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禪與人生 

主講法師：惠空法師 

 

    各位諸山長老、台北佛教會會長明光法師、東和禪寺的源靈長老、厚賢法師、台北市的

各位理監事，以及平光寺的住持如輝法師，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晚安，阿彌陀佛！今天

能夠在這麼清淨莊嚴的殿堂，跟這麼多的法師居士一起談論佛法，實在是人生非常快樂、享

受的一件事情。 

    首先要感謝是明光法師，他主持台北市佛教會，非常努力舉辦各式各樣帶動台北市佛教

會的活動。也很感謝平光寺住持如輝法師做這麼好的準備，提供這麼好的場地，使這個法會

能夠舉行順利。 

    為什麼會講到能夠坐在這邊談論佛法是人生一大樂事？最近為了準備教材，在看一些中

國歷史資料的書，尤其看到從漢末到唐四、五百年魏晉南北朝的時代，看完以後，一個感想

就是「每天都有戰爭」四百多年每天都在打仗。以前聽說，二二八多麼的殘忍、日本南京大

屠殺多麼的殘忍、日據時代日本人對抗日的英雄多麼的殘忍－所謂西來庵、霧社事件，我也

看過這些故事，看過這些資料，可是看到歷史上戰爭的頻繁，真的要對於現在台灣，可以說

從二二八以後，六十年沒有刀槍的戰爭真的要非常的珍惜，或許有一些政治的鬥爭，至少沒

有人頭落地、沒有抄家滅族。 

看了這一段歷史以後，對於這種太平的時光，不去比較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一些事情，

真的沒辦法感受到，我們現在真的是生長在一個非常有福報的社會，如果我們不懂得珍惜，

不懂得好好利用現有的因緣，那就很可惜。所以很感謝明光法師邀請我，來跟大家談談佛法，

感謝平光寺如輝法師提供，這麼好的一個清淨的場地，以及所有成就這場講座的眾善因緣及

善知識。 

今天的題目是「禪與人生」，我是個教書匠，從廿幾歲開始，教到現在五十出頭，都是在

佛學院裡面教書。講課跟講演是不一樣的，講課我一點都不擔心；講演，說實在話我準備了

兩個禮拜。要講十天的課，不用怎麼準備，我就可以上台。講演則傷腦筋，為什麼？沒有教

本。選「禪與人生」作為演講主題，是因為禪代表佛法的核心價值，藉著這個題目，跟大家

談談一些問題。我們先把題目的義涵確認，再根據題目的確認，思考今天的內容。 

首先是禪的種類，一般對於禪都覺得它是很玄妙的，一個祖師講一個公案就開悟了，那

個禪，離我們很遙遠，今天不是講那個禪。我把禪的定義列出了三類來介紹： 

第一個，禪定的禪。禪定就是四禪八定。 

第二個，感應的禪。什麼是感應的禪？可能這個名詞比較生疏。比如念佛能夠見佛，能

夠往生極樂世界；或是持咒能夠得到一些感應，得到鬼神的擁護；或是拜懺能夠消災，這些

都是感應。如何把這些感應的力量用到生活當中，用到我們的人生當中，這就是感應之禪。 



第三個，般若空性的禪。般若空性的禪比較接近禪宗開悟的概念。 

簡單把禪列舉出三個種類，等一下再詳細說明它的特性，它怎麼樣落實在生命。接下來

談所謂的「人生」。 

「人生」就是從出生一直到老死的過程。「人生」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今天就

舉兩個人生裡面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所謂「待人、處世」。可以說每一個人的人生不出這兩

