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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 證 「 法 」 ， 是 佛

陀弘化足跡的開始。追隨

「法」，是道人修學聖道

的開始。

這一段旅程，「以法

為標的，以法為終點」。

法 舟 上 的 旅 客 ， 來 去 不

止，唯有共以法為乘，共

以法為的，才能殊途而同

歸。

一、起點

「 旅 程 」 ， 一 個 平

凡不過的開頭，卻是心靈

萬般風華的開始，有哭有

笑，有悲傷有歡樂。每個

人，生命都只是宇宙中的

過客，不論對自己有多重

要，總有說再見的時候。

出 家 ， 是 另 一 段 旅

程的開始，十年的浪跡，

也累、也收獲豐富，在這

十年之間，來來去去的旅

客 ， 沒 有 誰 能 真 正 地 駐

足，陪伴自己走完人生的

路，或許這就是人生的現

實：佛陀說的愛別離、求

不得。真正能夠支持著自

己的，是佛法的可貴、聖

道的難得。人是流動的，

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更是瞬

息萬變，但對法的認可、

對聖道崇高的景仰，才是

堅定求法心志的力量。師

長曾以四句話提示修道路

走得長遠的要訣：「對法

有 樂 欲 ， 對 人 要 淡 然 ，

對 時 要 珍 惜 ， 對 心 要 清

楚。」

二、驛站

(一)對法有樂欲

以 前 讀 到 ： 「 當 為

發 心 出 家 者 ， 預 說 出 家

苦 事 。 」 雖 略 有 疑 慮 ，

不 能 明 白 何 者 為 出 家 苦

事。然而，隨著修學的時

日漸增，才知追求聖道之

路，實是逆生死流、逆煩

惱流，非是順習之路。因

此，同在一處共學，但每

個人的成長卻各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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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就在彼此發心有別，

所為何事各不相同。

越 學 越 知 道 「 接 受

自己的不足」是一件重要

的事，因為發現這些經論

越來越有深度，我們上課

的內容、自己的吸收，都

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可

以 那 麼 輕 鬆 地 駕 馭 。 然

後，就會發現以前的自我

滿足，是因為自己站的位

子不夠高、看得不夠多、

不夠遠，所以覺得自己很

不錯；面對這些深邃的義

理，要用更謙卑的態度來

學習，深知這些都不是我

的智慧，只是借用古德智

慧的精華，都還不是自己

的，實在不想自己滿足於

此 。 這 一 短 暫 時 間 的 修

學，希望學得面對困境、

自己、不同的考驗、不一

樣的聲音，有更從容的態

度與智慧可以應對，對於

經論的智慧可以內化為自

己生命的內涵。

好 與 不 好 ， 其 實 在

生命的過程，只是一個短

暫的片刻，得到再多的掌

聲、再多的批評，也只是

那一時一刻的事情，但是

在面對的當下，自己所要

的是什麼，這是要如實觀

照的。掌聲、讚美不可能

跟我們一輩子，然而歷境

的智慧，卻可以幫我們走

一輩子的路。在面對順逆

境界時，自己的內心究竟

要順習，抑或順道，實是

個人抉擇的問題。

自己內心對法的那分

真摯、熱誠，是否能遠勝

外在的順逆境界，在修道

的生命中，會不斷地經歷

考驗。所以，無論自己在

什麼樣的環境、是什麼樣

的身分、角色，是出家、

在家，環境是好是壞，學

習佛法的心始終不動搖，

才能綿密而長久。依賴環

境，依賴身分的束縛，是

脆弱的。只有自己的內心

真正養成好樂佛法的心跟

習慣，才能長久地學習下

去。

以 前 覺 得 那 些 被 欺

壓關進牢裡的喇嘛，能堅

持地修行，真是偉大！但

現在慢慢理解到，對他們

來說，不管在什麼樣的環

境，修行聖道的心都是一

樣的。只有內心堅決地認

定：唯有這條修行之路，

是真切可行的！才會願意

為聖道的修學，吃盡一切

的苦而無怨尤。唯有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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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上不斷地對治自己的習

