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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r e w o r d  聖嚴法師開示 

修行的意義                         聖嚴法師《佛教入門》 

       很多人認為修行是出家人到山裡去，或是關起門來在寺院裡才能修行。

事實上修行二字固為佛教名詞，但在每個人日常生活裡也都用得到。修就是

修理、修正或修持。我們房子壞了破了要修理，家具破了壞了要修理，同樣

的，我們的生理行為或心理行為如果不常檢點的話，我們也會漸漸變成壞

人。 

   中國的曾子所講的「吾日三省吾身」]，就是說我們應該每天檢討自己的行

為。每天若都這樣反省的話，縱有錯誤，也容易隨時改正。至於「修持」，

是修正、修理而且要持之以恆，日日時時，乃至每一秒鐘都要修行。有些人

做了錯事，當天或能覺察，且有悔意，到了第二天又會再錯，他沒有勇氣和

決心把自己改正過來，那便不是修行。修行則一定要在發覺自己有錯誤之

後，加以修正、修理，並且應該切切實實地照修正過的行為繼續努力下去。

圖：釋常鐸 



 

 

H E A R I N G  聞 

    修行的發心很重要。菩薩的偉大

在於不管從事什麼工作，必然是依

出世間的般若智慧做為引導；心是

朝向正知正見的方向，以無常、無

我、空的觀念來熏習，實踐中道

法。由於內所緣的力量很強，他的

心不染著於世間種種相，所以能趨

向「出世淨」，能夠達到無私，甚

至能夠把我執徹底放下。 

    修行一定要先確定目標，也就是

要朝向解脫的方向去。所以用功

時，心是朝向正知、正見的方向，

依真諦法而修，實踐中道法，最終

證得解脫法。雖然我們不可能馬上

就得到效果，或很快就能夠證入出

世間的果報，還是要先設立這個方

向。否則，我們很可能會以世間的

某些利益做為修學的依據。 

真正菩薩道的修持                       文/繼程法師  圖/釋常鐸  

     如果我們不能夠時時刻刻依正法

來修行，那麼內所緣的效果──

「得出世淨」，就不能夠發揮了。

有些人用數呼吸的方法來練氣、練

身體，若用得好，還是可以「得作

意住」，但是工夫就一直停留，無

法提昇。或者工夫持續了一段時

間，對一些比較粗重的欲望可以放

捨，卻不能夠產生趨向出世間的效

果。這裡引導我們，從作意住提昇

到世間淨，最後要朝向出世間淨。 

    在修行的過程，我們的發心和心

態很重要，它常常會在關鍵的時刻

發揮力量。如果我們發的是求解脫

的出離心，即使從事世間的事業，

它也能夠帶領我們趨向出世間。菩

薩的偉大在於不管從事什麼工作，

他必然是依出世間的般若智慧做為

引導。即使他所示現的是世間相，

由於內所緣的力量很強，他的心不

染著於世間種種的相，所以能得到

「出世淨」的效果。能夠達到無

私，甚至能夠把「我」的執著放

下，必然源自於其內心的修為。 



 

 

H E A R I N G  聞 

    我們在從事佛教工作時，若心無法

遠離，還執著於種種的事業，就只是

世間的善法而已。當然，從世俗的角

度來看，能夠成就世間的善法已經很

了不起了，因為世間的善法仍然需要

很多人來成就。很可能他們也曾發菩

提心，但內所緣的力量不足，所以在

從事種種佛教事業時，很容易掉回世

間善法。身為佛教徒，能夠依佛法的

引導來從事種種的佛教工作，已經很

不錯了；如果進一步內心（依法的熏

習）也能夠達到出離，那就更理想

了，這才是真正菩薩道的修持。 

  

禪修指要：六門教授習定論講錄  

Essentials of Chan Meditation Practice： 

Lectures on the “Six-Gate Teachings on Meditation Practice Treatise” 

作者：釋繼程 

出版社： 法鼓文化 

出版日期：2012年 03月 01日 

語言：繁體中文 

法鼓文化心靈網路書店：http://www.ddc.com.tw/ 



 

 