件事情──待人、處世。如果能夠把身邊的人際關係理順、調和好，能夠把生活中所碰到每

件事情把它做好，那麼人生還有什麼可以憂慮的事情？沒有值得憂慮的事情。這樣一個人生，

中國儒家講得最徹底，孟子講所謂的「仰不愧天，俯不怍於人」這就是人生最大的快樂。 

「待人、處世」，從儒家立場來講，待人不出於倫理，就是中國人講的五倫──君臣、父

子、夫婦、兄弟、朋友，中國人講：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順等等，當然現在沒有君

臣之倫。沒有君臣之倫，也有所謂的長幼，長官與部屬的倫理。比如在一個公司裡，我們不

能把公司的資料拿出去賣掉，不能把公司的機密拿出去賣給別的公司，這就是一個倫理。所

謂君臣的倫理應該改成上下的倫理，長官跟僚屬之間的一種倫理。其實對於人與人的相處，

中國儒家的道理已經講得很透徹了。 

那麼怎麼樣做事情？孔子講：「盡己之謂忠」，盡我們的能力、盡我們的心去做事情，這

就是辦事情。我的能力就這麼多，明光法師說：「惠空法師，你到平光寺作一場講演吧！」我

準備兩個禮拜，已經很用心了，我就這個能力，對不對？這個事情算是圓滿了。所以做事情

講一個誠意，很努力地去做，很用心地去做，相信即使我們做得不是很好，我今天講得不是

很如意，相信明光法師不會怪我，如輝法師也不會怨我，因為我很努力去做。做事情就是要

很誠懇努力地去做，盡自己的能力去做。 

在倫理跟誠意之間，中國人還講一個怎樣待人處世的觀念，有一句很好的話「世事洞明

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世事」，就是我們辦事情，把事情的每一個部分、每一個環節都

