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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出家人不一定要會背多少經、多少論，

但一定要有慈悲心，能為人解決困難；

有出離心，自己少欲知足、少煩少惱；

有菩提心，為大眾奉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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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r e w o r d  聖嚴法師開示 

實踐創校的精神   

聖嚴法師《法鼓家風》 

 

一所學校的發展，和創校理念與校長的治校精神有很大的關係。我們僧伽大學現

在是創校的初階段，我這個創辦人沒有辦法和你們每天生活在一起，我只能給你們精

神，希望你們能把握這精神，誠懇謙虛、努力踏實、心胸寬大，不單為自己個人著

想。尤其你們是僧伽大學的第一代學僧，更要把握住創校的精神，好好經營下去。 

你們不要只會埋頭讀書、拚成績，認為學業成績分數比較高的人，就比較優秀。

究竟誰是真正的人才，大概要在僧大第四年才約略看得出來。所謂「品學兼優」，對

於一個出家人而言，品、學這兩者之中，「品優於學」要比「學優於品」來得重要，

而「品」，就是自己的行誼人格。與人相處、為團體奉獻服務、為大眾解決困難，這

方面不一定有分數，也很難打分數，但卻非常重要。  

一個出家人不一定要會背多少經、多少論，但一定要有慈悲心，能為人解決困

難；有出離心，自己少欲知足、少煩少惱；有菩提心，為大眾奉獻、服務。這些都要

比課業的分數來得重要，但並不是說，你們上課的時候可以不用出席了，每天就在那

邊掃落葉、清廁所、招呼信徒。我的意思是，你們不要把全部時間都放在課業上，不

要只以書本為重。 



 
F o r e w o r d  聖嚴法師開示 

我個人是為了眾生而讀書的，這是我的精神，如果你們不是這樣，那就不是法

鼓山的精神。請諸位把精神掌握好，要為眾生讀書、利益眾生，當然這當中也包含

了為自己少煩少惱而讀書。 

如果沒有辦法降伏煩惱，怎麼辦？你們現在和外界接觸的機會不多，在僧團裡

又無聊，時間一久，有時候頭腦裡就會出現古怪的念頭，譬如你們的頭髮理得很

短，一開始還不覺得怎樣，但一陣子後，或許會想，頭髮若是能留長一點，應該會

比較好看。你或許不覺得這是煩惱，但那就是煩惱﹗所以，平常自己的心上要有工

夫，當狀況出現時，平日用功的工夫就要拿出來。譬如念佛的人，心中就要有佛

號；參禪的人，心中隨時都要提話頭；默照的人，就用默照的方法。 

如果上述這些方法都用不上，可以拜佛懺悔。但拜佛時不要身體在拜，心裡卻

在那邊又怨、又恨、又罵，嘀咕著，拜了這麼久也沒用、菩薩又不靈，結果愈拜愈

煩惱……。拜佛，要留心身體的動作、心裡的感受，這是與四念處────身、受、

心、法，有關的基礎修學法。心不能調伏時就觀身，身比較調伏了以後再試著觀

心，用這樣的方法來拜佛、懺悔就有用了。 

 

 



 
F o r e w o r d  聖嚴法師開示 

我曾經教一個徒弟拜佛，但他拜了幾拜，人就跑掉了。我問他︰「為什麼不拜

了？」他說：「本來對佛像的感覺還好，但愈拜心裡就愈怨恨，恨那佛像為什麼不

幫我？」要知道，拜佛的用意不是在求佛像幫你忙，塑像能幫你什麼忙呢？安心要

自己求，佛像不能幫你安心。 

你們對於「精神」二字懂了嗎？現在諸位出去與人相處互動時，大家一看很容

易就知道你們是法鼓山的人。這不是依你所穿的行者服等外相來辨識，而是從氣質

得知，這種無形中流露出的氣質，就是法鼓山的精神。我們法鼓山僧伽大學的學

僧，應遵循我們的校訓「悲、智、和、敬」，但這不只是法鼓山僧伽大學的精神，

也是做為一個出家人所應具備的條件。 

今天的精神講話很重要，諸位的心胸要廣大，要努力、踏實，「不為自己求安

樂，但願眾生得離苦」，這句話就是最好的說明，但這句話如果僅是用嘴巴念是沒

有用的，它的重點其實就在於不要老是為自己設想。至於這樣的精神是否發揮得出

來，則有賴平日有用心的方法、修行的工夫。 

  

 



 

圖:釋常鐸 

H e a r i n g   聞 

禮物 

 

禮物 

A Gift at Present 

作者：釋常燈  

出版社： 法鼓文化 

出版日期：2018年 12 月 01 日 

語言：繁體中文 

 
法鼓文化心靈網路書店：

http://www.ddc.com.tw/ 

 

媽媽說：爸爸和飛機，一起在海裡睡著了。 

熊寶說：陽陽，如果你一直活在回憶裡，就聽不

到別人關心你的話了。 

陽陽問：我要怎麼做呢？ 

媽媽說：活在當下。專心地吃飯、專心地遊戲、

專心地笑……， 

    你笑起來時像太陽一樣溫暖，媽媽希望

大家都能看見你的笑容！ 

我們想要告訴小朋友： 

也許你喜愛的人離開了，或失去了生命中最愛你

的人， 

這些都不是你的錯。希望你能夠明白， 

離開的人是愛你的，只是沒有辦法選擇留下。 

我們可以把想念和愛，變成一份禮物送給想祝福

的人。 

生命是一份禮物， 

生、老、病、死，都是珍貴的人生體驗。 

如果可以轉化失去親人的悲傷， 

會讓人更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 

 

