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光寺參訪心得(一)

 林子鈞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六年級

午後冬陽迎學子

一個難得出大太陽
的冬季午後，一輛載滿
了台大、國醫、師大等
校同學的巴士於假日自
台北南下，前往位於台
中的慈光寺參訪，為平
日繁忙的生活注入滋潤
的法水。

抵達寺院，在禮
佛、安單後，就直接開
啟這兩天的重頭戲――

惠空法師的佛法開示。
惠空法師的聲音非常宏
亮有朝氣，加上採取問
答的方式與同學互動，
讓人有回到高中上課的
感覺。法師要我們對於
他所講述的內容直接表
達懂或是不懂，目的是
要我們別「閃問題」，
因為學問如基石，基石
不穩就難以將房子蓋
高，若一開始建立的是
模糊的概念，會讓我們
無法理解之後所說的
道理。這種方法非常有
用，一棒敲走了大家飽
餐後萌生的睡意，也讓

我們動腦去思惟法師所
講述的內容，而不是單
方面的被動接收，因此
整個討論過程中大家反
應都非常熱烈。

開示互動解迷惑

法師首先簡單介紹
般若與禪，法師提到般
若是空性，禪就是去除
無明的過程，藉由打坐
的方式去看待自己的心，
不論是哪種禪法，目的
都是在破除心中妄想，
進而生起般若智慧。

法師也向我們簡

靈山捻花趣：
禪修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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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介紹永嘉禪法和參話
頭這兩種法門。永嘉禪
法的次序是先由「忘塵
息念」到「先寂寂，後
惺惺」，接著「寂寂惺
惺」，最後進入「惺惺
為主，寂寂為輔」：打坐
時要先把心從對外境的
攀緣中，收攝到獨頭意
識上，也就是說，打坐
時不管眼、耳、鼻、舌、
身五識根塵相對的覺
受，而只是專注在看自
己內心中的妄念。這種
「看」，具有「看穿、看
破、看消融」的特質，當
我們消融得一分妄念，

就轉化成一分覺性，我
們的心，也就在這種轉
化、淨化的用功過程
中，變得愈有力量。寂
寂和惺惺，其實是我們
心性的兩個特質：寂寂
是沉定、沒有妄想，但
心過於沉寂，就會導致
昏沉；惺惺代表內心活
潑、有覺照，但若過於
活躍，就成為散亂的來
源。寂寂雖是昏沉的根
源，但卻能對治散亂；
雖能對治散亂，但久了
又生昏沉。惺惺雖是散
亂的根源，但卻能對治
昏沉，雖能對治昏沉，

但強了又生散亂，所以
兩者之間有微妙的相
依、相生、相剋的關係，
就像走鋼索般，要隨時
調整自己的心。

參話頭則是另一
種方式，藉由「提住話
頭」到「話頭安住」，
接著「話頭減疑情生」
到「但存疑情」的方式
去伏住妄想，其中那種
在我們探究問題的本質
時所產生的沒有辦法
解答、不知道答案的疑
問感，就是「疑情」。
疑情生起後要將之保持
住，在保持疑問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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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們會迫切地想要知
道答案，這時在疑情之
上，要提攝一種要去看
透、追究的覺知照了的
力量（近似於永嘉禪法「看」
的感覺、「惺惺」的作用），是
一種沒有妄念下的覺知
力。這股覺照力，因為
疑情的推動，一直衝向
心源深處去追究答案，
這就是「參」。

法師提到雖然兩者
方式不同，但是參禪的
共同核心觀念就是要能
夠專一所緣和保持內心
清淨，不管是否學習禪
宗，這種收攝、觀照內
心的方式都是學習佛法
所必須的，一顆向外攀

緣的心容易受干擾，念
佛或是學習其它事情都
難以有所成就。

除了解答我們學佛
過程的種種疑惑，法師
也分享了他出家多年
的心得，師父認為如果
生命是一場博弈，他就
是以一粒小砂礫對賭
整個地球的沙子，旁人
看似單調無趣的出家
生活其實正是充滿智
慧的決定，當我們對生
命越是明瞭透徹，以智
慧去觀察的話，便會理
解出家是一件多麼值
得投資的選擇。我們
能感受到這段話是出
自師父的肺腑之言，也