處理得很清楚；「洞明」，就是很清楚，這就是有學問。「人情練達」，就是人的情感關係，我

們非常的熟悉，因為我們很熟悉，懂得該怎樣地柔軟、調和，練達就是非常柔軟、熟悉、調

和。表示這個人很有文采、有才華，這是中國人的文化，中國人講的法。其實能夠做到這樣

的地步真的不容易，可說是中國人所謂的「彬彬君子」。 

我們可以看到周圍的人，如果真的能夠把人際關係按照倫理的態度去處理好，對父母非

常孝順，對子女非常慈愛，夫妻之間做妻子的對先生非常柔和順從，先生對妻子非常信義，

對別人做事情非常的努力，相信這個人一定是非常優秀的一個人才，走到那裡做到那裡都是

一個了不起的人才，可以說這樣就是一個覺悟的人生。 

禪，什麼是禪？禪就是覺悟。太虛大師講「人成即佛成」，人是做人，是修行出離解脫生

死，乃至成修菩薩行的一個基礎。人乘、天乘、聲聞、緣覺、菩薩。我們不要小看倫理跟儒

家做人的這種誠意，這個已經不容易了，站在這個基礎之上，看一看佛法是怎麼看待我們生

活上的事物。 

剛剛講有三種禪，第一個是「禪定的禪」。所謂的禪定，指四禪八定。四禪八定，在佛



教的理論體系裡面，是修行解脫最基本的禪定，有了禪定之後，就能夠產生神通。當今之世，

不要說在家人，出家人要修到這個禪定也是不容易。今天只能擷取禪定的精神來談這個問題，

必須把是用禪定精神，還是用禪定的本質在談問題作一釐清。如果是一個已經證得四禪八定

的人，他的人生是截然跟一般人不一樣的。今天我們不談那個部分，我們是談怎樣擷取禪定

的精神，讓它能夠使我們在生活當中得到一點功用。 

禪定，四禪八定有兩個特質，還沒講特質之前，先要講「禪在什麼地方？」禪就是覺，

禪在我們的心，在講禪之前一定要知道，整個的禪都是在談我們這顆心。比如心在哪裡？各

位！現在你的耳朵在聽我講話、眼睛在看著講台，你這個人坐那邊，這個時候，你的眼睛、

耳朵，你所接受到所有的訊息就落在你的意識的心上面。不管是什麼禪，那一個宗派的禪，

它都必需要落在我們所說的心上，以下所談的所有的禪，就是落在那個心的上面。各位聽我

講，聽到我的話，眼睛看我的手勢，看講台，看著佛菩薩，你那個能夠看、能夠聽、能夠感

覺、能夠了知的，那就是禪的位置、禪的處所，這是先要提出來的。 

再講禪定的特質。從第一類禪定裡面看心有什麼特質？禪定有兩個特質，第一、是心的

純淨，心是非常的清淨；第二、是心的統一。 

怎麼講心的純淨？比如這杯水，這杯水是非常清澈透底的，裡面沒有一粒沙子，可是這

兩天下梅雨，看水溝的水都是混濁濁的、黃黃的，河溝裡的水可能的含沙量，是百分之二十、

三十，甚至五十。一杯水放下去以後，過一陣子裡面一層泥巴結在下面，也就是現在河溝裡

的水不純，因為它裡面有很多的泥沙。 

水在佛法中，常常比喻為我們的心，我們心裡面有很多的泥巴，就是污垢雜質，那就是

我們的煩惱。什麼煩惱？「貪、 瞋、癡、慢、疑」。我們有沒有貪心？有；有沒有瞋心？有；

有沒有驕慢的心？有；有沒有懷疑心？有。有種種的煩惱，這時候我們的心就不純淨，就像

梅雨中河溝裡面的水，就不像茶杯裡的這杯水沒有沙、沒有污泥一樣，這表示我們心的內涵

心的特質是有染污的，它沒有辦法凝聚起來。 

舉個例子，如果水泥全部是水泥，它就會凝固，如果水泥裡面放了很多的竹子、塑膠布

的，這水泥有沒有力量？就沒有力量了，如果用水泥灌柱子、樑柱，裡面有很多的竹葉、紙、

沙、塑膠布，這個柱子是不是很脆弱？因為它都分裂開了就沒有力量。如果柱子裡面水泥的

成分非常純的話，這個柱子就牢固，道理是一樣的，我們心的力量被雜染的煩惱吃掉了，破

解、裂開了，心就沒有力量。 

所以做事情、待人、處世，第一個要分清楚是非善惡，分清楚什麼事情該做，什麼事情

不該做，做到什麼尺寸。所以心需要兩個力量：第一個是要有抉擇的力量，就是你要去選擇。

第二個要有力量能夠選擇你要去做。拿一個大家比較熟悉的王建民投球這個例子來談。 

你說：「師父！你有看電視。」我沒看電視，我看報紙。他投伸卡球－滑球，我沒看他投

伸卡球，小時候看過少棒賽倒是真的，在那種國際的場合要贏真的不容易，不是你贏就是我

輸，誰都不願意讓的。你要把對方三振，他要打你的全壘打，所以不容易。今天王建民要怎

樣投球讓別人打不到，讓別人打成滾地球接殺出局，他是不是也要動腦筋？球投出去要不要

有力道？要不要轉到他想要轉的位置？一樣要很用心的去投。好像前幾天一個報導，他投了



一個差點完投的一局，後來被打出一個全壘打就沒有了。後來報紙說他不知道自己快要完投

了，就是他已經非常的專注，他只是投球。場中間要投到什麼地步？就是全場只有打擊者跟

我的球，其它什麼都看不到，就到這個地步，就只有看到本壘板、那個好球帶，我的球怎樣

通過好球帶，然後它要怎麼轉，眼睛裡面只看到這一點，相信要投到這個地方才能夠成功。 

我講課的時候，不可以有一絲一毫的妄想，我的經驗是一個妄想進來，嘴巴講不出來了，

為什麼？因為思路非常清楚，一個觀念一個邏輯推理接著下去，一個妄想進來「啪！」邏輯

推理就斷掉，心沒有力量了，相信這個道理是所有事情都是一樣的。要辦事情，心要很純淨，

能夠分辨出是非善惡，所以要有禪定的力量。禪定的力量意涵是什麼？就是專注。要專注，

要有能夠分辨是非善惡黑白的能力，這就是我們能夠擷取禪定的精神，來放入我們的生命、

人生當中，放入生活中間來幫助我們，這就是禪定的人生。 

第二個是「感應之禪」。什麼叫感應之禪？就是念阿彌陀佛的時候，阿彌陀佛現在前；念

佛，一直持續念佛，臨終的時候，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來接我，感應了；我拜懺，冤業、

惡業解除；我誦咒，很多鬼神護法擁護，這就是感應。這個感應也叫做禪？也叫禪。如果不

專心念佛，他能夠感應？不專心持咒，他能感應？不誠心拜佛，他能感應？專一就是禪。 

除了專一以外，感應之禪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分，就是信仰。信仰什麼東西？信仰因

果，信仰三寶。記得小時候，大概是五歲到十歲之間，民國四、五十年左右，學佛聽經的風

氣還沒有這麼盛，那個時候都說拜拜，去菜堂拜拜。那個時候佛教的群眾，他們就是信仰。

那個時候牆上常常有什麼破除迷信，所以小時候會覺得拿香拜拜很愚蠢，有這種觀念是因為

接收到不良的訊息，所以我學佛不是從信仰入門，是從理解佛教的理論入門的。可是學佛到

了後面這十多年來，慢慢覺得信仰，在學佛的過程中間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它不只是一

