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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來 的 一 定 會 來 
 



 

 

 

                             

               

                                    

 

 

 

 

 

 

 

 

 

 

 

 

 

 

 

 

 

 

什麼是佛法？什麼是佛教徒？我經常有機會與各界人士相聚，見面時，他

們常會主動表明說：「我不是佛教徒，而且我還沒有準備信佛。」一旦我問他

們：「究竟什麼樣才叫做佛教徒呢？」他們也無法回答。 

也有人跟我說，他信仰基督教。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那麼，不同

信仰的人就不能成為朋友嗎？究竟什麼是「道」？「道」一定是對大家都有用

處，大家都應該遵守、願意接受的事實，而且都願意照著去做，也做得到的。

倘若彼此所信奉的「道」是背道而馳的，但只要是不以擾亂社會為宗旨，無論

信奉任何宗教，彼此應該都可以成為朋友。 

事實上，許多人的行為和佛教徒並沒有什麼不同，他們不做壞事，也不會

影響他人成為壞人、惡人，能夠安分守己的努力奉獻自己，這樣的人，雖然尚

沒有機會皈依三寶，只要運用佛法，能與基本的佛教倫理相應，我也承認他們

是佛教徒。所以，在中國人的社會中，許多人並未有過任何的皈依儀式，但也

承認他們自己是一個佛教徒。我有很多朋友不是佛教徒，但他們也都接受了佛

法；因此，我認為只要你的心是善良的、正直的、是相信因果的，那也可以算

是佛教徒。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皈依呢？皈依的用意究竟為何？皈依主要的用意是

承認自己是佛教徒，從此以後就要依照佛陀所說的觀念和方法去實踐。佛法有

一定的標準、一定的方向，如果沒有皈依，雖然具備與皈依類似的方向和觀念，

一旦周遭環境有了另外的因緣變化，很容易就會放棄，而改變了原有的方向、

原則。這即是皈依和沒有皈依的差異。 

那麼，佛陀所說的觀念和方法為何？譬如「八正道」、「四聖諦」和戒、

定、慧，這都涵蓋了佛法的觀念與方法。但在新世紀的今天，我特別提出「四

安」，也就是安心、安身、安家、安業，這是我多年來提倡「心」五四啟蒙運

動中的一項。除了四安外，「心」五四運動的項目，尚包含了「四要」（需要、

想要、能要、該要）、「四它」（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四

感」（感恩、感謝、感化、感動）和「四福」（知福、惜福、培福、種福）。

四安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項運動。 

因為我相信沒有人不願意身安、心安、家安和業安的，所以若能引導人們

從安定身心、安定家庭及工作這四個方向來重新思考人生的價值，導正人們對

於科技文明、物質享受的過度依賴，回歸勤儉素樸的生活，建立清淨少欲的人

心，這才是解決當前問題的根本方法。 

如果每一個人都能接受這個觀念，其實就等同於在推行、響應「四安運動」，本文摘自《人間世》 

怎麼樣才算是佛教徒呢?

呢？ 
聖嚴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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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宗教信仰，最重要的就是信教的信心。 

 

仰信、解信與證信 

 

正信佛教與迷信宗教的信心層次不同，迷信是盲信，正信則

有三種層次：    

1.仰信：仰信是因仰慕、敬仰、瞻仰而相信，對佛法深信不

疑，相信佛菩薩的存在、相信佛所說的法、相信修行的方法，

相信透過三寶的信仰和修持，能改變自己的人生，轉迷為悟。 

    

2.解信：解信是因明白、體會了佛法的道理而產生對佛法的

信心，透過閱讀佛經，或是聽聞佛法開示，學習正確的知見，

確信佛法道理契理契機，願信受奉行，從而建立佛教信仰的

信心。    

3.證信：證信是因透過修行實證，體驗到佛法的妙處而生信

心，證實佛法所說不虛。如何建立證信呢？首先要聽聞佛

法，其次是如法修行，最後自然如實證悟。   

正確的佛教信仰必頇「解行並重」，以正確知見修行佛法，

才能正信佛教。 

 

證驗與靈驗   

 

佛法如果不實修「證驗」，只停留在因感應而起的信心，很

容易誤入怪力亂神的迷信而不自知。例如見到神蹟放光、顯

靈，很可能改變信仰；或見到佛菩薩現身治病，很可能轉信

附佛外道，最終反而變成對神佛的執著煩惱心。要以證信通

過親身體驗，感受到學佛後身心變得更柔軟，待人接物更具

智慧，生活變得更自在，得到種種佛法受用，才能不被怪力

亂神動搖，產生真正堅固的信心。 

 

Spiritual Book Review 

正 信 佛 教 和 迷 信 宗 教 有 何 不 同 ？ 

http://www.ddc.com.tw/search_list.php?c=1&s=2&k=%E8%81%96%E5%9A%B4%E6%B3%95%E5%B8%AB
http://www.ddc.com.tw/search_list.php?c=1&s=3&k=%26nbsp%3B%E6%B3%95%E9%BC%93%E6%96%87%E5%8C%96


