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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慧炬同仁一行人來到位於台

北車站後方，太原路和華陰街交叉口處的利生中心，採訪滇津明就格

西。由於藏族人民在迎來送往、拜會尊長時，都有獻哈達的習慣，於

是初次與格西見面的我們，便依照禮俗，向格西獻上最深摯的敬意與

祝福。滇津明就格西於一九六四年生於西藏康區的達金地區，十八歲

左右到南印度的色拉寺學習經論。經過數十年努力不懈地學習，終於

完成五部大論的修學，並且通過六次格魯巴僧伽大學的考試。二○○

二年通過最後一次的考試後，獲頒第一等「拉然巴」格西學位。

首先分享我是在什麼因緣之下，成為一個出家人

的。這和自己的前世因緣有關係，因為今生出家因緣具

足，所以就成為一個出家人。雖然，當一個出家人看起

來好像很容易，但其實出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如果沒

有自己走過這一趟路的話，是沒辦法體會的。

以我個人來講，我從小就生長在一個佛教家庭，因

為在西藏，幾乎所有家庭都是信佛的。我從小就聽家人

說不要造業以免痛苦，連一隻小螞蟻都不能輕易殺害。

我當時覺得有點迷信，還是有猶豫不決的感覺，但也不

是不相信，所以信心並不穩定。所謂的「迷信」就是這

樣，如果對信仰不了解，就會迷迷糊糊跟著人家走。我

到十四歲左右，都還沒看過出家人，那時候文化大革命

剛結束不久。很多寺廟都被破壞了，只剩下輪廓而已，

聽家人說以前這個寺廟裡有一些很珍貴的上師，當時心

裡就存有深刻的印象，就覺得當個出家人也不錯啊！

圓滿父母的心願

八○年代以後，中國當時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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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各地寺廟恢復建造。當時村子裡有些在開放前還俗的出家人，由於

他們曾在寺廟裡受教育、懂藏文，於是村子內所有小孩子，都聚集到這

些還俗的出家人身邊學習藏文，念誦經文，即便看不懂經文，還是一直

背誦。有一段時間覺得出家很好，但對於家人，仍然有點捨不得、放不

下。那時父母親強迫我們到印度學習佛法，母親甚至跟我說：「你如果

出家的話，我死了也甘心。」於是父母親暗中幫我申請護照，讓哥哥帶

著我去拉薩。坦白說，到了拉薩的時候，我的心情變得不一樣，回家的

念頭竟然就不見了，心裡所想的，只是想好好走這條佛法的道路。

到了拉薩後，又輾轉行經尼泊爾，當時西藏流亡政府在尼泊爾的接

待所詢問我，希望被安排到哪裡學習佛法，並提醒我決定之後就不能

再更改。因為我的舅舅在色拉寺，我想一想後便決定也要去色拉寺。

到了色拉寺後，舅舅把我帶進一個小小的房間裡面，要我先休息，天

亮之後他手拿一件出家服，叫我理頭髮、洗澡，換上這件衣服。當時

知道真的要出家了，心裡雖然有點沒辦法接受，但又不敢講出來。這

時候舅舅跟我說：「你只要好好讀書考試，以後你就有機會在色拉寺

當大格西。」

剛開始穿上出家服，感覺不出自己是個出家人，後來到另外一位

上師那裡學習佛法，在嚴謹的訓練和學習之下，內心裡薰習了很多佛法

的種子和習氣，慢慢的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深覺成為出家人是不簡單

的，想法和出家前完全不一樣，生活變得很單純，需要的很少。所以剛

出家時，應該要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在寺廟學習佛法，因為那時心裡還

不穩定，不要跑來跑去，以免受影響。等到對佛法的見地穩固、學習穩

定以後，畢業時想到其他地方學法，寺廟是允許的。

剛出家時，同班同學有一百二十個人，考上拉然巴格西的只有二十

個人。一般在寺廟裡面研究要十五年左右，這過程當中每年要接受背誦

經文、筆試和辯經考試一次，研究的時間長短，得看每個人的成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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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有畢業以前，會一直待在博士班裡面；博士班學生都是優秀的，每

