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家因緣

西元1976年5月1日，依空法師和數十位青年出家，開佛光山第一批大
專學生出家之先河。緣起是佛光山舉辦大專夏令營，當時依空法師正是大學
生，他很好奇怎麼會有這麼多人去參加夏令營？他看到校園裡有很多人讀
《聖經》、研究佛學，心想：可能這當中的一、二個人頭腦有問題，但應該
不會一大群人的頭腦都有問題吧？於是想深入佛法一探究竟。法師的個性是
打破沙鍋問到底，他將自己的心還原成一張白紙般到佛光山學習，客觀地去
了解佛教，才知道原來從前曲解佛教，認為佛教是迷信，是在算命、卜卦或
須燒銀紙，其實並不是這樣。

法師大學時期也曾修習佛法概論，並考了一百分。大學畢業後，在學校
從事教職，其時曾請示星雲大師：「若我到佛教道場中工作，能為佛教做些
什麼？」大師說：「你可以教書、做許多的事。」於是法師毅然決然辭職到
佛光山工作。他發現自己的性格很適合出家，因為出家人的性格必須是「甘
於淡薄」，首先是淡薄物質─沒有想穿漂亮的衣服，沒有喜好吃山珍海
味。法師覺得僧衣穿起來很舒服，高矮胖瘦都可以穿，並且不須每天為穿著
而煩惱；另外是淡薄感情─不會只想愛一個人而不愛其他人。此外出家人
還要有「服務的性格」、「合群的性格」、「喜悅的性格」，而自己的性格
都與之相符，所以正適合僧團。

當初法師想到佛學院教書，或從事文化工作。而後來到佛光山，是因為受
到星雲大師的人格感召，讓他找到生命的意義。他說，原來父母給我們的有限生
命，在僧團中可以擴充，靠著大眾的力量，跟著佛光山一起成長。

依空法師的禪味哲學
 受訪者 依空法師    本刊編輯室 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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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出家，並非遇到什麼衝擊、坎坷的遭遇，而是很喜悅地出家，以莊
子的話來說就是「適性」。他說不一定每個人都適合「出家」，也不一定每
個人都要「成家」，只要找到適合自己性格的生活方式，既不害人，又可讓
自己更好，這有何不可？若能處在更高的生命層次，不僅自利又幫助別人，
如此一來便不會浪費、空過父母給予的色身，何樂而不為？另外，出家要找
一個好的道場，跟隨能啟發自己的師父修行，由於星雲大師推動佛教並不是
為自己，讓依空法師為自己身為佛教徒感到光榮。而佛光山道場的宗風，又
與自己的性格相應，所以他覺得出家好，就很自然的出家了。法師是一個不
輕易決定事情的人，然而一旦決定就不輕易改變。

《一字禪》─以一字截斷心中葛藤

依空法師的哥哥善於篆刻，他曾對兄長說：「我來寫些字，請您幫我篆
刻吧。」於是就寫了六十個字，將目錄交給兄長，兄長在篆刻印章完成後，
也將這些印章全部致贈給法師。

這六十顆石頭印章，每個都不一樣，上面刻有法師兄長創作出來的字
樣。他的兄長從未拜師學過篆刻，是自己買篆刻的書籍慢慢練習而成。法師
說，兄長很有創意，對藝術方面很有興趣，愛攝影也愛畫畫。為了畫畫，台
灣各大名山，大陸黃山、長城全都走遍，那些都在他的腦海裡成為構圖，依
著構圖再將之繪出。畫山水水墨畫時需要印章，他就自己篆刻；因為畫上需
要提字，就自學隸書。法師對他說：「您可以教我畫畫嗎？但不能教得太複
雜。」於是兄長就教法師畫蓮花，為了繪製蓮花，兄長每日皆到植物園拍攝
蓮花，並研究畫蓮花最方便的方法。

法師說他跟哥哥比較像文友，哥哥喜歡老莊學說，較接近道家。法師提
到，是兄長的篆刻，讓《一字禪》增添了許多光彩。

法師在撰寫《一字禪》時，白天教書並擔任南華大學駐校董事，經常需
要到學校關心校務發展和各項工程，還須與校長、行政部門開會，但書籍編
輯部門卻催稿催得很緊，於是就熬夜寫稿。當書稿完成時，卻發現視網膜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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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了，連夜趕去醫院看醫生。幸好醫生的醫術高明，以雷射的方式治療，才
讓法師的眼睛痊癒。

法師提到，跟佛法相關的字包羅萬象，《一字禪》書中的四十八個字，
全是法師選出來的，譬如佛教六度裡的「施」、「戒」、精進的「進」，又
譬如「觀」、「念」、「正」、「行」等等。他說從一滴水可以看見全世
界，這些字也可以引申出很多佛教的道理。

