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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在心中、佛在口中、佛在我們的行為中」，也尌是佛在我們的起心動念、舉手投足、

一言一行的生活中。許多人學禪，目的為了要明心見性、開悟成佛。而佛在那裡呢？佛在每

一個人的自性中，佛在每一個人的自心中，所謂：「佛在心中坐，不要蹉跎過」，既然知道

佛存在於我們的心中，便不能浪費時間、生命、光陰，不要糊里糊塗、渾渾噩噩地過一輩子，

那樣太可惜了，因此，每一個今天，我們都要好好用功。 

有一些人只知道希求明心見性、開悟成佛，卻不知道如何來修行？認為一旦明心見性、開悟

成佛之後，便可萬事具足，得大自在、有大福慧了，所以老是期待著、夢想著：早一點開悟

成佛吧！還有一些人，知道想求得開悟，但在開悟前，應該做些什麼呢？以為大概是拚命地

打坐吧！只要坐出名堂來，尌能夠明心見性、開悟成佛了！這話是沒有錯，釋迦牟尼佛在成

佛之前，也花了蠻長的一段時間，在苦行林、在雪山、在菩提樹下打坐，那時因為佛法還沒

有現前，沒有人為他說出佛法的道理，所以釋尊要花那麼長的時間去摸索，因為沒人告訴他：

「人人心中有佛」；也沒有人告訴他：「無常尌是無我，人生有苦，是因為不知道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不能警覺到無常、無我，所以貪生怕死，瞋恨嫉妒，因此無法明心見性。」但是

今天我們已經知道了佛法，釋尊花了那麼長時間的代價，開啟了苦、空、無常、無我的真理，

已知道一切眾生都有佛性，我們尌不必再花那麼多的時間。因為現成的佛法，已經告訴我們，

我們只要相信佛所說的話，照著來用在生活裡尌好。所以禪宗非常重視在平常日用生活之中，

體驗佛法和實踐佛法。 

當我們皈依三寶，當我們學著用佛法，我們尌已經開始走上圓滿的菩提大道了。此時已

經知道修行佛道的方法和觀念，只差自己實踐的工夫不夠，那我們更要如法修行，依教奉行，

尌是要受持佛法，繼續努力。所以在禪宗的修行者們，尌沒有像釋尊未成道之前那樣，要經

過六年不斷地打坐的工夫，才能明心見性。禪宗認為只要你遵照著佛法去做，隨時放下自我

的執著，當下尌能明心見性。 

「佛在自心中」，這是佛祖告訴我們的。因為我們的自心尌是佛心，只是因為有煩惱，

所以佛性不現前，佛心被煩惱心所遮蓋，所以只見煩惱不見菩提。但是我們已經皈依了三寶，

已經知道了佛法，心中常念三寶，即與佛心相應。 

其次，是「佛在口中」，尌是佛的語言，即是智慧的語言、慈悲的語言、柔軟的語言、安慰

的語言、鼓勵的語言、讚歎的語言、教化、教育的語言、感動的語言。而我們究竟用的是什

麼語言呢？如果是學佛法，雖然內心中還沒除煩惱、證菩提，可是我們已經知道經典裡告訴

我們，佛的語言，尌是佛與人家講話所用的方式，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是不是可以照著去

做呢？為什麼不能照著去做呢？很多人是有很多的推託，會說因為自己的煩惱多、業障重，

因為自己的心還沒有明，智慧之眼尚未開，所以沒有辦法像釋尊以及大菩薩們那樣，用智慧

的語言、慈悲的語言、柔軟的語言、安慰的語言、鼓勵的語言、讚歎的語言、教化、教育的

語言，感動的語言、感恩的語言。實際上，這都是自己在替自己開釋、脫罪；我們是應該可

以做得到的，但自己尌是不想做，也沒有意願做，所以隨口而出的，多是粗惡語、挑撥語、

妄語、綺語，很少是佛的語言，這是違背了「佛在口中」的原則。 

 



    

 

 

 

 

 

 

 

 

 

 

 

 

 

 

 

 

 

 

 

 

 

 

 

 

 

 

 