個最高班級學問最好的人，全部集中在博士班學習。拉然巴格西的證件

是格魯巴僧伽大學，和流亡政府教育部共同授予的。

現在是科學發達的時代，科學家的理論和初級佛法的邏輯是相契合

的，但是若不了解因跟果之間的關係，要談因緣只是語言文字而已。譬

如說有緣分或是因緣具足，一顆種子本來就有開花結果的能力，但如果

因緣條件不具足的話，就永遠不會開花結果。相反的，將一顆種子種在

肥沃的土壤中，這個土壤中地水火風具足，就能順利產生幼苗。我們個

人的因緣也是如此，未學佛之前是體會不到的，學佛法之後，就能漸漸

了解到因跟果的關係，和一切法的緣起本質，體會這輩子的因緣為何會

如此。這就是我成為出家人的過程。

出家反而離家更近

我家裡有一個哥哥、一個弟弟、兩個妹妹。因為我比較調皮，所

以父母親要我出家，而且這樣的我，將來也比較不會危害社會。我還有

一個弟弟也出家，現在正準備格西的考試。從小在佛法薰陶的環境下成

長，對我的人格發展也有特別的影響。所謂因緣具足，就是從這個地方

慢慢累積下來的，除非你從來就不接受這輩子要好好的實修，否則父母

親嘴巴裡常說：「出家不只對你個人有益，也能幫助很多人。」即便從

小我就是個很調皮的人，這些話語還是會慢慢薰習到我的心裡。

家鄉人有個壞習慣，就是父母親會認為家裡最笨的小孩比較適合出

家，因為什麼都不懂，笨笨的。這是個非常錯誤的觀念！其實家裡若有

五個小孩的話，反而應該要將最聰明的孩子送去出家，因為世界上最難

學、最難有成就的，就是佛法，所以要承受最困難事業的人，一定要是

最有慧根才智的人才行。我從小愛跟人家打架，很多村子裡的小孩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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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我，因為我到哪兒去都會打架，長大後破壞的程度也就越來越大。那

時父母親非常擔心如果我不出家的話，以後也許會被人家報復殺害，或

是抓去坐牢。

對西藏人來說，家庭裡若有五個小孩的話，父母親願意讓他們都

出家，因為小孩出家是一件讓長輩都高興的事。這是一種習慣，佛法

影響西藏人民，就如同陽光普照大地一樣，佛法的價值深入了每個家

庭。至於我，也覺得當出家人很好，什麼都很單純，對我個人來講，

很多逆緣也都變成順緣。就我個人的經驗，西康的父母親不想教女孩

子念經持咒，但都會期望兒子能夠當出家人，所以在西康大部分家庭

的長輩，都很鼓勵家中的男孩出家。我們常念的經及咒語有《普賢行

願品》、「六字大明咒」、蓮花生大士的咒語，以及多背誦就會變得

聰明的「文殊菩薩咒語」等等。在西藏，父母的管教很嚴，父母打我

們，我們都會接受，就像被老師打，我們都說是消業障，有時偷偷做

錯事心裡悶悶的，被老師打，正好消我們的業障，老師不會無緣無故

打學生的。

疼愛但不溺愛

大部分人的人生過程，前半輩子不會有什麼問題，小時候遇到什

麼困難，一下子就忘記，下半輩子會遇到的問題，才是成長過程裡最困

難的考驗。假如過去沒有吃苦耐勞的經驗，稍微遇到困難就容易小題

大作，加油添醋，覺得無法忍受。也是因為這樣，才會發生很多令人遺

憾的社會事件。每一個國家都有所謂的特種部隊，為了讓他們無論遇到

什麼困境都能忍受，這些軍人必須經過吃苦耐勞的嚴格鍛練。所以小的

時候吃點苦，例如被父母打，被老師罵，也是一種訓練。外在身體的考

驗，其實是比內心的考驗要來得容易解決的，像身上起紅疹，去看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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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了。但是如果父母親從來不讓孩子吃苦，等孩子長大後遇到困難，