但願每一顆傷心的眼淚， 

都能成為照亮別人的溫暖太陽！ 

https://www.ddc.com.tw/search_list.php?c=1&s=2&k=%E9%87%8B%E5%B8%B8%E7%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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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 f l e c t i o n  思 

【2019】「僧命旅程」縮影展演  
 文: 演復法師  

時間是一種幻覺，讓人有生命累積的錯覺。 

僧大四年的規律作息，一開始可能覺得索然無味，但久而久之便發現到，每一

刻都是當下因緣的組成，看似重複，卻也都是新的；每一天都在體會如何學習當

一個出家人，無論出家幾年，這個課題都持續著。 

一年級初來乍到，懵懂無知，衣食住行樣樣重學，不知所謂何事，反正做就

是。跟上生活節奏的二年級成為學長，不清楚所作應為，不明前方之路，帶著新

僧，看一步走一步，緩步前行。四年過半程的三年級，擔任活動組長，踏入領職

試溫期，角度不同，看得更深更廣，體驗忙亂中時光飛逝的高速。四年級仍覺自

己半生不熟，但已然要跨出僧大大門。 

時間是一種幻覺，讓人覺得它在流逝，萬事萬物隨之變化。 

出家前，時間揮霍地用，可以「整天」發呆，「一個禮拜」沒做什麼事，計算時間

的單位很大。 

https://www.ddsu.org/?p=8812


 
R e f l e c t i o n  思 

出家前，時間揮霍地用，可以「整天」發呆，「一個禮拜」沒做什麼事，計算時

間的單位很大。 

在日復一日的出家生活中，每天相似，都很「充實」。 

畢業前覺得「任務一個接一個」，領職後領教到「活動一個疊一個」。只是，所

感知的時間單位變小，藉著走到下個目的地過程的 5分鐘練習經行放鬆，等待上殿

的 3分鐘背誦日課內容。以前大塊的時間單位，總要「完整」才覺得能做些什麼，

但出家後用一個深呼吸的時間清空腦袋，體驗到一種不空過的「充實」。 

如同沙漏，細沙流瀉，而有時間的錯覺；生命亦為體驗每個無常變化的過程，

無從積累。 

發心的種子，落到一塊土上，經過的單位不是時間，而是每一剎那，在充實中

淬煉心志、放捨我執的過程。 

「畢業」是體驗僧命某一段過程的呈現，沒有具體的成果，只是身心無常變化

的縮影展演。在家到出家的蛻變，沒有一定軌跡，但不離一開始落下的發心。 



 

 

P r a c t i c e  修 

做一個心靈環保的實踐者 – 心靈環保教案課程報導 

文 / 演新菩薩 

三月二十四日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辜琮瑜老師，應僧伽

大學教務處邀約，以自身多年將聖嚴法師提出之「心靈環保」觀念運用於生活體驗

及教學中，而整理出的課程設計架構，跟僧大學僧及僧團法師們共二十五人分享。 

教案的脈絡 

分為：「原理」、「對象」、「教材」。「原理」又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心就像環

境，心跟環境會投射，探索、強化及尋找本來面目，都是從存在、從自己開始。第

二層次，環境包括人事物，就是我們的外境，不是心隨境，就是境隨心轉；心要保

護好，不要輕易被環境所動。第三層次，心跟環境都是一個存在，這個存在透過不

同的連結形成一個整體，體會到我的小宇宙跟外面大世界是相連的，自然而然就會

生起慈悲心。 

 



 

 

 

P r a c t i c e  修 

「對象」則是要從過程中去體會，有

的人是遊戲性質，有的人是帶領性質，

即使是帶領同一課程都會有不同的呈

現，也會帶領大家體驗不同的境界。 

「教材」方面，使用的工具要能隨手

可得，或是別人已經在做的。引導用詞

要用對方的語言，思考如何幫他們化解

煩惱、與經典連結。此外，分享自己在

學佛歷程的受用，就是觸動別人最好的

方式。 

教案的操作 

生活習慣如何跟心靈環保結合？第

一、「心物移置」：心是一個環境，用

「啊！這就是我要的環境！」來想。如

果你心裏住了五樣東西，你要移走，然

後放五件進來，你會放甚麼？學著把心

當成一個環境，思考如何去淨化它、處

理它。 

最後，期待僧伽大學這群未來的宗

教師們，能將「心靈環保」的觀念融入

自身的生活，並將生活體驗放入日後的

課程設計，期使更多人受益，讓每一個

人都可以成為心靈環保的實踐者。 

第二、當事人、關係人、路人：每

一個體經由因果、因緣的業力，形成不

同的共業與型式，完成我們此生的任

務，然後在輪迴的路上提升。深刻地反

思：你是甚麼樣的人？寫上描述、形容

詞、名稱，然後想出小組共有的名字。

在將每個人的想法湊成一張圖時，一開

始是有點難度的。「自己擺哪裡？怎麼

跟別人互動？」若有人想主導，就觀察

這人如何與其他人消融。另外，老師還

帶領大家體驗「四它體驗卡」、「點點

心」、「16件事」等課程，讓我們去思

維我們的角色？我們要做甚麼樣的人？

有沒有哪些事是應該去做的？這些都是

一個練心的過程。 

     最後，期待僧伽大學這群未來的宗

教師們，能將「心靈環保」的觀念融入

自身的生活，並將生活體驗放入日後的

課程設計，期使更多人受益，讓每一個

人都可以成為心靈環保的實踐者。 



 
E v e n t s  近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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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鼓山世界青年會  

ddyp.ddm.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