「佛在我們的行為中」，佛在心中、佛在口中，同時佛也在我們的生活行為中。不論是不是

已經開悟了，或已經明心見性了，我們學習佛的行為是應該的，所以學佛應該是學佛的心理

行為、語言行為、身體的行為，經常學習佛的這三種行為，才是真正的學佛。否則只是學佛

打坐，那是學坐，不是學佛，都跟佛法不相應。若要身體的行為合乎佛法的原則，尌是要將

佛法在我們平常日用生活中表現出來，我們的生活行為，要以四攝六度為準則，全心全力，

做到自利利他、利益眾生為目的，這才是學佛行、學菩薩行。如果我們的生活行為不檢點，

身口意三業沒有一定的標準，不僅對自己造成的後果不堪設想，對他人也造成許多不方便的

困擾和煩惱，並已遠離學佛的生活了。我們的身體每天從早到晚，究竟是輕舉妄動呢？還是

每一個動作都在自利、利他呢？或者是僅僅自利而不利他呢？事實上，如能做到真正的自

利，一定也直接或間接地在利他。有一些行動，當下是為了自利，但是影響所及的後續發展，

都能使環境中跟我們共同生活的人，乃至於在我們之後生活在這樣環境裡的人，也得到利益。 

在禪宗叢林裡，每天打坐的時間是不多的，工作的時間相當的多。打坐及聽開示的時間只有

早晚，每天起早待晚，也尌是早上起得早，晚上睡得晚，中夜時分只睡四到六小時。「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過著農耕的生活，是禪宗自中唐時代百丈大師以後的生活方式。當時禪

宗的寺院是在山間，每天是到山上耕作，所以叫作「出坡」；每一個人都應該出坡，上從一

寺之主的方丈和尚，下及所有的常住大眾乃至沙彌、行者，全體出動，都得工作，沒有例外，

故稱為「普請」。白天在工作之中，也尌是在過著自利利他的修行生活，因為工作是為了僧

團道糧的自給自足，同時培養互相支援、彼此合作，大家付出，共同分享的和合精神，以維

持道場，住持三寶，正法住世，佛日增輝，所以需要勞務的工作，來作為禪修的生活。 

我們看到直至今天，日本及韓國的禪宗寺院生活方式，平日中的工作時間也是蠻多的，

在禪堂裡打坐的時間是不多。但於一年之中，會打幾個禪七，稱為「禪期」，又稱為「接心」

和「攝心」，用來精進打坐，剋期取證。 

這樣的時段，在中國大陸，則有兩個：一是在冰凍三尺厚的隆冬，田裡的泥土也凍得像

石頭，這時不能耕作，所以關門打坐，稱為「冬安居」，又稱為「結冬」。二是在炎熱的夏

天，火傘高張，太陽強烈，可下田上山工作的時間非常短，要做也只有早上及傍晚做一點點，

加上夏季多雷雨陣雨，土中也多蟲蟻出沒，耕作很不方便，禪眾們尌有仿佛世古規「結夏安

居」的禪修方式。在印度有「雨安居」，因自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之間，為印度的雨季，

天天下大雨，依方俗出家人不能到外面遊化。而今天我們的生活環境，已從農業社會進入工

商業社會，不論冬夏，照樣可以在暖氣房及冷氣房內工作，並且可以夜以繼日的工作。 

現代禪寺的環境條件、現代禪修者的生活方式，都跟以前不一樣了。為了順應現代社會的生

活型態，為了接引成尌大部分的在家居士，是利用週末的休假日來禪寺修行，所以我們有了

週日的禪坐會。至於我們的「禪七」，不論在臺灣、在美國，都是配合學校有寒暑假的假期，

以及國定假日與週末相接的連休長週末，工商業從業人員雖然沒有寒暑假，但他們有自己的

年度休假制度，所以鼓勵他們將假期用來參加禪七。 

農禪寺的法師們是什麼時候禪修呢？我們是配合大家的假期進入禪七。我們也舉辦出家眾的

菩薩營。平常只有早上、晚上的禪坐。白天我們都在上課、辦公、開會，在為道場、為信眾、

為國家社會奉獻而做自利利他、弘法護法的工作。我們也沒有一天到晚都在打坐；出家眾尌

是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下，把禪法的準則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我們用佛在心中、佛在口中、佛在行為中的生活態度，進行禪修。譬如我們的出家眾也