 

 

 

 

 



 

 

 

 

 

 

 

 

 

 

 

 

化，最後就變成了家禽，或是一隻不

會飛翔的鴛鴦。唯有「紅塵不迷亦不

離」的僧團，才能不被時代淘汰，也

才能續佛慧命、紹隆佛種。 

 

  海報的主視覺為僧人寧靜專

注、平穩離欲的走在一條筆直的坦途

上，深秋結穗壘壘、樹林盎然綠意，

象徵著一條迎向豐收富足的奉獻人

生，後頭跟隨著居士一行人，一派輕

鬆自在，路途從此不再迷方，樹叢後

的建築物亦代表著出家是不離紅塵

的，於是乎，漢傳佛教的出家僧團即

在人間而不被五欲所迷困，在紅塵而

不受客塵所擾亂，紅塵不迷亦不離。 

■釋常啟 

一年一度法鼓山僧伽大學，開始招生

了!! 

  僧大除了是漢傳佛教宗教師的

搖，亦是 聖嚴師父與法鼓山的命脈

所在，誠摯地邀請諸位護法悅眾菩薩

們，一起來圓滿 聖嚴師父「建僧」

的悲願。 

  漢傳佛教僧團的修行特色，不是

要踏遍紅塵，處處留跡，更非隱蔽山

林，銷聲匿跡。聖嚴師父說：「修行

是超越世俗的羽翼。」常寬法師更進

一步舉例，是發了出離心與菩提心，

如同鴻雁的兩個羽翼，在世間自在的

飛翔，眾生需要幫助時，可以俯衝而

下；不需要時，則在天空守護著。 

  雁鳥還必頇組成一個團隊，相互

鼓勵提攜、彼此砥礪增上，才能飛的

長遠安全。如果貪念世間，經常流連

忘返於平地，兩個羽翼可能開始退 



 

 

 

 

 

 

 

 

 

 

 

 

 

 

 

 

 

 

 

 

 

 

 

 

 

 

 

 

 

 

 

 

 

 

家人、親人、修行人 

看到長輩們都很歡喜， 

很感恩戒長法師抽空來陪我們， 

讓長輩們見到法師的親切與用心， 

我想他們對佛教會有不同感受。■釋演醒 

2016年2月13日早上，十三位親屬、長輩來

到山上探望我，雖然事前即知道此事，但未

料到會來如此多人。當他們抵達時，我仍在

切水果、擺盤，幸好副院長常順法師先前即

交代我，將喝茶的器具備好，而且已先幫我

泡好兩壺茶，並找其他法師、同學一同來招

待，不然這種場面，自己還真忙不過來。 

 

感受法師、同學親切用心 

之後，大家便在男寮會客室中相互介紹與認

識，由於奶奶只聽得懂臺語，所以交談中，

希望皆能以臺語溝通。但因現代人較常使用

國語，導致臺語日漸生疏，講起話來，時常

詞不達意，使聽的人如鴨子聽雷。還好常順

法師即時生智──找一位臺語較好的同學

替大家翻譯，後來常學法師也來關懷，臺語

難不倒他，與奶奶你一句、我一句，互動很

流暢，整個場面因有兩位法師，而顯得熱絡

許多。 

 

過了一陣子，當奶奶講到因為好久未見到

我，內心很思念，在來到這裡之前，看到照

片都會「流目屎」，在場的人聽了幾乎都紅

了眼眶。常順法師見狀，話鋒一轉，即向大

家說可以先到大殿禮佛，再到其他地方參

觀，轉換大家的情緒。 

 

奶奶因為行動不便，所以常順法師特別找了

一位同學，陪同開車的長輩載奶奶到各處，

其餘的人則步行前往。一共去了大殿、開山

紀念館、祈願觀音殿。到了中午，因四樓齋

堂已滿，便到五樓二齋「排隊」用餐。法師

一路陪同著，還藉此機會告訴我們，要確認

大家是否皆有拿到飯菜，餐後到二樓休息，

並導覽僧大的展覽。最後，我看到長輩們都

很歡喜，很感恩戒長法師抽空來陪我們，讓

長輩們見到法師的親切與用心，我想他們對

佛教會有不同的感受。 

 

學到待人處事的方式 

因為這次親人探訪的因緣，讓我學習到許多

待人處世的方式，例如：事前的準備要更提

早，對於來的人有誰、多少人也應該了解。

在談話、應答時，要視狀況去表達，例如：

詢問之前的工作、為何要來出家。同樣的問

題，在不同的場合，回答的內容也要有所調

整。對於時間的掌控也很重要，另外，展現

的態度、儀態等皆頇注意。 

感謝法師這一天的教導，將在課堂上不易學

習到的，很有系統地帶我們走一遍。 

也感恩各位親友長輩到來，讓我有機會學 

習與成長，希望日後大家能一同護持佛法，

打造人間淨土。 

 

