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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言 藝 術        

                                                       ■ 聖嚴 師父 

 

是以言語者，必使己無患，亦不剋眾人，是為能

善言。──法句經卷上〃言語品 

  

此偈勸誡我們不僅不用惡言，更應常用善言。善

言就是慈悲語、智慧語；而弘揚佛法、代佛說法、

覆誦佛法，來幫助他人，也都是善言。善言必須

是用言語助人，並且使被助的人不再用言語害人

害己。這樣衍生出去，一人幫助二人，十人幫助

百人，都是用慈悲語、智慧語來利益自己和眾

生。所以說：「必使己無患，亦不剋眾人。」  

 

當自己使用粗暴的、中傷的、譏刺的、攻擊的語

言時，好像在發洩，感覺很痛快。其實那就是憤

怒心、嫉妒心、失衡心的表現，本身就是煩惱。

在這種心情下，自己已經遭受損失，何況對方可

能會報復，導致相互用語言殺伐。所以使用如刀

似劍的言語，既害人又害己，非常不理智。 

 

我們該用禮貌的、尊敬的、讚歎的、輕柔的言語，

對待所有的，甚至包括仇人和敵手。古人說君子

反目不出惡言，君子絕交好聚好散，絕不謾罵攻

訐。這是一般人該有的基本修養，何況是佛教徒

呢？  

  

 

語言是道德行為，也是藝術的表現，用之得

體，可以提昇人品，也可以受人欣賞。所以

最好不用粗俗語、低俗語、流俗語，以免形

成俗不可耐，那就違背了道德也遠離了藝

術。 

本文摘自《智慧 100 》 

 

 



  懺悔與負責任 

   
   

「懺悔」是肯定自我非常重要的途徑。懺悔的意思是「承認錯誤」，

但是承認錯誤之後，還要負起責任，準備接受這個錯誤所帶來的

一切後果，這才是懺悔的功能。 

 

根據佛經，懺悔有三種方法：第一是對自己的良心懺悔；第二是

對我們所虧欠的人懺悔；第三則是當眾懺悔。在當下承認錯誤的

同時，對自己負責，也對他人負責。 

 

佛教徒通常是在佛前懺悔，因為我們很多時候往往不知道自己做

錯了事，或是根本不知道錯在哪裡，所以會在佛前求懺悔，請佛

菩薩為我們作證明。佛經指出，凡夫的起心動念，無不是業、無

不是罪，因此無論我們如何客觀持平，都不免會犯錯。尤其我們

的記憶總是很快就把錯的、壞的事情忘掉，或是不願想起，甚至

於把錯誤合理化；但是對自己得意的事、對別人的貢獻，卻又記

得牢牢的，而變得自傲自大不懂得謙虛心。所以無論知不知道、

有沒有發現自己行為上的錯誤，我們都應該懺悔。 

 

其實在我們一生之中，無意間對不起的人有很多很多，他很可能

就是我們的父母、兄弟姐妹等最親近的親人；我們傷他們的心，

讓他們受苦受難，而自己並不知道，甚至有時候讓人家受苦受難，

心中還在幸災樂禍，說：「活該！希望他再更苦一點，這樣才能發

洩我心中的不滿。」像這樣的心理，都應該要懺悔。如果我們平

常能夠天天懺悔的話，我們的身心行為，就會愈來愈清淨。 

 

如果做錯了事不懺悔會怎麼樣呢？佛教徒相信「罪有罪報，業有

業報。」果報有好有壞，好的叫作「福報」，壞的叫作「業報」、「罪

報」。如果不懺悔，我們受的苦難就會多些；如果懺悔，受的苦難

就少些。 

 

我們的家庭、事業、學業，甚至於健康，都免不了會產生種種的

挫折、磨難。這些阻礙、不如意、不順心，其實都是我們過去在

有意、無意間，所造的種種罪業，而形成的果報。但是許多人不

理解這個觀念，一旦果報現前了，就覺得是老天沒有長眼睛，而

埋怨：「像我這麼好的人，為什麼老天對我不公平？為什麼我會遇

到這樣的事？簡直是沒有天理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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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會進一步會想：「天底下根本沒有天理、良

心！既然人家對我這麼壞，憑什麼我要對人家

好？」從此自暴自棄，出現報復的心態。這樣不

僅害他人深陷苦難，也使自己再受一層煩惱所

苦。所謂冤冤相報，無有盡期，真是苦上加苦、

罪上加罪；如果還不懂得懺悔，想清楚問題的癥

結，情況便會愈來愈嚴重。 

 

如果不懺悔，就像欠債不還一樣，總有一天債主

會逼上門來。尤其到過年的時候逼得更緊；詴想

看看，過年過節如果有債主上門逼債，不是很痛

苦嗎？ 懺悔以後，無論有形、無形，無論債主是

不是在我們面前，至少我們良心上的負擔已經減

輕了。 

 