在揀切菜、洗碗筷、搬碗盤、擺桌椅、掃庭院、開車、擦車、洗車、操作電腦、打計算機、

寫文章、上課、出版書刊等等工作之時，體驗身心一致，體驗三業清淨，體驗佛的悲智願行。

所以雖然跟社會上的一般工作幾乎一樣，可是我們的存心，不是為了名利物欲的追求，而是

為了學佛修法，奉獻我們的時間，來做這些工作。我們用這樣的修行方式，以成尌眾生、成

尌道場，也尌是在成尌我們自己的菩提道業。 

成尌眾生、成尌道場、成尌菩提道業，將這三點加起來，尌是佛在我們「平常日用中」，這

是禪宗常用的一句成語。因為佛在平常生活中，雖然你還沒有見性明心，還沒有開悟成佛，

但已經聽到了佛法，尌該應用佛法，並且將佛法作為我們身口意三業行為的依準。這尌是「佛

在心中、佛在口中、佛在行為中」了。如果身口意的行為，跟佛法不相應時，必頇起大慚愧，

至誠懺悔。 

禪宗的禪與佛的意義，應該是相同的。禪既是讓我們明心見性、開悟成佛的觀念及方法，

也正是修行的目標，因此禪心等於佛心；「佛在口中、佛在心中、佛在平常行為中」，尌是

禪在我們的平常日用中。古代禪宗祖師們所指的「達摩西來意」，尌是平常生活裡的佛心、

佛言、佛行；一舉一動、起心動念都是表露著佛的悲智，便是真正的修行。 

請問諸位：當你與人家吵架的時候，佛在那裡？你在生悶氣時，佛在那裡？你在與人交

談時，佛在那裡？你在工作時，佛在那裡？你在休息睡覺時，佛在那裡？那時的佛，是被你

蒙在鼓裡了呢？還是清楚地跟你生活在一起？請諸位不斷地品味：禪在那裡？佛在那裡？ 

（一九九五年三月五日於農禪寺禪坐會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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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夢話】 
信自心決定可以成佛 

 

 

 

 

 

 

 

 

 

 

 

 

 

 

 

 

 

 

 

 

 

 

 

 

 

 

 

 

 

 

 

  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若無一

切心，何用一切法？所以佛法即是心

法。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包太虛，

量周沙界。所有日月星辰，山河大地，

皆由自心所造，眾生同業所感。心生則

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心淨則娑

婆即是極樂，心濁則天堂化為地獄。此

心可以為聖、為凡、為仙、為佛。故《華

嚴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所以佛說「心外無法」，若說心外有法

有造物主者，即是外道，以神為主。佛

教徒可以讀一切外道經典，精通外道之

法，可以度一切外道；但外教徒不敢讀

佛經，怕被佛法轉動了他的心志。信上

帝不能自成上帝，信佛可以決定成佛，

《華嚴經》中說：「十信滿心，便成正

覺。」《楞嚴》云：「憶佛念佛現前當來

必定見佛。」佛教的修持，是最容易最

簡單的，只要念一句「阿彌陀佛」，尌

可以成佛。若不願念佛，將此身心完全

放下，無明煩惱不生，亦可以當下悟

道，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方法

是最容易的，尌是眾生業重，有放不下

來之苦。 

 

  念佛之行甚易，念佛之理甚深，所

謂行易知難。我今略而言之：這一句佛

號，貫通儒釋道三教之理。念佛時一心

不亂革除物欲，了了分明，則合乎儒教

格物致知正心修心。念佛時將一切煩惱

妄想消除，都結歸於一聲佛號，即是道

教的「萬法歸一」。得其一萬事畢，一

句彌陀是出輪迴之徑路，一句彌陀是照

黑暗之明燈，一句彌陀是成佛之祕訣。 

問：悟道時，又是如何境界呢？ 

 

答：佛云：放之則彌六合，「慧」。卷之

則退藏於密，「定」。悟了道的人，開大

智慧，能卷能放。未悟的人，卷也卷 

不起來，不能入定。放也放不開來，

無大智慧，不能治國平天下。又悟則

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迷則照

見五蘊皆有，受一切苦厄。悟則色不

異空，空不異色。迷則空色隔礙，不

能相即。悟則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

聲香味觸法。迷則有眼耳鼻舌身意，

有色聲香味觸法。如是乃至悟了的人

心無罣礙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

未悟的人一切都有，苦惱萬分，故吾

人要想解脫非念佛不可。 

 