原先法師選定六十個字請兄長篆刻，但後來因為沒有時間寫書，就精選
五十三個字，好比佛教中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但最終又因法務繁忙再
精簡為四十八字，好比佛法的「四十八個彌陀大願」。於是從兄長篆刻的
六十個字中，挑出四十八個字，法師說：「佛教好了不起，太多的數目字可
以使用。」

關於《一字禪》這本書，法師告訴我們：「書中的每一個字都是佛法，
字本身自有含意，並不是我寫的好，而是佛法好，佛法可以很豐富，也可以
很簡單。」

比如在〈觀〉這一篇中，藉由觀世音菩薩的別名「觀
自在」，將「觀」字，擴展成「每一個人都可能是觀自
在」，都可以觀照自性，擁有自在的人生：

佛教有一部最能代表佛法大意的經典：《般若波羅

蜜多心經》，《心經》經首開宗明義為我們描繪理

想圓滿的世界，那就是觀自在的人生，觀自在是觀

世音菩薩的別名，每一個人都可能是觀自在，觀照

自己的心性是否自在無礙，略說有十二種觀自在。

書中並略說了十二種觀自在─「觀時自在」、「觀處自在」、「觀
身自在」、「觀物自在」、「觀財自在」、「觀語自在」、「觀人自在」、
「觀情自在」、「觀事自在」、「觀理自在」、「觀境自在」、「觀心自
在」等。細讀這些觀自在的內容，就可以將我們的人生過得更好。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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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根〉中則說：

樹要有根，才能茁壯，枝葉茂盛；水要有源，才能流

長，涓涓不斷。人也要有身根，維繫生命，世代綿

延。命根，對於眾生的密切性，譬如樹木之根本、流

水之源頭，關係深厚。

根對樹木來說，是最重要的部位；對人而言，人也要
有「身根」、「命根」。在佛教中，根也是基本的概念。

佛教稱眼、耳、鼻、舌、身、意為六根，這六根分別追逐色、聲、香、

味、觸、法等六塵，配合眼、耳、鼻、舌、身、意六識，而產生認知作

用。因此六根又稱為扶塵根、浮塵根，取意遮蔽真性不顯。《增一阿含

經》說：六根各有取食，眼根以睡眠為食，耳根以聲音為食，鼻根以香氣

為食，舌根以味道為食，身根以細滑為食，意根以諸法為食。

若能好好看住六根，不讓它放逸非常重要。而六根
當中，意最為重要。另外在〈念〉文中則說：

淨土宗也主張要護念，保護我們的意念，使它不放

逸。三論宗祖師嘉祥吉藏說：「令外惡不侵為護，

內善得生為念。」既然念頭相續不斷如瀑流，不可

能無念，但是要念念與善法相應，以正念對治邪

念，以善念對治惡念，以定念對治亂念。

由以上引文可見，「一字禪」的每一個字都包含了無量的意義。
法師說，一字禪的發想是源於「雲門禪」，很多禪師的教學多用棒喝或

迂迴的方式，但眾多弟子請教雲門禪師後，禪師都是以一個字作答，有時這

根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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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字不一定是問題的答案，可是弟子們卻因此靈光乍現而悟道。
「一字禪」好比華嚴思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比方大海中的一滴

水，和所有的海水是平等的，一滴海水中就可包含進所有的鹹味。換言之，
百川入海同一鹹味，所以一滴水可以代表一切海水。

另外好比一朵花是一切緣起法，一切緣起法都包含在一朵花當中，這就
叫做「一花一世界」，所以一是「無限大的一」。

世俗裡的小，小於大；但佛法裡的小，大於大，例如一粒微塵，可以等
於一個大須彌山，所以一粒微塵何其的大。

本書就是從一粒微塵、一滴海水，至無限大的「一」之概念來撰寫。一
滴水有時比大海還要大，比如一條快死的魚，若你給牠全部的海水，牠會喝
死，倒不如只給牠一滴水，反而可以讓牠延長壽命，所以說「滴水之恩，湧
泉以報」。

一粒微塵、一間房子、一個台灣、一個地球、一個三千大千世界，一可
以至大也可以至微。

也就是說，八萬四千法都在一法當中，四聖諦不過是一諦。苦集滅道，
從苦諦進去可以理解，從集諦進去也能理解，看起來很多，其實是一。

法師說他比較喜歡簡單，為什麼佛法一定要講得那麼複雜？他說人與人
間、人跟自己，都不要那麼複雜，生活不須複雜化，簡約過日子就好，像摺
衣服一樣，「提綱挈領」將領子一抓，就抓到重點、抓住要害。

面對病痛

「我有病痛但沒有病苦。」法師說，你們有注意到這句話的重點嗎？
跌倒或切菜時，將手指弄破了，痛不痛？痛啊！但這個痛只是肉體、生理的
痛。可是有的人卻將苦，苦到心裡去。法師說，自從他生病以來，經歷三次
大手術，都沒有苦。因為：