個環節，而且是一個基礎。 

社會上所講的信用跟這邊所講的信仰是不同的，信仰裡面是對於這個思想可以不了解它

的義涵，可以沒有完全的方法去做到某個程度，可是你相信它是真實的。這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是，你相信它是真實的。我相信有因果，可是我常常幹壞事。有沒有這種人？很

多；我相信有因果，可是我不了解它的道理；我相信有阿彌陀佛，可是我不念阿彌陀佛。有

沒有這種人？有。很多人只是相信阿彌陀佛，念不念阿彌陀佛？他不念；瞭不瞭解阿彌陀佛

的道理？也不瞭解。有的人瞭解，可是他不念。這裡面三個層次：第一個你相信，你相信；

第二個你瞭解了理論；第三個你實際去念阿彌陀佛。你相信因果，你也瞭解為什麼會有因果

的道理，這是所謂三世業感的理論，也很誠懇很虔誠的去行善去惡，這是三個層次。可是有

一點，這個層次都必須要以信為基礎。所以《華嚴經》云：「信為道源功德母」，所有一切的

功德，所有一切的修道都從信做為一個基石。 

中國佛教淨土宗的淨土三資糧「信、願、行」，第一個就是要你信，信有彌陀、信彌陀的

願力，信彌陀會來接引你、信你可以往生極樂世界，你要相信。基督教也講信，要信上帝。

基督教叫「信、望、愛」，什麼叫信望愛？我沒讀過聖經，我也不太懂，我猜想「信」就是信

仰，跟佛教講的，「信為道源功德母」的信，淨土講的「信、願、行」的信，完全是一個東西。

什麼是「望」？不知道解釋得對不對？望就是願，希望，因為願已經被佛教用了，所以他們



不能用願，用願就變成佛教了，叫信願了。最後一個「愛」，什麼愛？愛就是慈悲，上帝愛世

人，愛就是慈悲，跟我們講的一樣。 

大家要瞭解到學佛，要把佛法的法門納入我們的生命。第一個要信仰，信仰什麼？信仰

佛陀、信仰三寶、信仰因果。你說：「這樣就有好的人生？」如果信仰因果，你會不會去幹壞

事？你就不會去幹壞事，縱使你幹了壞事以後，你心裡面會皮皮剉，會覺得好像不舒服。這

個跟「殺他活該，他笨，所以他被我偷」這不一樣，你偷人家、搶人家、打人家，心裡面老

覺得不安，跟你打了以後，你覺得我就是比他行，所以活該他被我偷、被我打，這個是不一

樣的。今天對於在人生的生命旅途中，我們有一些正確的知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念，我們

能夠堅定的信仰，這就是一個禪的生命、禪的人生，這就是一個有覺悟的人生。 

各位！不要小看信仰的力量，信仰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生命元素，很多人為什麼會自殺？