可是懺悔以後，並不等於罪過就此一筆勾消，而

是「承認錯誤，願意承擔」的意思，是表示「欠

你的錢我會慢慢的還，等我有錢的時候一定會

還，而且會主動還。」而且懺悔並不是將所有的

過失都推給佛菩薩來負責，如此是誤解了懺悔的

真正意思，也不符合因果觀念。 

 

不肯擔負責任，就不會改變自己，業力就永遠存

在，這種假的懺悔並無法淨化內心；而且不懺悔

改變，便無法真正肯定自己、接受自己。其實，

只要肯接受「人是無法逃遁於自己的所作所為」

的觀念，就會提醒自己少做一點錯事，這樣便能

達到防非止惡的功用。所以懺悔之後，不是什麼

事都沒有了，而是要更努力多做功德、多行布施，

已積聚善緣。 

 

 

懺悔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儀式，只要至誠地表明懺

悔業障、罪障的決心即可。另外，也可以念〈懺

悔偈〉：「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痴，從

身語意之所生，今對佛前求懺悔」。它的意思是：

「由於我過去貪、瞋、痴的心理，造了種種的業，

透過行為、語言和思想表現出來，傷害到人；現

在我來到佛前真心懺悔，願佛菩薩給我做證明，

證明我已經全部懺悔了。」 

 

懺悔也可以用拜佛的方式，一邊拜一邊懺悔，一

面念一面拜，或者是念完以後再拜。藉由無我的

禮拜及〈懺悔偈〉的反思，就能毫無隱瞞地徹底

承認錯誤，並增加擔負責任的勇氣，達到懺悔的

功用。 

 

 

 



 

 

 

 

 

 

 

 

 

 

 

 

 

 

 

 

 

 

 

 

 

 

 

 

 

 

 

 

 

 

 

 

既來出家，世俗一切什麼都捨了，為解

脫煩惱、了脫生死輪迴，還有什麼不能

放下的？ 

修行過程中，讓人起心動念與人結惡

緣，無論誰對誰錯，先調柔自己吧！ 

用佛法的觀念，向內觀照、思惟，便不

會與煩惱相應。 

修行不離 

慚愧、懺悔、發菩提心 

■抹布 

  《七佛略說戒經》：「忍辱第一道，佛說無為最，

出家惱他人，不名為沙門。」在僧大的共住生活中，

面對各種不同個性的師兄弟，彼此互動中，難免會

因不同的習性而造成磨擦。 

  師父曾說：「起煩惱就錯了。」起初聽到這話並

不是很懂，但在僧大的執事中慢慢體會到：從修行

解脫的立場，不管事情誰對誰錯，當起煩惱的情緒

來時，已離開了慈悲心。 

  我很清楚自己是來修行的，不是來造更多的生

死業，因此，當內心不平靜時，便要提起慚愧心來

調柔自我。 

「有慚愧心就會知錯，有懺悔心必能改過，有菩提

心就會向善。」這是我在僧大修行生活中所體會到

的。 

  從共住共事的經驗與觀察中體會到，在生活

中，不管是看自己或看別人，在待人處事中難免會

讓人不舒服，如果覺照力不夠，時時會讓他人與自

己起煩惱，那是因為不知道修行要時時護念他人，

不懂得知錯，老是怪他人、怪環境，沒有慚愧和懺

悔；或是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我執太重，認為自

己是理所當然的，根本不知道錯了。應該要趕快懺

悔求改善，甚或更進一步發利人的菩提心；也為大

眾和合，下定決心改掉自己的習氣，放下偏見，成

就團體。 

  最常在出坡及團體活動中察覺到自己及他人的

習性。自己與團隊不合和，想法、做法有出入，這

時候便告訴自己要起慚愧心，反觀看看自己哪裡錯

了，促使他人起煩惱，要趕快悔過或調整自己，以

慈悲心待人處事。 

 

  並非自認為是對的，就沒有考量整體，自

己做自己的、不管他人、得理不饒人，都違背

了修行的態度。有時候可能錯不在我，但不小

心踩到他人的地雷，是自己沒有以同理心站在

對方的立場，也或許是過去生中沒有跟對方結

善緣，同樣當起慚愧懺悔心，並再發願廣結善

緣。 

  有悲願心，使我能邁向大乘精神，如果只

是慚愧、懺悔，大概只能停留在某種程度的人

格提昇。而發菩提心，為利益眾生的悲心，常

能促使自己為眾生，要更努力不懈怠，遇到困

境，難行能行、難忍能忍、難捨能捨，因為不

只是為自己的利益，更是為了廣大的眾生。 

本文摘自《 法鼓文苑第六期 P98 》 

 