第一「把疾病交給醫生」─他不亂找偏方，法師收到很多人贈送的藥
或營養品，都會請教醫生可不可以吃，他非常相信他的醫生。

依空法師的禪味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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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把信仰託付佛陀」，在病中，法師仍做功課、閱藏、誦經、持
咒、念佛，非常忙碌。他用了六十天將《大智度論》一百卷讀完，其他也
讀了二、三十本的書。

第三「自己做心理建設」，法師說他學佛40多年，這一點功力都沒
有，不是輸得一塌糊塗嗎？所以他沒有感到生病，只是覺得不舒服、不
方便，就像腸胃不好，常常跑廁所，當然不方便，但病痛並沒有讓他病
到心裡。

他覺得這個病，病得有因緣、有道理。現在每
四個人中，就有一人罹癌，但因為自己走過癌症的
過程，所以運用了佛法中的「同事攝」。當他面對
癌症病人時，就有同理心可以告訴他們，化療會怎
麼樣，怎麼樣治療會有什麼狀況、什麼副作用。法
師跟他們分享經驗很有說服力，因為他知道病人的
痛在哪裡，他說疾病就是他的老師。

色身本來即會成住壞空，這讓法師正視時間的可貴，生命的無常、短
促，因此更加珍惜，更用功、精進地過日子。

法師最近在推動一個理念─每人每天都有八萬六千四百秒，這是一個
人一天二十四小時，乘以六十分，再乘以六十秒而得出的。

因此你的八萬六千四百秒，沒有任何人可以奪走，都儲存在你的生命
時間銀行。但有的人可能一天浪費八萬秒，只用了六千四百秒。每天的八萬
六千四百秒，若沒有好好利用，就會從你的指縫中流逝，不會再回來、不可
能NG重來。

法師說人很有趣，今天若丟掉八萬六千四百「元」，心疼嗎？一定心
痛。但每天丟掉八萬六千四百秒卻一點也不感到心疼。他說若是掉了八萬
六千四百元，可不可以再賺回來？可以。但浪費掉八萬六千四百秒，可以再
賺回來嗎？答案是否定的─不可以。

所以他說，這樣就更能夠感受〈普賢菩薩警眾偈〉：「是日已過，命亦
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所以現在，他要將一天當成一輩子來活，這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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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到前述所說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把一天當成一生、最後一日，好好
地過。

有位禪師曾說，他每天喝了這杯水，脫鞋上床
睡覺，就好像進到棺材死去一般；當明天起來，再
喝水時，他就感覺這杯水是多出來的，就有多出來
的人生、多出來的一天，多麼快樂。

所以法師覺得病並不可怕，很多人是被癌症嚇
死、被自己嚇死的，因為心病更嚴重。法師是個很
健康的病人，在病中，他未將自己關起來，仍到處
演講，一年甚至講到兩百多場。

法師很隨緣，做什麼事都「隨時提起，隨時放下」，現在他很認真講
話，結束後就沒有這件事了，所以心中無事。他可以一天做很多的事情，做
完就放下，心中沒有掛礙。

生病對於法師來講是一個過程，法師說自己的醫生很可愛，在治療完
畢時還發給他「畢業證書」。他說色身的無常，就像碰到春夏秋冬、閃電雷
雨、土石崩塌，但你把它弄好就好了。看待病的心態很重要，心理健康也很
重要。有的人因病沮喪、憂鬱、憤怒、焦慮，甚至影響到家人，把整個生活
秩序弄亂。中氣十足的法師問我們：「你看我像生病的人嗎？」因為法師保
持心理健康，對現狀也感到滿意，因此臉上看不見病容。

其實生病帶給法師很多的感悟，可以寫成一篇「幸福其實很簡單」的文
章。最近法師才剛做完治療，並從加拿大弘法回來，回到台灣後，行程依然
排得滿滿。他說，由於現在受到環境賀爾蒙的關係，有病請勿拖延。癌症不
是絕症，是可以痊癒的。自己很幸運，有很好的醫療團隊，碰到好醫生，也
感謝大家為他祝禱。

為什麼做人？要做什麼樣的人？

法師的佛學造詣深厚，可從佛法中的一字，撰寫成一本《一字禪》。這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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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隨手翻開一頁，就能從那一頁開始閱讀。法師謙虛地說：「不是我寫得
好，而是佛法本身就那麼的好。」

40年前，大學生出家並不普遍，法師是第一批在佛光山出家的大學生。
而他覺得這一生最有智慧的事，就是選擇走進佛門。出家後，喜悅有增無
減，生命越來越安定、寧靜，看事情越來越通透，更能體會平常心的快樂和
珍貴。

最後採訪結束時，法師送大家幾句話：「想要身體健康，要放鬆；想要
生活過得自在，要放空；想要過得很有智慧，要放下。」大家可以想想，為
什麼做人？要做什麼樣的人？不要枉來人間走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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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鄭石岩 教授 心理諮商家、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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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一樓會議廳 
臺南市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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