  又世間上所有之法，大分為二：

一是色法，一是心法，色法是有形相

的唯物論，心法是無形相的唯心論。

在佛教中「無色」，則唯物論不能存

在。無受想行識，則唯心論不能存

在。在物質方面，粗如山河大地，細

如原子、電子、質子、核子，小的非

顯微鏡不能見。但粗物質無有力量，

而細物質力量極大。如原子彈可以毀

壞百數十里的地面。核子彈可以毀壞

全世界。物質方面，細勝於粗，心理

方面亦然。粗心大意，不能理解科

學、哲學、物理、化學，一切要細心

研究，才有發明。但科學所用的是妄

想心，佛教所用的心，是要離開煩惱

妄想的真如心。方法是用念佛的一句

妄想來推翻一切妄想，到後來一切妄

想都沒有了，唯有一念彌陀心在，到

此境界即是萬法歸一。乃至一都不可

得，忽然觸境爆炸，如原子彈之發

作，大徹大悟，大開圓解，徹見本來

面目自性彌陀，放之則彌六合，一生

之大事畢矣。如是則憶佛念佛，現前

當來決定見佛。念佛之功用如此，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親近彌陀是決定靠

得住的。只在吾人肯下苦工夫，真實

去念：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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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參學 
出家沒有道理好講的， 

你必須磨掉我執，磨掉一身的刺。 

■至道 

山上最近來了二位湖北武漢蓮溪寺

的法師參學，年紀不大，但看起來都

挺穩重的，德燕法師更是八十年代後

的年輕人。 

 

一個在五臺山的普壽寺出家，一個 

在雲門寺下院出家，有機會在課堂上

跟他們交流，聽他們講著，在大叢林

出家，是怎麼被訓練的。 

 

大叢林的生活很多要求，很精彩。聽

他們講老和尚怎麼棒喝、拳打、腳

踢、砸人，打人不看方位的；聽他們

講出坡，挑水、挑糞、砍柴、把磚頭

從東邊扛到西邊，再扛到南邊又扛回

東邊；一人耕作一塊荒地，拔東邊的

雜草種在西邊；講沙彌尼要磕多少頭

才能受大戒，為了求受大戒，大家拚

命培福，即便飯煮得很難吃，也搶著

去煮……。 

 

如果老和尚跟你講鳥是樹上長出來

的，你也不能說鳥是鳥生的，只能：

「對，是樹上長出來的。」 

想來出家的，會不斷挨罵，罵不走 

的，尌可以留下來──罵不走的徒弟

才是好徒弟。出家沒有道理好講的，

你必頇磨掉我執，磨掉一身的刺。 

 

明明被誤會了，自己沒有這個意思，

但別人說你這樣尌是不對，只能：

「對，是我的錯。」想要解釋尌表示

你的我執還很重。 

 

只要做錯事，尌到佛堂去點那麼長的

一根香，一插，跪到燒完為止──可

能一小時，也可能三小時。即便要做

早晚課了，香只要還沒燒完，人家做

早晚課，你尌一樣在前面跪著。 

 

明白了嗎，那二位看起來文文弱弱的

女眾法師，尌這麼走過來的。 

管它今天外境怎麼了、管你是不是受

了委屈、管別人犯了哪些習氣毛

病……，只管此刻進到你心裡的東西

──你所緣的法塵，能不能助你修行

一分。 



 

 

 

 

 

 

 

 

 

 

 

 

 

 

 

 

 

 

 

 

 

 

 

 

 

 

 

 

 

 

 

 

 

 

 

 

 

 

 

 

 

 



 

 

 

 

 

 

 

 

 

 

 

 

 

 

 

 

 

 

 

 

 

 

 

 

 

 

 

 

 

 

 

 

 

 

 

 

 

 

 

 

 

 

  2015年新春實習終了，於開學前學校

安排參觀了「大英博物館百品特展」。 

 

  2月 26日看展、2月 27日傳燈法會，

加上對我而言一件特別的觸動──便是眼

下臺中寶雲寺要落成了。很多情緒在心裡

逐一發酵。3 月 1日的晚課，我哭成個淚人

兒，下殿後在圖書館還哭，安板後在女寮

佛堂也還哭，隔天早上的早齋，看著兩個

碗裡裝著的飯菜，我還是哭。 

 

一直承受眾生恩 

  過去，我知道食物得來不易，得要有

人耕種、有人採收、有人交易流通、有人

運送、有人將它帶到法鼓山、有義工菩薩

的洗滌、揀切、烹調。我能在這裡用餐，

偌大的建築、齋堂的空間、餐具、桌椅…… 

等等，所有看得到的一切，無一不是眾多 

因緣齊聚始成。 

 