內心充滿煩惱痛苦，這時候就算去醫院請最高明的醫師診治，也沒辦法

醫好。

若是讓小孩子從小隨心所欲，以後小孩怎麼可能去好好學習呢？

人都有懶惰的習性，何況是小孩。西藏有句話說，如果過度溺愛小孩

的話，最後他會變成父母的敵人，所以真的愛孩子，就要為他的未來著

想。小的時候孩子需要依賴父母親，長大以後就要靠自己生活，所以父

母親給小孩適當的訓練，讓他們吃點苦，才是真的對他們好。

成家或出家無對錯

西藏小孩基本上父母怎麼說小孩都會接受，雖然當初父母親要我出

家我心裡不是很喜歡，但還是照做。我認識幾個出家人是家裡原先反對

他們出家，結果他們到印度留學回來以後，有了很大的改變，個性變得

很溫和，家人也很放心，覺得學習佛法很好，就再也不反對孩子出家，

讓他們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在台灣，有一句俗語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意思是兒子不

願娶妻生子，擔負起為人父、為人夫的責任，不能為家庭延續後代，是

最大的不孝。也有人說，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成為守貞的比丘、神父，那

人類就要滅亡了。我個人覺得那就是一種民情風俗，只要對社會眾生人

類有利益，都應該保持下去。有人說不出家就一定得結婚生子，這是無

意義的說法。只要每個人以自己今生過生活的經驗來決定，這不是說一

定要如何如何才是對或是錯的。我們西藏人說牙痛時把牙齒拔掉就不會

痛了，也就是說沒有小孩不必煩惱小孩的事。也有人覺得出家就是和家

人斷絕關係，所以家人會捨不得，但是西藏人認為最孝順的方式就是出

家。這也算是西藏的傳統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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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人最難度化

西藏有句話說：「住在拉薩的人，沒時間去拜大昭寺的佛像。」反

而其他遙遠地區的藏人不遠千里到拉薩來，為的就是想要一睹大昭寺

佛像的莊嚴，這就是眾生普遍存在的喜新厭舊態度。譬如電視廣告中

新出的電腦或手機，往往會吸引很多人去買，買回來時非常珍惜，久

而久之，當那種新鮮感覺沒有了，新一代的機種又出來的時候，就會

將焦點從舊的手機轉移到新出的電腦、手機上，這就是眾生的貪欲。

《入菩薩行論》當中說了一句話：「花朵盛開的時候，蜜蜂特別喜歡

這朵花；即將枯萎的時候，牠們就會慢慢的離開。」最親近的人最難

度化，舉個例子來說，我的妹妹與我的哥哥，他們不會想聽我分享佛

法。無論如何，太容易得到的東西，大家都不懂得珍惜。以前有個

老和尚，我們去晉見他的時候，他只給我們一顆甘露丸，他說給太多

的話，你們不會覺得珍貴。太容易得到或是給太多了，大家都不知珍

惜，這是一般人的習慣。

眼見不一定為憑

以你們來講，你的感覺、你的看法，你的心裡顯現出來的，是不是

正確的，可能連你自己也不太能理解。佛經講一切法如幻如夢，但是你

真的能夠感覺到如幻如夢嗎？相信大部分的人都無法感覺得到。舉個例

子，魔術師變出來的戲法，可以讓所有觀眾的眼識錯亂，一般人不會看

出破綻，因為看到的都可以接受，而且是真實的。假使在夢裡，意識顯

現出一頭恐怖的大象，這是不是真的大象？這完完全全是心所顯示出來

的！因為你所看到的，實際上並不存在，只是心的顯現而已，牠不是一

頭真實的大象，這就告訴我們，當時的夢識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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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坐船，船往前駛的時候，岸邊兩旁樹木往後走的感覺顯現出