R E F L E C T I O N  思 

積蓄菩提能量                               文/圖/釋常啟 

        法鼓山是禪修道場，故僧大學僧每年至少有四次禪七，禪學系則有更多

機會打七與護七。精進禪七能將平常攀緣浮動的心收攝，透過方法的綿密練

習以增長覺性，培養穩健人格，並落實於生活中，甚至返觀自心，破除我

執，使人人本具的清淨智慧，得以無礙現前。 

    上學期的期末禪七，是聖嚴師父指導過的止觀禪七，如樞紐般銜接初階與

高階禪七，方法以有著力點的「止觀」，契入無著力點的「中觀」。止觀方法

要放下過去與未來，持續在當下可著力的方法上，中觀則連現在心都不可

得，除了要捨下所緣境，連捨的心也要捨。如何捨下現在呢？具體的做法卻

是好好活在現在。現在心是一剎那一剎那不停流動著，若要如實活在當下，

就非得捨下對前一剎那與下一剎那的攀緣心，依「捨」的作用，讓當下不被

境所轉，不取捨、不執著，如此，活在現在就是放下現在，兩者互為表裡。 

    法鼓山也是觀音道場，觀音菩薩普門示現，何處苦難何處現身，僧大培養

的學僧以弘法利生為家業，怎麼會關門避靜於禪堂呢？如同《般若經》中佛

陀的回答：「菩薩身雖遠離眾生，心常不捨，靜處求定，得實智慧以度一

切……種種語言，方便開導。」 



 

 

R E F L E C T I O N  思 

    原來是發心不同，禪七不是避懶偷安，而要發大悲願心，所以每一場禪

七，師父都會開示菩提心，並由慚愧懺悔、感恩報恩與發願迴向來具體實

踐，尤其迴向心是禪七中的成長與淨化，透過行為去分享與利益他人，如一

燈點亮萬燈，燈燈相續。 

    閉門的禪七，竟成為提昇人品與建設淨土的最佳無盡燈法門，無怪乎，僧

大學僧每次出堂，總是身心清淨法喜，發菩提心而能量滿滿，蓄勢待發地投

入自利利他的悲智試煉場。                          轉載於法鼓雜誌 第 345期 教育文化版 



 

 

P R A C T I C E  修 

夜間朝山                                      文/釋演復  

圖：釋常鐸 

  『朝山的意義是尊敬和感恩，尊敬佛的偉大人格，感恩佛的無限大悲；而朝山的目

的是在修行，我們利用朝山的過程，讓自己有一種信心的出現，所以朝山的精神以

及作用、功能，就是要讓我們產生信心。』聖嚴法師 

夜間朝山 

月光下，憶念佛清淨圓滿的恩澤 

石板路上，提醒自身行菩薩道的誓願 

以父母給予我們的色身 

用感恩、懺悔、祝福的心念 

化為步步感念的禮拜 

伴隨著「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聖號 

二十人，步履一致地三步一拜，朝向法華鐘樓 

一小時彷彿穿越了千年的時空 

靈山會上 佛菩薩 



 

 

P R A C T I C E  修 

水陸法會出坡趣                                     文/圖 釋常啟  

圖：釋常鐸 

     法鼓山水陸法會快到了，今天僧大男眾部一起在四樓副殿組裝供信眾住宿的鋁

床，一開始摸索著被拆解開的鋁件如何有效的組裝，雖然速度不快，但大家很有默

契的分工運作，各司其職中也能互助遞補，眾志成城。 

      就在中場休息過後，速度突然加快許多，不知道是因為吃飽喝足而更有氣力，還

是掌握訣竅而更有默契了。哈哈！ 

     為了讓每張床都能更牢固，我們會將整排的鋁床用螺絲釘栓在一起，就像淺根的

樹盤結在一起，更能抵禦強風土裂，保證安全。也因此，更多工作的細節需要兼

顧，就在準備收坡前，負責的百丈院法師發現有些床的鋁梯位置錯置了，而且因為

整排的床都栓在一起，只要一個錯，就錯錯錯錯錯，往後的床就得拆開重組！有點

一番心血付諸東流之感，哈哈！只怪我們不夠細心，動作一熟悉就失去了觀照，只

是盲目的做下去，殊不知能觀照到這些細節處，才是真正效率與品質的關鍵。 

      有了這次寶貴的失敗經驗，下次我們會做得更好更有品質，希望能讓來參加水陸

法會的信眾能睡得安穩舒服。師父說「做中學、錯中學」正是行者應有的態度，我

們又上了一課。 



 

 圖：釋常鐸 

e v e n t s  活動訊息 

2018.10.15開始報名：報名連結 http://ddmplus.ddm.org.tw/awakening.aspx 

                                          招生簡章 https://www.ddsu.org/?page_id=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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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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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繪圖：演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