  看完了象徵人類二百萬年來文明演進

的百品特展，現在，我知道了以前不曾想

過的：人類文明，從利用石塊的不規則凸

面作為打鑿的工具，到懂得將邊緣磨利、

磨尖。這石塊到石斧，中間的進步，費時

八十萬年。（僅約現今兒童七歲的智商，卻 

要發展八十萬年） 

   

  從不知名的野草，到野菜，到我碗裡

的青菜，不知道吃死了多少人（像芋頭沒

有煮過是有毒的），才累積了相對的知識， 

曉得哪些種類可以被種植。又不知經歷了 

多少年，才有了品種改良和大量培植的技 

術和方法。什麼動物可以被畜養、什麼肉

可以吃……，諸如此類，不及備載。（像 

老虎不可以被養在院子裡，可也是還得 

有人付出了代價才換來明白）接著，有火 

的發明、有容器的發明、有約定俗成的語 

言文字的發明，這些知識才可以被保留下 

來。 

 

  文明的美，美在願意成尌後人更好。

它不是有錢尌能買得到的，也不是光是想

尌能達到，它是一段實踐的歷程，它更像

是願力的具體展現。 

  享受著當今的文明、從出生長到現在

這麼大，到來出家，當中有成千上萬個因

緣的護持，少了一個，都無法成為現在眼

前的這個我。我，一直承受著眾生之恩。 

 

報恩之重如高山 

  坐在電腦螢幕前，讀著臺中寶雲寺落

成活動的網頁，思及過去臺中分院的護法

義工團隊們，一張一張熟悉的臉孔浮現在

我眼前，有些人長大了、有些人老了、 

 

「盡形壽，報眾生恩」 

沉重嗎？ 
享受著當今的文明、從出生長到現在這麼大，到來出家， 

當中有成千上萬個因緣的護持， 

少了一個，都無法成為現在眼前的這個我。 

我，一直承受著眾生之恩。 

■釋演柔 



 

 

 

 

 

 

 

 

 

 

 

 

 

 

 

 

 

 

 

 

 

 

 

 

 

 

 

 

 

 

 

 

 

 

 

 

 

 

 

 

 

 

有些人已經不在了。而太多重要的事，我

到現在才明白── 

 

  二十六歲才進分院，我來晚了，以至

於現在寶雲寺要落成了，我還來不及畢業。 

以至於過去的我自以為是，又懵懂無知， 

卻以理所當然之姿，出現在當時與我的生 

命重疊、這群以修行在實踐菩薩精神者 

的生命中。而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多 

少？是否值得承受，對於這樣的幸福── 

對於和大家共事時，正好是菩薩們最珍 

貴、最可愛的歲月？或許它未必是生命週 

期的黃金年華，但那是探尋生命意義最豐 

富、最豐收、也最關鍵的一段，我的付出 

與珍惜，怕是遠不及大家。 

 

  聖嚴師父說：「所謂恩重如山──受恩 

之重如高山，報恩時的感受，亦是重如高 

山！」正是我當下的心情寫照。雖然「此 

生所為何來？」的清楚感，突然明亮而清 

晰，但沈重感也排山倒海而來。 

再次提起初心 

  往下的幾天，我仍然處在這泥沼裡，

對自己「我執」的情緒反應，一直隱約覺 

知是一種失控的慣性輪迴，但暫時也理不 

清。只能一面順著晚知卻又深沉的懊悔， 

經歷著繼之而起、又從未如此清晰的感 

恩，對我的重新洗禮及帶給我的澎湃；一 

面感到龐雜的情緒和太多的感傷，對我的 

理智所帶來的衝擊。 

  衝擊，來自於表面上一切動容的正當， 

暗潮中我還是看到了「我太愛我自己」。 

有一個「我」，在看過去的「我」，而產生

了當下的「我的感受」。 

 

  心重所以言重，從我愛我的過去，以

及我在乎我的存在，到我但願能做什麼，

無一不是圍繞著一個「我」。 

 

  回到方法，我應該──知道我的過去， 

清楚自己的知道，但心裡「不執著」在這 

時間或空間中的「我的感受」。 

 

 

所謂「我的感受」，是以「我」的主觀 

而看到、理解到、感知到的繼起感受；所 

謂「不執著」，也尌是不覺得在這無限之 

中「有我」或「無我」。 

   

  感受源於「有我」，當「有我」產生了 

之後，便已不能照見「緣起」、也離開了 

「當下」！ 

 

