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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為臺北佛教利生中心常住‧江秋喇嘛，於二○一二

年六月三日，在利生中心共修後，所作的簡短開示。

身為佛弟子，平常就要

修習佛法。我們多多少少都理

解佛法，也願意認真學習，希

望有所進步。這些都很值得隨

喜、歡喜，不過也還有需要加

強的地方，而加強的方法，仍

是學習。所以，我們非常強調

聞、思、修的過程。

要聽聞佛法，首先，我們

必須找到一位自己非常相信的

上師。大家常有機會接觸很多上師，有些是自己很熟悉

的，有些很陌生；有些接觸過許多次，有些則是剛開始

接觸。總而言之，我們一直在尋找一個內心的，從上師

所傳授的佛法裡得到的一種訊息，希望以此來解除自己

的煩惱，讓自己得到解脫。

然而，要產生對上師的信心，是一件非常困難的

事。每當我們見到某些上師，也許當下會生起歡喜心，

可是，什麼叫「信心」？我們通常不太會去注意這一點。

平常一些能夠接觸、聽聞佛法的場合，有些人是特

意去的，有些人是被逼著去，有些人是不經意去的。總

之，若知道有個法會，就會有人去參加。當然，大家的目

的也許是種一點福田，累積福報，消除一些業障，這樣想

也是好事，不是壞事；但在這當中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對

佛教利生中心常住‧江秋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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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的信任。上師等於是所有十方諸佛菩薩的總集、加持的根本。

對於這點，我們該如何去認知？一直以來大多數人都是很模糊

的。所謂的模糊，就是許多人不太理解上師與弟子之間的關係，該怎樣

才算數？比如有人說：「我是某某上師的弟子。」這樣說，那就必須清

楚自己跟從上師學習，是怎麼樣的一個過程。若說：「喔！我曾經去見

他，我跟他說想要成為他的弟子；他說好，所以我們就成了師徒。」像

這樣，就真的是不理解所謂上師與弟子的關係了。上師與弟子之間不是

買賣，也不是嘴巴說說就算。我們要跟從某位上師，聽聞佛法，他傳給

我們佛法，我們就認真去接受他的法要，然後不斷的去練習，無論何時

何地，內心都將這位上師視為佛一般。如此，才可以算是自己的上師。

上師給予我們灌頂、口傳、教授、口訣等等，對我們來說，是修

習佛法的過程中恩惠最大、幫助最大的。甚至，能讓我們解脫輪迴，

認出自己的真面目，讓我們了知佛性。以佛法讓我們開悟的上師，才

是真正的根本上師。當然，讓我們開悟，見到自性，這是我們現在無

法理解的，因為我們還沒見到。怎麼樣才能見到？怎麼樣才會開悟？

那就要依循上師所傳下來的法，認真不斷的去修持，清除我們所有的

業障；當福報增長，智慧開了，就會認出自己，認出自性。

而這樣的上師，就好像雪山一樣。雪山是由水結冰而成的，冰塊

則需要太陽才會融化成水。弟子的信心就好像太陽一樣，照耀如雪山

一般的上師，上師感動，便會融化，流出甘露之水，而滿足弟子的需

求。不論你相不相信，有沒有去接觸，上師的加持是沒有差別的，它

就像雪山化為水一樣，覺得需要喝水的人才會去掬水，覺得口渴的人

去喝了它，便滿足了他的渴望。相信而跟隨上師的人，內心感覺上師

就像佛一樣的人，才能喝到這甘露之水。所以，弟子的信心是最重要

的。《大手印祈請文》裡頭就說到：「虔敬即為修行首」。

對上師的信心固然很重要，但是對出離輪迴，對輪迴的苦非常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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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覺得無論如何都要把它剷除，脫離這個圈圈─這樣的心也同等重

要。如果沒有對上師的虔敬心和出離輪迴的心，那麼對修行的幫助就

不大了。對輪迴沒有出離心，好像就沒有理由、沒有必要學佛了；若

有出離心，但沒有方法與技巧，我們也沒有能力脫離輪迴。所以，沒

有虔敬心，不信任上師，那是絕對沒辦法開悟、解脫的。

我們平常要依照上師所教授的各種方法來修習佛法，就是前面

講的「聞、思、修」。第三世噶瑪巴曾說過：「以聞所生慧來認知煩

惱，以思所生慧來降伏煩惱，以修所生慧徹底清除煩惱。」

我們從上師跟前所得到的教授，依此來認知煩惱，一旦煩惱生

起，對煩惱便能清楚認知，那就表示我們的「聞」做得不錯。當煩惱

生起時，我們了知煩惱的生起，思惟煩惱所生起的對境，而思惟的結

果，可以知道煩惱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因此便能夠消除煩惱，這就

做到了「思」。所謂「修」，就是去禪修「無常」及「因果」，禪修

「無我」與「空性」；如此禪修，煩惱就自然消失而不存在了。舉例

來說，如果「無我」觀修得好，那煩惱生起的對境也沒有，煩惱所受

苦者也沒有，生起痛苦的

對境、生起痛苦的主人，

還有痛苦的作用也都不存

在了。所以，修無我觀，

煩惱自然就會消失。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觀念。我們在社會上要隨

順世俗過生活，除了靠自

己努力認真之外，也可以

祈求佛菩薩保佑，希望我

們長壽、健康、平安等

略說對上師的虔敬心與佛法修持要點

江秋喇嘛為弟子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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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這些都可以求佛菩薩加持。但是，像我們平常修法，或在佛法上

花費時間與心血的任何功德，絕對不要想由自己享受，絕對不應有所

求。我們只能想：這是我服務眾生的機會，若有任何一點功德，我完

全百分之百迴向眾生。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想法，這是很重要的。平

常去廟裡燒香、拜祖先，祈求保佑自己發財，這是無妨的，但是我們

於佛法上所做的任何一點功德，千萬不要留給自己，必須完完全全為

了眾生，希望每個角落的眾生，都因我所做的功德而受到幫助，這才

是最正確的，而且絕對不會吃虧。我們原本就是沒有「我」的，所以

這些功德也沒有必要留給自己；因為當下我們還不清楚、不知道「無

我」，所以會想要自己受用，但這是不行的。

以上就講到這裡。如果上面所說的，大家覺得有點道理，那就記

住它；覺得沒什麼道理，那就把它忘了。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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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講座｝

101年8月19日（星期日）下午2時30分

主講人：黄德舜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地　點：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國際廳地下一樓會議廳
（台南市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主辦單位：台南市立文化中心．中華慧炬佛學會南區分會 

聯絡電話：06-2881677 

何謂長者？就是在晚間正常睡眠的情況下，一個人在中午12:30-14:00之間工作

時，會不知不覺睡着，代表健康正走下坡。四個大夢即：健康、耳順、布施、

善終。恢復健康容易嗎？健康不佳的人脾氣也難好，要他耳順有可能嗎？布施

為六波羅蜜之首，您做到天天布施了嗎？當面臨生死關頭時，您是否會自問：

我要往生到哪裡呢？聆聽長者的四個大夢，讓您更有信心面對人生的下半場！

長者的四個大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