各位知道嗎？因為他沒有信仰，或者他的信仰被粉碎了，所以他的人生就失掉了意義和價值，

所以他會自殺。我們看到很多母親很苦，可是她去賺錢養活她的子女，因為她有一個信念「要

把小孩子帶大、養大」，母愛的信念支持她的生命，再辛苦她都願意，受多大的委屈她都能夠

承擔。可是一旦如果小孩學壞，不聽話或者是死掉，她整個人生就會崩潰掉，因為她的信念

沒有了，她的人生價值沒有了。 

大家一定要把我們的人生放入一個深刻的、有價值的信念裡面，這就是一個所謂「禪的

人生」。 

第三個是「般若空性的禪」。它是對人生、對生活的運用，換另外一個角度就是「怎樣建

立起一個超越於世間價值的人生觀」。 

儒家對於人生有一套的理論，像剛剛講的五倫或者是誠信，這就是它的人生價值。今天

佛法的特質就是「覺性」，「覺性」就是覺般若的空性，覺我們自性佛性的特質，怎樣把這個

特質納入到我們的人生的生活中來運用。同樣我也要強調，我們沒有證到境界，沒有見到空

性，只是把空性的思想引入到我們生活的思惟裡面來，把空性運心的方法放到生活中、放到

內心裡面來調整我們的人生。 

曾經看到一幅圖畫叫「調心圖」，它畫什麼東西呢？畫著一個和尚，一個出家人趴在那邊

睡覺，他趴在一隻老虎的背上，老虎是標本？不是，是活的老虎。這一幅圖畫義涵著什麼問

題？這幅圖畫原名叫二祖調心圖，是禪宗的二祖。它說明這個禪師的內心已經沒有了瞋恨，

甚至他已經沒有人我的對立，所以老虎的毒害、瞋害之心發不起來，牠不會去咬這個禪師，

所以叫調心圖。就是你的心已經完全的清淨，甚至可以說沒有了老虎、沒有了自己，這個時

候老虎兇狠的心就發不出來，這幅圖的意涵，就是這個意思。你們誰敢趴在老虎身上睡覺？

舉手！不要說趴在老虎身上睡覺，跟老虎握握手都不敢，因為我們的心裡面有很多的煩惱。 

再講另外一個類似的故事，有一天佛陀帶著舍利弗等弟子們出去托鉢，突然有一隻老鷹

追著一隻鴿子，鴿子對老鷹很恐懼，就飛！飛！飛到佛陀的肩膀，牠停在佛陀的肩膀上就不

恐懼，很安詳就停在那邊。當舍利弗走過佛的肩膀，他的影子照到了鴿子以後，鴿子就發抖，

大家就很奇怪為什麼舍利弗走過去，影子碰到鴿子，鴿子就發抖？佛就說，因為舍利弗是阿

羅漢，他的內心已經沒有瞋恨心了，可是還有習性。就像馬桶，馬桶洗乾淨以後，裡面沒有



了屎尿了，可是味道還有，那就是習氣，道理是一樣，裡面沒有髒東西了，沒有大小便了，

可是還有那個味道，那就是習氣。因為舍利弗還有那個習氣，所以鴿子就會恐懼。因為佛已

經清淨了，所以鴿子沒有恐懼心。這個就對應剛剛講的「二祖調心圖」，說明我們生命心的理

念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質，它跟外在事物的關係。 

再講一個大家比較熟悉，佛印禪師與蘇東坡的故事。蘇東坡是宋朝的大文豪，佛印是一

位禪師，兩個是好朋友，有一天兩個在喝茶的時候，蘇東坡就想跟佛印禪師開玩笑，就說：「老

和尚！我今天怎麼看你，你坐那邊像一坨狗屎，一堆大糞一樣。」佛印就說：「我看你像一尊

佛一樣的。」蘇東坡很高興就回去了。回去以後就跟蘇小妹講：「我今天總算是贏了佛印一回

了。」「你怎麼贏佛印？」他就把這故事講一下，蘇小妹聽完以後；「哥哥你今天輸得可慘了！」

「怎麼輸很慘？他像坨大糞 我像尊佛，當然是我贏。」「因為你心裡面有一坨大糞，所以你

看起來像大糞，人家心裡面有一尊佛，所以看你像尊佛。你是真大糞，人家是假大便，所以

誰贏誰輸就看出來了。」蘇東坡這下知道自己又輸掉了。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來，一個人的

