是佛陀的、是師父的，

從來就不是自己的。對自己而言，「因果」不過

是書本、課程中的概念罷了！不但與自己的生命

毫不相干，也如同聖嚴師父說的「法不入心」，

就好像想吃瓜，卻種了一大堆荊棘；想學佛，卻

不斷在造惡業。 

  世界上有好幾十億人口，能夠在自己生命中

出現的人並不多，又能夠一起來念僧大，不是萬

中選一可以形容的，彼此過去一定有深厚的因緣 

，才會一起來到這裡。 

長時間的相處與共事，難免有一些不愉快，也

許就是過去我對同學不好，才有現前讓自己不

如意的狀況發生，現在正好有機會讓我懺悔，

練習「四它」，即使看起來像是惡緣，也要從心

態上練習接受，從事相上練習將其轉化為逆增

上緣，進而種下日後的善緣種子。 

  聖嚴師父在遺囑中說：「諸賢各自珍惜，我

們有這番同學菩薩道的善根福德因緣，我們曾

在無量諸佛座下同結善緣，並將仍在無量諸佛

會中同修無上菩提，同在正法門中互為眷屬。」

身為師父的弟子，應謹遵囑咐，好好珍惜並長

養這份難得的善根福德因緣。 

 

 

本文摘自--《 法鼓文苑第六期 P.156 》 



 

 

 

 

 

 

 

 

 

 

 

 

 

 

 

 

 

 

 

 

 

 

 

 

 

 

 

 

是 自 信 

還 是 自 負 

 

 保持平靜的心 

 
 

我的身體一向不是很好，每天的工作時間很

長，處理的事情很多，但我仍然能夠爬山、

坐長程的飛機。 

  我之所以能這樣，是因為我經常保持平

靜的心，不受外在的情況干擾；雖然不受干

擾，但我對外在的情況卻非常清楚，是罵、

是讚、是褒、是貶，我皆瞭如指掌。 

  或許很多人以為出家人一派清閒，沒什

麼逆境，其實以我來說，平常衝擊我的問題

相當多，但我因為能保持心理的平和，所以

體力消耗自然不多；只不過經常保持心平氣

和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是很難的。    

                           

                   --本文摘自《 忙得快樂累得歡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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