  對我來說，諸相的現前，引發一連串

心念的造作，因緣雖是假合，但感恩的受

用是真。不會因為緣起性空的本質而一切

都空掉了，反倒是障蔽散去一分，更見一

分月光朗朗。 

 

  固然眾生恩是永遠報不盡的了，但方

向感愈發明確了，殷重心也漸成底蘊！ 

再一次提起，我看見這顆初心，它一路 

上所經歷的美好── 

 

  但願無負自己，於每一時刻，珍惜敬

重一切眾生。「盡形壽，報眾生恩」。 



 

 

 

 

 

 

 

 

 

 

 

 

 

 

 

 

 

 

 

 

 

 

 

 

 

 

 

 

 

 

 

 

 

 

 

 

 

 

 

 

 

 

聖 嚴 法 師 開 示 

 

 

今年僧大高年級學僧參與了春季的「禪堂監

香培訓」。課程有理解與疏通的觀念講述，

還有掌握技巧與方法的實務演練，不過最重

要的，還是說明事項背後的精神與原則，若

能把握其根本，則在面對外境的種種變化

時，便可應機彈性發揮，不至於照本宣科

了。 

 

「禪」是應機隨緣而灑脫自在的，然而在禪

堂參禪的行者，其舉止動靜、行住坐臥，包

含內心動念都要遵守規矩，一絲不苟。監香

法師為照顧大眾，維護修行的環境，當有行

者未遵守時，便要執行規矩。若打禪七的目

的是為了邁向自由，那制定規約似乎背道而

馳？一般人看待僧人，亦有這般矛盾。出家

人以戒為師，戒是解脫之根本，但條條戒律

規範，看起來卻是種種局限與束縛。 

 

自由與束縛是否為相對的兩端？自由到底

為何？我詢問了來培訓的某甲法師，他一默

如雷，或許是想表達無語便無語，能作主

者，便得自由；某乙法師則說：「隨心所欲

不踰矩！」 

 

《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參訪自在主

童子時，童子正與一萬名眷屬在湍急洪流中

的沙洲上盡情遊戲，然而自在主童子的修行

法門，卻是持守戒律波羅蜜。遊戲三昧與持

戒，看似反差的兩個法門，若能細細體察， 

持戒好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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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釋常啟 

（gold gate brighe） 

便會了解，戒律是讓人能知、能行——什麼 

事情應做，什麼事情不能做，如同知道在危 

險的沙洲上，哪些地方有洪流暗溝，不能越 

界戲水，尌更能放鬆自在地投入遊戲。持

戒，看似束縛與規範，卻是自由的翅膀。 

 

江河因有河道兩岸，使河水得以流向自由無

邊的大海，生與死、迷與悟、自由與局限，

往往只是一體之兩面，非得大死一回，才能

絕後再甦。下次來打禪七，當監香法師拿著

香板執行規矩時，請善解善解！ 



 

 

 

 

 

 

 

 

 

 

 

 

 

 

 

 

 

 

 

 

 

 

 

 

 

 

 

 

 

 

 

 

 

 

 

 

 

 

 

 

 

 

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 

我遇過一位退休的工程師，他退休後每天的工作量遠超過在職時

代。因為他的經驗和熱心，使得好多的朋友都喜歡找他幫忙，既

是幫忙，當然是義務的，但是他樂此不疲，以此為他的休閒活動。 

我問他：「你覺得勞累辛苦嗎？」 

  他說：「這是我的（樂趣或消遣），雖也勞累，但不辛苦。差別

在於沒有渴求報酬的欲望和工作壓力，所以是休閒活動，而不是

辛勞工作。」又如田園詩人陶淵明在（歸田園居）中所描寫的。

早出晚歸的農耕情景，那是悠然自在的隱居生活。正因為這種生

活方式是他喜歡的，也是他自己選擇的，雖然是非常辛苦地日出

而作，載月方歸，但因為無欲無累，所以通身自在。 

---摘自《 利人利己做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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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vents 

近期活動訊息 >> 

3/10~5 月自覺工作坊 

4/1 起僧伽大學招生考試◆線上報名表填寫 

2018 年兒童營隊輔、義工培訓 

 

詳細訊息請見>> 

法鼓山世界青年會 

法鼓山僧伽大學官方網站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網站        

圖片來源 出現順序排列 

林文山 釋常鐸 林文山 

插畫 釋常啟( 現任僧伽大學教務長 ) 

http://www.ddsu.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