心是根本關鍵。 

再講一個故事，有一個人他很會畫畫，沒事的時候他就畫花、鳥、鸚鵡，有一天他就想：

「今天我畫一個鬼看看。」他就畫了一個鬼，並且貼在牆上，因為很會畫，越看那個鬼越像，

看到最後，趕快跑！跑掉了，因為看那個鬼就像活的一樣，就是畫鬼自縛。那裡有沒有鬼？

沒有鬼，他心裡面有鬼，心裡有鬼以後，那個鬼就真的變成鬼了，人的心差別真的是很大。 

還有一個人也很會畫馬，後來有一天，他太太看到他躺在床上就是一匹馬，不是一個人，

因為他天天想著馬，就變成一匹馬了。中國人還講一個「胸有成竹」的成語故事，就是有一

個人他很會畫圖，他怎麼會畫？只要心裡面有圖，就畫得出來。確實是這樣子，心裡面是什

麼，呈現出來的東西就是什麼。 

講了幾則小小的故事，我們來分析這幾則故事背後的道理。外在的事物是一個客觀存在

的東西，可是人的觀察判斷，最後還是落在自己心裡面所觀察出來的東西，什麼意思？中國

人有一句話「情人眼裡出西施」，其實他的女朋友很醜啊！可是他就是情人眼裡出西施，認為

他女朋友最漂亮。這句話就是說，其實外在客觀的事物，落在人的心裡面，可能不是那麼一

回事。所以，重點還是人內心所取的那個境界，那個才是真實的東西，外在的客觀或許它是

做為我們判斷的一個依據，如果自己心裡面不是這樣取，那麼它就不一樣了。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的心怎麼去取這個境？」這就變成了所有事情的關鍵點。 

在佛法裡面有這麼一句話，「愚人除境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境。」一個愚昧的人，他看

到不順的事情「張三老是講我不好，把他調職，把他調職就好了」、「這個居士老是給我提意

見，叫他下次不要來了。」我們就除境，關鍵是我們內心不調和，所以「愚人除境不除心」。

「智者除心不除境」，聰明、有智慧的人是把內心調和好，境界是另外一回事，重點是自己的

心，怎樣去把境界伏順，把它轉化、調和好。 

再進一步講，智者見境「如夢幻泡影」，凡夫認境「真實有」，這個講到佛法的理論上面

了。諸佛菩薩，乃至羅漢，所證到真實的聖境，就是般若空性所照見，《般若心經》講的「觀

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五蘊就是我們的身心。《金剛經》說：「一



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有為法就是一切萬法像夢幻泡影一樣，這是一個宇宙真實的境界，