來；台灣的高鐵速度這麼快，窗外的景像會快速的往後移動。然而，樹

木真的有往後走嗎？答案是沒有的。是因為高鐵高速前進，造成眼識的

錯覺，所以看到窗外的景物飛速的往後走。用這種比喻方式來談心類學

非常適合。

有的人說要好好學習佛法，就是眾善奉行、自淨其意、皈依三寶等

等。有時候這種學習佛法的方式，就像把佛法放在一個很遙遠的地方，

反而讓人覺得佛法離自己很遠。我們若是換個角度，用佛教的哲學態度

來教導，這樣才會對佛法生起信心而不是迷信。但最重要的，還是要根

據每個人實際的需求，給予適當的教授。

挫折是年輕人最好的禮物

教育孩子最好不要只看眼前利益，眼光要看遠一點。常人只看眼

前的利益，只要求小孩開心、自己開心，盡情享受短暫舒服的感覺。若

是孩子沒吃過苦，將來遇到挫折，反而不知如何面對解決？所以還是得

觀察自己的成長，想想如果在童年的時候沒有人管教，自己可以隨心所

欲，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長大後會變成什麼樣的人？報章雜誌上，常有

新世代的年輕人，稍微被長輩嘮叨，講一點尖銳的話就受不了，其實有

時候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父母親的關心，聽到了孩子的耳裡，往往

可能變成責罵。相對的，爸媽說尖銳的話雖然也是為孩子好，但這種方

式不一定會被接受。我們要觀察自己的言語動機，最重要是不要傷害到

小孩的身心。

最理想的管教方式，是能夠讓小孩得到警惕，不再屢犯錯誤，否則

孩子習慣每天挨父母的打罵也不怕，這又矯枉過正。小孩子很精明，雖

然打得很輕，但是他會叫得很大聲，如果要孩子有所警惕，得打得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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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得痛，但不能傷害到小孩的身體。一點點嚴格的管教是必要的，小時

候不管教，將來長大就更難管。

小時候的我很調皮又有點偷懶，長大到十八歲還是每天被老師打，

甚至剛出家的時候，也會被師父打，但漸漸就知道不可以偷懶。三十二

歲的時候，我的師父，也是我的舅舅，他跟我說：「你已經是寺廟的長

輩了，不需要再管你，你覺得舅舅以前很兇嗎？但是當時我不得不兇，

否則你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現在回想舅舅對我的恩德，是不可思議

的，如果當時舅舅沒有這樣管教的話，不知道現在會變成怎麼樣。小時

候在家裡怕媽媽打，出家的時候怕被舅舅打，那時候都不知道她們為什

麼要打我，長大的時候才知道是為我好。

在台灣，現在說要嚴格管教小孩，會有很多人反對。然而，到底要

不要管？是一定要管的，只是管教要能善巧。以自己親身的感受，來

替孩子著想的方式施予管教，給孩子一點吃苦耐勞的經驗是很好的。

小孩子可塑性很大，但不會想太多，這一刻感覺很苦，下一刻就笑

了。在《現觀莊嚴論》裡，彌勒菩薩說有兩個善知識，一個是外在的

善知識，一個是內在的善知識，這兩種哪個比較重要？自己內心的善

知識很重要。我自己想過，是內心的善知識把人引導到正確的軌道。

內心善知識從哪獲得？必須透過吃苦耐勞才能了解，才會得到這個善

知識。

現在有些年輕人思想很好，思想好可以影響很多人，可以調伏眾

生，能夠影響家庭和睦相處。一個人的內心擁有善知識，就會把家庭塑

造成一個很好的環境。外在的善知識偶爾可以遇到，有時很快就不見，

但是內心的善知識，會永遠如影隨形跟著我們。有內心善知識的人，他

的表現和心理成熟度，會跟人家不一樣，因為內心的老師會引導自己到

好的環境，所以表現出來是完美的，讓人家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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