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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
佛
教
是
一
個
以
解
脫
為

目
標
的
實
踐
宗
教
?
若
不
實
地
從
行
掠

9

便
無
法
掌
握
佛
教
的
本
質
。

什
麼
是
修
行
呢
?
修
正
自
己
身
口

的
行
為
9

轉
迷
惰
的
生
活
蝕

的
生
。
修
行
?
可
說
是
一

、
自
在

。

佛
陀
最
初
說
法
?

多
作
為
僧
人

則
。
印
順
長
老
在
《
佛
法
概
論
》
中
提
到

9

與
神
教
相
反

9

從 ? 

人
與
人
|
i

白
他
合
理
行
為

9

深
化
到
內

心
9

擴
大
到
一
切
有
情
?

。
」一

。全神貫注與意志專一的

訓練 9

基礎 9 也是修持的要

素。(攝影惜雅棠)

9

中
道
行
實
踐
於
實
際
的
生
活
，

正
兒
為
導
的
八
正
道
生
活
。

眾
生
根
性
不

-
9
修
持
的
用
力
點
也

迴
然
相
盟
(
9
但
在
轉
迷
惰
的
修
道
歷
程
?

正
確
的
認
識
與
態
度
是
很
重
要
的
基
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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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態
度
正
確
?
才
能
抉
擇
正
法

9

如
理

修
行
。
《
大
智
度
論
》
上
記
載
佛
陀
臨
一
人

們
@
e

「
從
今
日
9

應

佛
教
能
在
中
國
的
泥
土
中
生
根
、

壯
?
自
然
受
到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的
影
響
?

但
也
融
合
吸
收
它

9

表
現
了
自
成
一
格
的

中
國
式
佛
教
。
在
中
國
?
僧
人
的
修
行
生

活
與
印
土
文
化
是
迦
異
的
9

活
讓
生
動
。

9

初
期
佛
教
僧
人
平

、
露
地
、
阿

9

才
叫
〔
呂

日
是
四
處
遊
行
，

。

佛
教
傳
入
中
國
後
，
僧
人
們
過
的
是

寺
院
生
活
?
雖
有
不
屬
固
定
的
寺
院
9

四

處
行
師
參
學
的
遊
方
僧
，
但
他
們
終
極
目

。
因
此
9

，
在
寺
院
中
漸
漸

形
成
一
定
的
制
度

9

以
規
範
僧
人
的
生
活

。

依
法
不
依
人
，
依
義
不
依
語
?
依
智
不
依

識
?
依
了
義
經
不
仲

有
名
的
「
四
依
法
」

中
道
的
修
行
態
度
。

。
L一

9

日
疋
佛
弟
子
們
不
離

。

、
上
經

L-l 

會
守
九

m悶
。
其
多

7

t
f
4
市
口
十
E
T
V
卅T
I
l
t
r
b

「
出
家
修
道
闊
無
事
9

^ 

O 

L一一

。
中
唐
時
?

師
立
清
規
9

國
僧
人
集
體
修
鍊
的
大
洪
爐

9

共
住
一
堂
修
持

9

也
衍
生
出
許
多
中
國
特

有
的
集
體
共
修
的
方
式
?

調
僧
人
隨
著
大
眾
作
息
?
也
在
這

活
的
行
住
坐
臥
、
語
默
動
靜
中
做

自
百
丈
禪
師
倡
導
僧
人
過
自
耕
自
食

的
農
禪
生
活
?
在
中
國
禪
宗
祖
師
的
修
行

9

處
處
可
見
通
過
出
坡
作
務

9

不

。在作務中用心，可以養

己的覺察

力。(攝影楊雅棠)

。



斷
啟
發
禪
機
的
事
例
。
如
《
五
燈
會
元
》

卷
四
記
述
a
a

。 一-，
L一

曰---， ? 
L…一

為
曰

泉不

曰

立
一
下
?

中
國
的
禪
僧
從
出
坡
作
務
中
體
悟
禪

機
?
也
是
一
種
獨
特
的
修
行
方
式

9

佛
陀
教
導
的
修
行
原
則
，
不
外
乎
依

法
而
行
9

體
證
法
的
真
髓
。
「
不
是
一
番

寒
徹
骨
9

焉
得
梅
花
撲
鼻
香
」

9

「
如
人

飲
水
9

冷
暖
自
知
」

9

修
行
是
不
可
替
代

的
9

要
每
個
人
獨
自
完
成

9

修
行
的
風
光

也
唯
有
個
人
能
心
知
肚
明
。

佛
世
的
比
丘

、
無
我
多
遊
行
乞

，
中
國
的
僧
人

修
一
一
立
學
一

(1j 

、
處
事
等
為

9

仍
千
里

觀
心
繫
念
不
離
運
柴
挑
水
、
燒
飯
煮
菜
、

耕
田
除
草
、
接
客
待
物
，
乃
至
行
住
坐
臥

、
噢
茶
映
飯
、
間
屎
拉
尿

9

無
一
不
是
修

行
的
契
機
。
當
下
心
無
二
用
全
力
以
赴

9

放
下
嗔
、
愛
、
得
、
失

9

日
取
後
達
到
身
心

一
致
動
靜
一
如
的
境
地
。

除
了
日
常
生
活
作
務

9

僧
人
更
走
入

社
會
參
與
慈
善
事
業
、
譯
經
事
業
、
結
社

領
血
來
修
行
、
著
作
經
疏
:
:
:
從
中
踐
履
自

己
所
信
仰
的
真
理

9

鍛
鍊
自
己
的
道
心
。。:大眾一堂禪坐、;共修I~J

以相互抵碼。

(本刊資料!\i月片)

修
行
生
活
9

離
不
開
戒
律
，
「
三
千

威
儀
9

八
萬
細
行
」
也
都
是
修
行
的
的
範

疇
。
戒
律
自
印
度
傳
入

9

成
為
僧
人
最
基

本
必
須
履
行
的
規
範

9

但
中
國
祖
師
並
不

全
盤
接
受
印
土
的
戒
律

9

更
參
以
中
土
倫

理
習
慣
9

和
生
活
環
境

9

訂
立
清
規
，
作

為
中
國
僧
人
守
護
威
儀
細
行
的
寶
典

9

期

能
不
遠
佛
戒
又
能
過
著
安
貧
樂
道
?
少
欲

知
足
的
修
持
生

。

。
瞭
解
中
國
僧
人
的
修
行
生

會
將
有
助
於
正
確
地
理
解
中
國
佛
教
的

一
步
對
於
佛
教
僧
人
捨
棄
人
間

一
番
新
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