我們凡人執著是真實的。禪宗的祖師就提出了一句話「非境礙心」，不是境界來妨礙你的心，

「實心礙境」，事實上是心執著了境，這是禪宗祖師的話。非境礙心，不是境界染污了你的心，

不是境界遮蔽了你的心，不是外在的環境、外在的事物干擾了你的心，不是的！事實上是自

己的心去執著了，虛妄去認取這個境界，重點是這個地方，這是禪宗的祖師所提出來的問題。

各位要記住這個話，「非境礙心，乃心礙境」，這是所謂般若空性禪的結論。 

從「非境礙心，實心礙境」這個論點來看，怎麼樣把心提昇，不要讓心礙境？我們提出

下面三點，我們要問：「心裡面有什麼東西？怎樣把心提昇上來？怎麼樣把心提昇超越世間的

價值？」從心的提昇去建立起佛法的生命價值的體系，我們提出三點，這三點是從心的成分

來看： 

一般凡夫的心有什麼東西？什麼樣的東西礙了我們的心？因為心有什麼東西錯誤了，有

什麼不好的東西使我們礙了這個境？第一個「煩惱」，社會人所謂的七情六慾，佛教講人我是

非，再用更道地準確的名詞講，就是貪、瞋、癡、慢、疑，五個根本的煩惱。貪慾心，喜歡

錢、喜歡名、喜歡男女的情慾，就是貪；瞋，人家對我不好的就起不高興的心、起仇恨的心、

起破壞的心；癡，對事情看不清楚，愚昧顛倒；慢、就是驕慢，總是覺得人家不好，自己好；

疑，對什麼事情都沒有一個正確的確認，對事情都是「也好像這個，也好像那個」，自己沒有

主見。這就是根本煩惱，所有的煩惱，都從這五個開展出來的。 

所以，首先要「降服煩惱」，第一個是貪，要淡泊我們的生活。佛陀告訴我們「金錢、女

色是毒蛇」，其實就是要我們把對世間的貪著放下，唯有把貪放下以後，才能夠真正把其它煩

惱降服。 

第二個是空，這世間的一切，站在世間的立場，站在儒家立場，是真實不虛的，可是站

在佛法立場、站在聖者立場，它是如夢幻泡影，不真實的。歷史上再多的帝王、將相、英雄、

豪傑，今安在哉！在哪裡？今天這一堂講經的講座，再過半個鐘頭之後，也曲終人散，在哪

裡去找呢？沒有了。經上講，過去已經過去了，未來還沒有來，現在不住，現在有沒有停留

啊？有沒有一秒鐘會停留在這個地方的？沒有嘛！剛剛七點開始，到現在已經兩個鐘頭了，

有沒有一秒停留的？沒有一秒會停留等你，「我還沒欣賞好，你停一下，讓我再看仔細一點。」

「你剛講那一段，我還沒聽清楚，停一下，我聽清楚一點。」可不可以？有那一回事嗎？它

會停下來嗎？你說：「怎麼不停下來？」「我把電視機倒轉一下，暫停一下」，那是你自己癡人

說夢話，電視機可以停，生命境界可以停？不可能的。 

所以，很簡單的一句話「過去已逝，未來未至，現在不住。」講明了這個世間沒有一剎

那是真實的，不用講很多，就這一句話就夠了。哪一個世間是真實的？沒有！今天我們看到

是一個長河般的巨流，看到我們七、八十年的人生像一條河流一樣。我們看到是一條河，我

們沒有看到河都是很多水形成的，有河沒有錯，有河，可是河不真實，河是很多水，而且這

水沒有一秒會停留在那個地方，哪裡有一條河？道理是一樣的。我們要把這樣一個宇宙人生

價值的智慧，落實到我們生命裡面來，這就是所謂般若空性的智慧。所以要空掉，要把生命

境界空掉。 



不過話說回來，空掉生命絕對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把這樣一個理論思想引到人

生的價值裡面來，這就很有力量。我們常常地去想，宇宙人生一切都是無常的，都是如夢幻

泡影一樣，那份競爭、爭奪、執著的心就會放淡一點，這樣就能夠幫助我們銷解很多的不平，

銷解很多的貪欲與驕慢，它是一個很好的思惟。所以，《金剛經》為什麼這麼有價值？就是「一

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第三個是「成平等利益眾生之心」。剛剛講到，觀察一切的有為都是如夢幻泡影，是從空

的角度來看。另外再從幻化角度來看，《大智度論》講過一個比喻，菩薩利益眾生，就好像在

夢中划船，從東岸划到西岸，把東岸的人划到西岸，一直不停地當擺渡的船夫在載人，可是

他知道他是在作夢裡面做擺渡的船夫。菩薩知道自己是在夢中，可是不捨夢中的眾生，去做

擺渡利益這些眾生。記得在慈航堂彌勒內院──以前台灣第一尊肉身的慈航菩薩，慈航遺訓

裡面講過：雖然一切世間是虛假的，可是還是要做好空花佛事水月道場，這個道場、寺廟就

像水中月亮一樣的不真實。像今天的講經，一、兩百個法師、居士，大家一起來談論佛法，

剛剛敦煌的佛舞，天花散下來，就好像是虛空中的花沒有了一樣，不真實，再過半個鐘頭之

後，到哪裡再去找這一個講座？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日，中華民國台北市平光寺，晚上七點