理解人生其實有許多
不同面向，端看我們品
味的深淺。

禪堂打坐初體驗

上完課之後就是要
實際操作了，因為多數同
學平時較少接觸禪宗相
關的教理，因此對於禪宗
都感到很新鮮，經由法師
的介紹我們對於參禪的
方法和理論有了初步理
解，當時適逢寺院的禪七
期間，因此同學們實際參
與打坐一支香，於實戰
中看看自己究竟有多少
工夫。說來慚愧，實際打
坐後才發覺自己的內心
竟然可以紛亂如麻，剛剛
上課所教的東西似乎一
個都想不起來，心思像
斷線的風箏一樣常常就
不知飄到哪兒，也才理
解理論和實修之間的差
距並非一蹴可幾，若僅
止於口說是難以成就的，
需要下工夫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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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華朝山殊勝行

隔天中午離開慈光
寺後，我們便前往九華
山大興善寺朝聖，以前
便曾聽聞福慧法師（無
名比丘尼）的種種事蹟，
這次有機會去參訪是
難得的體驗。大興善
寺占地廣大，多年來人
潮絡繹不絕，令我們對
於長老尼的道行越發
敬佩，於導覽後同學各
自祈求大悲水，品嘗了
有名的平安麵，希冀菩
薩保佑普天眾生。午
飯後有同學突發奇想，
想來場簡單的朝山，於
是在艷陽下我們一群
人集結於山門前，於聲
聲佛號中慢慢前進，
身體力行「念佛一聲，
福增無量；禮佛一拜，
罪滅河沙」。雖然大興
善寺的風格不像一般
的寺院，但是參訪也讓
我們理解到原來佛法
可以有許多面向，正如

《法華經》〈普門品〉
提到的觀世音菩薩的
三十三應化身，示現不
同的面貌來接引不同
的眾生。

靈山參訪收穫豐

短短兩天一夜的參
訪讓人收穫豐富，也讓
許多同學意猶未盡想

再次造訪，我們就像
善財童子般處處尋覓
善知識，同時也受到
許多照顧，從寺院精
心為同學準備的豐盛
餐點到慧炬及社團幹
部的幫忙，現代學子
學習佛法更加方便，
希 冀 大 家 於 佛 法 道
路上往後也能持續接
觸、日益增上。

photo by Outlookxp，引用自wikipedia，CC BY-SA 4.0九華山大興善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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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光寺參訪心得(二)

 陳岳緯
國立臺灣大學財金系

線性代數老師曾
說：有時候解決數學問
題，引入更高的維度反
而能使思路更加透徹。
初次接觸這種玄之又玄
的概念，一時尚無法理
解，卻在這次參訪慈光
寺及九華山大興善寺
後，使我有了更深的體
悟。

曾經我也和許多人
一樣，一聽到宗教就直
覺上生起厭惡，覺得那
完全不合科學，是心靈

有所缺陷的弱者才會想
要依賴的東西。現代人
喜歡以成見判斷是非，
一方面因為時間成本
低，一方面似乎也從鄙
視他者的過程中享受到
優越感。然而這樣的評
斷，除了逞口舌之快之
外，對於心靈卻毫無助
益。

數年前我突然面臨
了無常的苦難災厄，心
靈坐困愁城。因為這樣
的因緣，促使我開始讀
起佛經。當時對佛教的
理解只有「看空一切」，
便可「遠離顛倒夢想」，
覺得這樣的理念與觀點

比起其他宗教，似乎更
能解救我自身的困境。
在這次的參訪過程中，
對於兩個課題有了深刻
的思索與體悟，在此與
大家分享。	

佛教是不是迷信？
佛教是不是宗教？

承前所述，很多
人一聽到宗教就直接歸
類為迷信，但若要求其
定義宗教，卻又支支
吾吾。東方人民自古以
來，都有其所依憑的中
心思想，譬若中國的道
教、儒家，印度的婆羅
門教、佛教與繼承婆羅
門教的印度教。這些思
想是人民看待世界與解
釋世界的方式，有時甚
至是可化為規範的生活
軌則。從這樣的角度去
理解，佛教的原始本質
其實更貼近於哲學，佛
陀本人不重祭祀、不興
個人崇拜，更不可能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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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當今諸多信徒燒香拜
佛求富貴。佛教所重視
的是空性，因為萬物皆
空，所以隨順因緣，而
非本末倒置地為了虛妄
我執，歌頌彌陀只為求
財、斂財。