後記 

由於當初要來出家，並未告知其他親友，後

來就算有人問起，也只是知道我來讀書，並

不清楚我是要來出家的，所以親友們得知我

的狀況後，心裡有一些不捨。 

經過今天後，看到他們滿歡喜，且好像可以

接受，心裡的石頭就放下了。雖然隱約感覺

有其他不同的聲音，但對於自己要出家的

心，仍然沒有改變。 

親友們得知我要出家，起初皆很驚訝，不敢

相信！心裡有很多疑問，例如：怎麼工作做

得好好的，要來出家？來這裡如何生活？對

這裡的環境充滿疑問。 

來到山上後，見到這裡環山群抱、溪水潺

潺、空氣清新，園區內建築規畫等，皆讓人

感到清淨，且直接與法師接觸，法師們侃侃

而談，充分展現了親和力，讓他們本來的疑

慮一掃而空。 

 

 



 

 

 

 

 

 

 

 

 

 

 

 

 

 

 

 

 

 

 

 

 

 

 

 

 

 

 

 

 

 

 

 

 

 

 

 

 

 

團結相依保長久 
 

今年夏天有機會到舊金山道場弘法與學

習，與臺灣遙遙相對的太平洋東岸，加

州有著得天獨厚的美好氣候，得以滋養

出健壯的海岸紅木，不僅生長超過百公

尺高，最老的紅木樹齡更高達二千二百

歲。 

 

參訪洪堡紅木州立公園，走在巨木群森

林裡，不禁思考著：能不畏風雨考驗而

茁壯老成的樹，大概有兩種成長方式：

一種如戈壁沙漠的白楊樹，因為環境嚴

峻使得樹根扎得深、抓得牢，故能以英

雄之姿千年不死；另一種如加州海岸紅

木，在豐饒的土地上資源充足，根必定

短淺而禁不起風雨，於是它們的根互相

盤踞，甚至成為一體，故能成群屹立千

年而不倒。 

 

聖嚴師父就如同根深的老樹，在貧瘠的

土地裡長成，觸角深廣，正所謂動盪的

環境才能淬煉出時代的偉人，而我們生

在和平世代，人的持久力和意志力都較

薄弱，必頇學習紅木的和合團結，互相

依存，自安安人，方能保佛法歷久不衰。 

 

厚皮的紅木有著不怕大火的樹幹，夏季

乾旱的森林大火將其他樹種燒死，同時

也將寄生在紅木樹皮上的有害物燒除，

反而讓紅木更具競爭優勢，得以生存下

來。然而，現代紅木森林防火愈做愈好，

有時還需要人們為每棵樹點火，除掉寄

生於樹皮上的有害物種。我們怎麼看待

大火之於樹木的利與害呢？世上本就不

存在絕對的利害與善惡，只要不用自我

中心的立場與角度去看待世間， 

 

 

好中有壞、壞中有好，便能在無常的現象裡，多少體會

《心經》中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意境吧！ 

走在紅木森林，除了感受人類的渺小外，也依稀領略到

紅木似乎在為我們放光說法，開演佛道。 

圖／文 ■釋常啟 



 

 

 

 

 

 

 

 

 

 

 

 

 

 

 

 

 

 

 

 

 

 

 

 

 

 

 

 

 

 

 

 

 

 

 

 

 

 

《壇經》坐禪第五 
   ■釋心慧 

 



 

 

 

 

 

 

 

 

 

 

 

 

 

 

 

 

 

 

 

 

 

 

 

 

 

 

 

 

 

 

 

 

 

 

 

 

 

 

要來的一定會來 

有人以財產為靠山，有人以權勢為靠山，有人以名為靠山，有人以某種觀

念、理想、信仰或力量作為最大的救濟或最後的歸宿，其實這些都無法讓

人獲得解脫。只要有所期待、寄望或依賴，就會被那些期待、寄望與依賴

所綑綁，而不得解脫。只要是現象，都會隨著無法預知的因緣聚散而變化

莫測，有如萬花筒中的圖案，只要一轉動就變了樣。 

  如果有人聽說現實環境都是虛妄不可靠的，便想厭棄它、逃避它，去做

遺世獨立、獨善其身的人，這也無法解脫。因為逃避現實的本身，即是執

著，是用自己的觀點和想法做繩子，自繫自縛，豈能得解脫！要來的一定

是會來，要去的終究會去，唯有凡事都能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

它，才能獲得解脫。 ---摘自《早原諒早開心》                               



 

 

 

 

 

 

 

 

 

 

 

 

 

 

 

 

 

 

 

 

 

 

 

 

 

 

 

 

 

 

 

 

 

 

 

 



 

 

圖片 林文山  
插畫 釋常啟( 現任僧伽大學教務長 ) 

■ Events 

近期活動訊息 >> 

3/10 自覺工作坊 

3/11 招生說明會 

詳細訊息請見 

法鼓山僧伽大學官方網站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法鼓山世界青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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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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