 

《一夢漫言》是明朝見月律師的著作，從字裡行間，我們可以看出他不記恨、不記仇的慈悲心，而且也不

會怨恨、嫉妒別人。他很有自信，但是又非常謙虛。 

 

怨恨、嫉妒、傲慢都不是出家人應有的心態，諸位剛剛開始學習過出家人的生活，第一要學習尊重他人，

其次要學習奉獻自己，把所擁有的一切分享給需要的人。 

 

我們要尊重他人，不強求他人改變，因為強求他人很不容易，自己也會很痛苦。別人會想：「你就好到哪

裡去？要我這樣子、那樣子。」也可能會想：「你為什麼不向我學習，而要我跟你學習。」所以，我們要

以尊重的態度來對待他人，他人才會漸漸來學習我們的優點。不過，我們本身一

定要有所不變、也有所為，才不會被拉著跑。 

 

最好的方法，就如《維摩經》講的：「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其中的「欲」，

就是利益的意思，也就是指眾生希望的、喜歡的。譬如我們提供教育設施和各方

面的便利給社會大眾，漸漸他們就會願意加入我們的團體。 

 

「奉獻自己，成就他人」是出家人應有的態度，我們做事要考慮的不應該只是自

己，就你們目前而言，至少應該是你所屬班級的整體成就，只要一個人有問題就

會變成全部人的問題。我們要常常這樣想：「我個人沒有什麼關係，全班的利益

比較重要。」「我們這一班，要有我們這一班的光榮、精神。」「我們這一班，都

是為僧團、為三寶奉獻的。」總

之，凡事不要考慮自己的得失，

如果出家了，還經常考慮到自己

的得失，一定會非常痛苦。 

 

遇到別人和自己的意見不合的

時候，最好先思考對方講這樣的

話、這樣的意見，或是會用這種方式表達的原因，可能是社會背景、身體狀況、學習環境造成的，也可能

是天生的性格就是這樣。所以，就如前面講過的，不要強求他人和自己一樣，不要以為「我能，你為什麼

不能」，你能而別人不能的事情太多了，別人能而你不能的事情也太多了。因此，不強求，只問自己能為

別人做什麼的心態很重要，如果每個人都能這樣，那我們僧團永遠都會團結，永遠有凝聚力和向心力。 

 

最忌諱的是，叫人家謙虛，而自己不謙虛；叫人家慚愧，而自己不慚愧；叫人家懺悔，而自己不懺悔；叫

人家尊重我，而自己不尊重人；叫人家奉獻給我，而不是我奉獻給人；叫人家成就我，而不是自己成就別

人。 

 

這是一般人常有的心態，可能你們剛來的時候也是這樣，但現在你們已經受了沙彌戒，即使有人還未剃度、

換裝，但已經在學習著做出家人了；所以，請你們不要用過去在家人的價值觀來跟人相處，動不動就「我

以為怎樣」、「我的看法怎樣」、「我……」、「我……」，不然你會煩惱、痛苦不已，而沒有辦法繼續在這裡

學習下去。 

 

◎文: 摘自《法鼓家風》 

學習出家人的心態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有一天我去法鼓山工地踏勘地形，一路上都有帶刺的藤、樹，稍

微一碰就會被刺。 

人們總是埋怨說被刺刺到了，這不公平，應該反過來說「我碰了

刺，把刺碰傷了」。刺長在哪裡並沒有要刺人，是因為人不小心，

才會被碰到。世界上的事，往往不是外在環境造成問題，問題都

是出在我們自己。雖然也有人因為想佔點便宜，所以玩花樣、動

手腳，讓我們受損失，這時應該「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不必因此埋怨、恐懼，因為不能避免時，害怕也沒用。怨天尤人

只會讓自己更痛苦，別人也會反擊。你傷害別人，別人更加傷害

你。受到傷害，心裏如何不痛苦，如何解除傷害程度，這就要靠

忍的智慧來化解煩惱。  --本文摘自《忍耐不忍氣》 

聖嚴法師開示 

■ Events 
活動訊息 >>  
2/15-3/22 招生說明會 

              [線上報名] 
      詳細訊息請見官方網站 

■ Events 
 
活動訊息 >>  
4/1 招生報名表填寫已經開
放 [ 線上報名 ] 
 
考詴日期： 

筆詴﹝5 月 30 日，星期一﹞ 
面詴﹝5 月 31 日，星期二﹞ 
     詳細訊息請見官方網站 

生命的意義是為了服務，生活的價值是為了奉獻。55/108 自在語｜聖嚴法師 

The meaning of life lies in serving ; the value of life in giving.55/108 adages of wisdom｜Master 

Sheng Yen  

(林文山攝) 

http://140.131.255.112/DDS_rec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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