普遍意義上的輪迴，
以及佛典關於神通的記載，
是否也是迷信？

世人對此的批判，
不外乎其不可驗證，或
者違反科學而質疑，再
從對此的質疑推演到對
佛教，甚至是對世間各
宗教的全然否定，然而
這樣的思路是待商榷
的。首先，先蘇時期（指
蘇格拉底以前的時期）的希臘
哲學家就曾揭示：我們
不應該執著於自身的經
驗，因為肉身渺小，理
性又有限。古人敬天，
因為科學不發達，人類
對自身的知識沒有自
信，而現代人因為科學

較為昌明，便認為自身
能理解萬物，然而且不
說科學亦是我們現代人
的宗教，縱是科學自身
亦是有其侷限之處。

再者，我完全認
同縱然科學有侷限，也
不代表就該由宗教來解
釋。佛典是佛滅度後
才由僧團集結修訂，又
經百代凡夫刪改，如今
所見必然有失真之處，
然而正如慈光寺惠空法
師開示：「我們不應該
因小失大，其實我至今
也尚未相信有神通，然
而因執著於此，而捨棄
整個佛法對人生價值與

意義上的提升，我想亦
非允當。」回過頭想，
我們能接受講究精確的
科學有所瑕疵，對注重
實踐的宗教，卻以最高
的標準審視，一隅錯，
即全盤虛假，如此何其
偏頗？有如一位中學生
在報紙上看到新聞報導
量子力學打破古典力學
的牛頓三定律，便認為
物理科，甚至教育體制
皆為虛假而因此棄學，
是否反應過度，因小失
大？

對於佛典中不可思
議、難以信服的部分，
我都盡量以譬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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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理解，譬如我曾聽聞
有人把輪迴解釋成日日
之間，甚至是念念之間
的遞轉，我們無時無
刻不在承接上一剎那的
自己所延續而來的記憶
活著。從此角度去理解
輪迴，似乎也多了些趣
味，少了許多迷信。

此次參訪慈光寺及
大興善寺，二處迥異的

宗風也使我對於佛教，
乃至於宗教，有了更深
一層的理解。非常感謝
惠空法師如雷貫耳的教
導，以及年初時至獅頭
山金剛寺，見翹法師將
佛法融入自身，溫柔慈
悲的以身作則，使我對
於生命的意義，有了更
深刻的領會。

慈光寺參訪心得(三)

 張旻茹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四年級

參訪慈光寺的行程
乃陳子豪學長所推薦，
我個人對慈光寺與惠空
法師了解有限（僅限於翻閱
晨曦社社辦所收藏之惠空法師

著作《般若道次第》），卻仰
慕法師以般若、禪修見
長之名，是以非常期待
此行。和同學們參訪慈
光寺雖只有一週末的時
間，然聽聞及學習所得
的收穫卻是非常充實，
的確不虛此行。此次慈
光寺的參訪旅程期待已
久，短短兩日充實的學
習與體驗，只覺時光匆
匆，意猶未盡！

惠空法師雖是國
文系專業出身，卻大大
顛覆一般人對於文組性
格偏重感性與直覺的
固有印象，向同學們講
解緣起性空的概念時，
皆為縝密的邏輯思維，
循序漸進。課程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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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置身《中論》問答的
實況！有時同學們對佛
法中「假名安立」觀念
的普遍性提出疑惑：
「倘若萬法相待而有，
那『我』也相待嗎？」
法師便立刻出手回擊：
「一個念佛的『我』假
如能夠獨立存在的話，
在哪裡？是在你的嘴
唇、舌頭，還是牙齒？
假若是舌頭，那沒有嘴
唇和牙齒的話，『我』
能念佛嗎？」如此一來
一往的問答，讓我們一
般對於我、法固有的執
著顯露無疑，不得不承
認這些執著的虛妄性。
同學們從課程當中的學
習，對般若智慧的理解
愈加深刻，更讓人對於
佛法的普遍性及其屹立
不搖的智慧升起信心。

	 此 次 佛 法 問 答
中，也得以向法師請益
一個困擾已久的問題。
最近因同學們研讀蕅益
大師的《天台教觀綱

宗》，討論到「般若」
的判教問題—若二諦
圓融的緣起性空判為通
教，般若是否不究竟或
不如別教、圓教的佛法
知見呢？惠空法師以生
動的譬喻告訴大家，實
際上佛法見解安立為通
教、別教、圓教，就如
做各種工程需要不同的
測量單位。若是蓋一座
房子，就用公分、公尺
為標準；若是天文物理
的工程，就必須以光年
為準。依於現前基礎認
知的培養與煩惱的破
斥，有若公分、公尺一
般的通教教法已是足