性，才可能做到蕅益大師

所說的：「三界津津有味

之境，如嚼蠟矣！」

（二）對人要淡然

然而，當我們還只是

幼弱的小樹時，實需共同

修學的力量，以助自己在

風雨中仍能屹立不搖。對

於道友之間的情誼，應該

如何掌握得恰到好處，又

是一門學問了。寫書法，

墨跡要有濃淡才會好看，

但是要有濃淡，就要自己

磨墨；生命也是如此，想

要活得精采，就要自己用

心經營，如果只是接受別

人安排的去做，沒有一點

自己的意志，那就像是用

買 來 的 墨 水 寫 的 書 法 一

樣，雖然這樣比較快，但

總不像有濃淡的墨韻可以

表達出自己的精神。生命

不可能一成不變，就好像

墨汁沾少一點，也會有乾

枯；太多水了，就會暈開。

就像禪宗的問答：「是榮

的好？還是枯的好？」

人與人相處的情感，

也 不 可 能 一 直 濃 得 分 不

開，總會走到平淡無奇的

一 天 ； 濃 的 時 候 是 好 朋

友還不算好朋友，走到淡

的時候，還是好朋友、還

是依然珍惜相處的時光、

珍 惜 對 方 ， 那 才 是 好 朋

友。生命起起落落、有濃

有淡，在濃淡之間、起落

之 餘 ， 自 己 的 心 依 舊 平

和、依舊淡然，路才能走

得長遠。雪白的瀑布間絢

麗著七彩的光芒，但流向

大海的，終究是那平坦的

大 河 ； 人 生 有 精 彩 的 歲

月，但最長最長的時光，

依然是每天平淡簡單的生

活 ， 淡 到 不 能 再 淡 的 體

會，人生的路就可以一直

走下去。需要萬丈光芒、

照亮別人的時候，就盡力

地展現；需要曖曖內含光

地保任自己時，就靜靜地

退下。當動則動，當靜則

靜，就能活出生命不一樣

的光彩，有如寫出一幅有

濃有淡的書法。

把 自 他 當 作 凡 夫 ，

也視為菩薩，就能在這之

間把握住道人的心。認清

了自己是凡夫，真真切切

地面對自己濁重的煩惱、

微薄的道心，努力地對治

煩惱、認真地增長道心，

發了脾氣就懺悔、起了欲

心就慚愧，我為凡夫慚；

我篤定了自己要當菩薩，

真 真 切 切 地 鼓 舞 自 己 、

砥礪自己，常居學處，努

力向學，學膩了、學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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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 ！ 菩 薩 要 不 住 相