到九點半的講經法會到哪裡去找？找得到嗎？沒有！這就是所謂的「空花佛事水月道場」。雖

然知道這是「空花佛事水月」，可是要時時顧好、處處建好。道場是像水月，佛事像空花，可

是還是要去做，還是要去觀照，這就說明了一個菩薩的心情。 

禪宗的祖師也講到，一個禪的生命，其實就是一個放捨的「捨」，就是你捨掉多少，我們

捨掉煩惱，我們捨掉身心，捨掉周圍的生命境界，一切都把它捨掉、放掉。翻過來，要把空

的境界放捨，轉換成在空中去建立一切，去利益一切眾生；可是在做一切，知道是空花佛事

水月道場，卻處處建好、時時顧好，這就是一個禪者的生命境界。在這個過程中間，我一再

提醒各位，所講的這些東西，不是一個凡夫的境界，它是一個菩薩的境界。那麼，你說：「惠

空法師！你講那麼多幹什麼？」我一直在強調，我們雖然不是菩薩，可是我們學習菩薩；我

們不是真菩薩，我們是假菩薩，我們是名字菩薩，我們裝一裝菩薩，我們學習當菩薩。我們

不是要學佛？我們都要學佛了，為什麼不可以學菩薩？以一種學習菩薩的心情來思考這個問

題、這樣一個道理。聽懂很容易，結論就是禪的人生、禪的道理「知易」，了解很容易，「行

難」，要做很難。 

現在佛教界流行講生活禪，大陸講生活禪，台灣也講生活禪，哪個地方講生活禪？我跟

各位講，證嚴法師講生活禪。你們聽過證嚴法師講生活禪？沒有啊！有沒有聽過？誰聽過他

的生活禪？他不是用這個名詞，他叫《靜思語》。星雲法師也講生活禪，他叫《菜根譚》。聖

嚴法師也講生活禪，他講《自在語》。那個都是生活中的禪意，他們把生活跟禪的佛法思想融

會在一起，我們都應該要讚歎這幾位法師，他們真的是菩薩的心懷、菩薩的情，他們把佛法

中非常好的義涵融會在很精要的語句裡面，他們還出了好多的小冊子，這個跟以前林清玄的

菩提系列很接近。翻開《靜思語》，每一則都是非常令人讚賞，翻開《菜根譚》，每一則文采

都是非常美麗，翻開《自在語》，每一則都是這麼真實貼切，可是做起來不容易，做，不容易

做。不要說各位不能做，我覺得要我做，也覺得很不容易。 

大家除了在知上面要理解以外，更進一步要知道怎麼樣去做。最後，把自己在這方面一



點點想法提供給各位： 

第一個要常常反省。要常常反省對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說的每一句話，常常去反省「我

這句話講得對不對？這句話裡面有沒有瞋恨心？有沒有嫉妒心？」我自己反省過，我做得還

是很差勁，因為我們還是很多煩惱，我們還是凡夫，常常心裡面充滿了不平、嫉妒、瞋恨，

講出來的話就酸溜溜的，都有一股不平的氣氛，這就不對了，這就得反省。我們做錯沒有關

係，可是要承認，要能夠理解自己的錯誤，這個就很難得，這就很可貴。真正的反省很重要。 

第二個反省以後要持戒、忍辱。佛法講持戒、忍辱是兩個雙胞胎，是一樣的。忍辱比持

戒更難，我不去侵犯別人，我只管我自己，可是別人侵犯我，能夠忍下來，這個就比較難。

我們要常常的忍辱，這個觀念很重要，我們常會覺得「他欺負我，我就要討回公道」，你就會

不忍辱。人家告訴你，欺負你沒有關係，你能夠忍下來，這就是大丈夫，這才是最光彩的。

我們常常會有一種心，「為什麼要讓他欺負？他憑什麼欺負我？我比他強！」這種心態出來以

後就不忍辱了。有了「忍辱是真正的大丈夫，忍辱是真正超越了最高道德。忍辱不是孬種，

忍辱不是沒有用。」這個觀念以後，就覺得「我做忍辱很好」，我們就會願意去忍辱。很多人

有錯誤的觀念，認為「忍辱很孬種，為什麼要被他欺負？我比他強，為什麼他要欺負我？」

就是這種錯誤的觀念。沒有關係嘛！「你比他好，他欺負你，你更好。」就好了嘛！有了忍

辱的觀念以後，再去做就很容易了。 

第三個提議，各位還是要常常打坐。因為我們在生活中都還是散心，散亂心，心是沒有

力量的。舉個比喻，「水刀」，現在挖煤不是用鏟子，不是用鑽，是用水刀，用很強的壓力把

水快速的衝出去，那個衝力很大 像刀子一樣，可以把石頭切割下來。如果是水，它就是在一

秒鐘之內有多少的力量壓下去；如果一秒鐘同樣的力量，它分成十秒鐘就沒有力量，這就是

剛剛所講的禪定的力量，因為禪定中，心集中起來了，你心有力量，反省的能力、實際忍辱

能力就會增強，就有能力去持戒、有能力去忍辱、有能力去反省。如果在散亂中的話，力量

就會弱，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今天我們想要真正的把禪覺性的力量

放到人生當中，來增強我們生命的力量、美化我們的生命。美化我們人生很簡單，你必須要

付出。各位如果想到，我只要聽聽惠空法師一個講演二個鐘頭以後，我就懂得怎麼過禪的人

生了，你是做白日夢，我可沒有這樣的能力，請明光法師另請高明好了。 

大家必須要常常地努力，要努力不懈，多看《靜思語》，多看《菜根譚》，多看《自在語》，

這樣幫助各位能夠在思想方面澄清，常常鍛鍊，相信大家都會有一個很有覺性的人生。非常

謝謝明光法師，平光寺住持如輝法師，還有所有成就這次法會因緣的各位大眾，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