夠。同時法師也強調，
最究竟的空性實則超越
於所有空、有的相待安
立之外，故最深的般若
實際上就是圓教的知
見。所有佛法見解淺深
的不同都是為眾生不同
階段之需要而有；若不
通達通教的道理，更不
可能了解別教、圓教所
要通達的生命境界。經
由法師講解，讓人意識
到修學佛法中實事求是
的重要性。如《六祖壇
經》曰：「我此法門，
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
慧。何以故？為世人有
八萬四千塵勞。」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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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依眾生心相而起，
因此即便學習各種教
理、判教框架，我們也
不應在其中迷失，於分
別之上再妄加分別。面
對各種不同法門，我們
應該了解這些法門於修
學中佔據的位置，學習
以靈活的思考、願意不
斷深入的開放態度面對
佛法。若是在文字上鑽
牛角尖，便是有違佛陀
為開展智慧、破除執著
而宣說佛法的本意，背
離了「法尚應捨，何況
非法」之道理。

和同學們的互動
中，惠空法師給同學們
傳授的不僅是佛法的知
識、修行的法門，更展
現對於生命價值的深
刻憧憬。法師分享自己
在師大中道社接觸、學
習佛法的經驗，結合其
國學專業的知識，開始
思考史上帝王將相、才
子佳人各種多姿多彩的
生命，最終卻難以把握

一個永存不滅的價值。
從最根本對於無常的認
知，法師對佛法及修行
的意義認知愈益深刻，
最終也願意投入自己所
有的生命，向成佛這個
偉大的目標前進。惠空
法師更是信心十足地告
訴大家：「我現在已經
六十三歲了，但實際上
我的生命才剛剛開始。」

得聞法師的生命經
歷，也不得不思考自己
生命中佛法所佔據的位
置。誠如法師所言，在中
文系日日與我們相伴的
古書，裡頭盡是古人最
終敵不過無常以及世事
變遷的事蹟。且不談叱

吒一時的成王敗寇，所
求的功名利祿一樣在無
常中消亡；對於最高尚的
生命理想，我們縱然可
以稱道孔子為天下奔走
之苦心，佩服屈原憂國
憂民之胸懷，然而他們
的追求都最終落空，使
得這些偉人鬱鬱而終。
若謂他們「求仁得仁」，
如此為天下奔走而其志
不得伸張，是否真的能
夠無怨以終呢？若是真
正的無怨，他們壯烈的
犧牲卻為天下換得什
麼實質的利益？或許是
我個人想法過於務實，
但反觀史上種種文明思
想，無論尋求功名利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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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道德的高尚，所求
皆難以遂心，更遑論達
到生命真正的超越。從
對般若初步的理解中，
開始認識其「住於無住」
的生命智慧乃是遍一切
法而顛撲不破的；因其
無所執取、任運隨順因
緣的特質，我們得以超
越現實中所安立的種種
限制。所有生、老、病、
死、求不得、怨憎會等

所有生死輪迴的現象，
乃至社會、政治、自然環
境中善惡業報的呈現，
都依於一念無明執取而
起，依念念無明而輾轉
相續。雖然我個人對佛
法的信心仍然有待於修
行過程中培養，就其理
而言，佛法所提供的世
界觀、生命觀以及對人
生問題的解答，超乎所
有文明思想之上，更開

展了不一樣的可能。
此次參訪慈光寺，

算是初次認識一個禪修
道場的道風及對生命智
慧的追求，實在是獲益
良多。感謝惠空法師、
常住師父與護持居士對
大家的照顧！同時也感
謝同學們的踴躍參與，
希望大家藉此行所聽
聞、修學，生命皆得以
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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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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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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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佛
教
具
有
極
大
影
響
力
，
本

次
講
座
主
要
探
討
大
師
在
修
持
方
法
上
開
創
的
「
十
念
記
數
」
念
佛

法
，
後
來
更
運
用
到
《
楞
嚴
經
勢
至
菩
薩
念
佛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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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
都
攝
六

根
」
，
教
導
念
佛
行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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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有
效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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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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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亂
，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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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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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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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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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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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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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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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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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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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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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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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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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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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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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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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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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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