學 、 大 精 進 學 、 為 眾 生

學、速疾道學，自己究竟

為何而學？他是凡夫，同

我一樣愛自己、有煩惱，

不瞋他、不惱他，我們都

是煩惱的奴隸，瞋你的是

煩惱、罵你的是煩惱、羞

辱你、惱你的是煩惱，是

煩惱折磨你，不是他，他

也只是一個無力阻擋煩惱

侵害的人，又何需加惱？

他是菩薩，同我一樣愛菩

薩道，真真切切地彼此鼓

舞、互相砥礪，明知菩提

道難走，風雨大，也要一

起發大菩提心，在風雨中

行走！

（三）對時要珍惜

生 命 沒 有 過 渡 、 不

能等待，三年、四年、七

年、十年，只是我們蜉蝣

生命的短暫停留，在這一

段停留的時間，我們想要

學 到 什 麼 ？ 我 們 該 學 什

麼？時間分分秒秒過了，

我們一直讓它流過，過了

的時間永遠不會回頭。學

佛的人都知道無常、都知

道佛法難聞，可是有的時

候，我們常常不記得那些

沒有機會讀書的人，或不

能前來學佛、跟佛法擦身

而過的人……。

有時候，我們也在不

知不覺中，成了那個沒有

機會讀書、跟佛法擦身而

過的人。到時，我們不能

嘆息，因為我們就是讓機

會流逝、讓佛法的珍寶在

我們心中沒落的人。有沒

有發現自己是年輕人？有

沒有發現長老接續著在離

我們而去？有一天，當擔

子壓在我們身上的時候，

我們能否承擔得起如來的

家業、眾生的慧命？還是

只 能 當 一 個 扶 不 起 的 阿

斗？

修 行 人 走 到 什 麼 地

方、做什麼事情，都不能

忘了自己的心。越是稀鬆

平常到每天都在做的事，

要更加地「用心」。修行

不能放逸，不是合掌的時

候才不放逸，放掌的時候

也不能放逸；不是上課才

需要認真，做早晚課的時

候也要認真。不是佛三、

禪五才要把道心、道念提

起來，每天的早晚二課、

過堂用齋、誦經拜佛、與

人相處、上課、寫作業、

沐浴、洗衣服，無一不是

44∣ 雜誌 580期

法的旅程



佛  青  園  地

心工作的地方。只要是心

工作的地方，那個地方就

要有道、有法。

古 詩 云 ： 「 春 蠶 到

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

乾。」我們是可以死，但

我 們 的 絲 要 貢 獻 到 哪 裡

去？每個人每天的時間都

一樣多，然而我們的每一

個選擇──行為、語言、

處事方法、花時間在什麼

地方，都在影響著別人對

我們的認識，想一想別人

什麼時候會想到你？而你

又希望別人是什麼時候想

到你？如果現在別人想到

的 時 機 ， 並 不 是 你 希 望

的，又該如何調整？我們

可以成灰，但不能讓眼淚

白流；可以為護法、護教

而奉獻生命，但蠟燭之所

以燃燒，也許並不一定是

護法、護教，就如同這首

古詩是為了感情，我們也

可能因為情感、也或許外

務繁忙、在人事中周轉，

因緣瞬息萬變，要學著把

時間花在值得的地方。

內心總有許多的理想

等待實踐，然而，我們修

行也要時時為自己可能即

將大病、死亡做準備，在

心地上多下點功夫，哪天

眼瞎了、耳聾了、變啞巴

了、手廢了、腿瘸了，不

能做利益眾生的事了，自

己的內心還能把握住那一

點修行、那一點安住身心

的力量繼續修道。

（四）對心要清楚

初出家時，得到的第

一個修行提示就是：「觀

心」，道友曾共勉應當時

時觀心、返照，才不致失

足而不覺。人生，是在一

個接一個不停的選擇中度

過，然而自心所願、所樂

究竟為何？是道法還是五

欲？是夾雜著名聲、利養

的道法，還是單為成就聖

道 的 道 法 ？ 蕅 益 大 師 曾

說：「修行，要有毫釐心

術之辨。」有時，極有可

能欺騙自己度過了一生，

直至臨命終，方知萬般放

不下，怎奈當初不肯修。

修行，念念迷失，便

成糊塗道人；心心向法，

方不致失足。越是觀察身

心，越覺此心難調，忽爾

一念不覺，夢中便現；多

念不覺，煩惱便出身口，

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不

足為喻。此心一差，縱有

功勛，亦成空幻，然而只

能就著一片赤誠，念著慚

愧，錯了就改，即使進一

步而退十步，亦要努力地

步步前進，豈非如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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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不守，則越見羸弱；

念念防護，則越見堅固。

輪迴的終點，是夢心妄想

停 止 的 時 候 ； 修 行 的 起

點，就是清淨心相續不斷

的時候。

修行唯恐不覺己心，

唯有清楚自心所作所為，

究竟為何，才可能步趨聖

道。很多事，遇到了才知

道是什麼心情，所以自己

要不斷地堅定自心求法的

意志，無論再大的風雨、

和摧折己心的逆境，不過

都是過眼空花而已，唯有

三寶是究竟的真實，唯有

聖道是出苦的良津，只有

這樣堅定的心念，才能助

益面對境界的當下，做出

符順聖心的抉擇。

與 人 相 處 ， 亦 要 時

時觀心。一個人的所作所

為、言行都是中性的，但

有些潛在的想法或習性，

可能會影響這一行為給人

的感受。我們可以選擇如

何 去 認 識 、 去 理 解 。 有

時我們對別人的行為下不

好的評語，是一種傷害。

我們看到、聽到、感受到

的，如果都能夠善解，那

麼也許對方本來是不善意

的，會因而感到慚愧；如

果 本 就 是 如 你 所 解 的 發

心，就會因而感受到無比

真誠的肯定與鼓勵。我們

對別人的作為、言語，如

果理解為不好的，我們自

己 的 心 會 發 出 不 善 的 意

念、言語與行為，如果對

方本來是善意的，那麼我

們的話就會成為惡意的中

傷，而傷毀了那分純淨的

發心；如果對方本來是不

善的，那麼會讓他更感到

無所謂了。一念心，可以

造就不一樣的世界。

三、終點

路有盡頭，生命也有

限期，然而菩薩的悲願，

求法的意志，卻是無盡期

的綿延。對於志求的法，

有無限量的熱誠、好樂，

並以此為標的；一起共學

的道友，在這樣共同目標

的努力下，平淡而充滿法

喜地互相砥礪、增上，反

省彼此是否都能在道法上

提攜、增進；現有的時間，

能否運用得恰到好處，盡

心地在修行上紮實地步步

邁進；對於自心，能時時

清楚它的變化是否在聖道

的修學上不斷前進。

這一段旅程，也許你

我不能同行至終點，但若

能把握目標不移，相信會

在旅程的終點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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