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的第一天，臺
北101大樓的煙火彷彿才
剛消散，我們就已經聚
集在臺北車站，準備搭
車前往新竹元光寺，開
始全新的精進了。

離開城市的喧鬧，
山林之間充滿安寧。車
子穿行在山間小道上，
左右遠處是青山，近處
有綠樹，偶爾能看見初
升不久的旭日。

我接觸佛法並沒有
多久，車上同學問起我
來此的因緣，我便只是
說自己的一些生活中問

題，和對問題思考後的
一些想法。講著講著，
我發現其實這些對自己
生活的反思，就已經帶
著我考量過苦集滅道、
生老病死的道理了。加
上自己學習中國古代文
學的基礎，使我在初步
接觸佛典的時候，就深
有感觸，並日益鑽研。

元光寺是日治時代
便存在的古寺，來之前，
我們聽說過很多關於現
任住持普獻法師的故事。
禮佛問訊畢，大家靜靜地
坐著，等待法師的開示。

「新年第一天，風
雨故人來，大家能在這樣
的日子來到元光寺，不知
道此前有多少不可思議
之因緣啊！」普獻法師如
是感歎，我坐在下面，也
感到這樣的場合別有意
味。我之所以願意在這
一天來，而不是去街上熱
鬧，約幾個朋友去玩，或
者直接睡一個大覺，也正
是順應了這不可思議的
因緣，希望能在這個全新
的日子裡，再次諦聽佛法
的智慧。

普獻法師講得簡單

苦海尋航

 謝蒙恩
臺大中國文學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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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他用一張講義，
牽出了佛法中對煩惱的
思考。這正直擊要害，
因為引領我進入佛法
的，正是我對於煩惱的
厭惡和無奈。薄地凡夫
自然是在煩惱中輪迴往
復而不得解脫的。反觀
我的過去，我就覺得以
前的狀態是在煩惱的閉
環中旋轉。

剛進入大學，自己
就像個初遇新鮮世界的
孩子。就像初戀一樣，一
切新奇，處處鮮亮。我到
處參加社團、聽講座、旁
聽課程與結交好友。我就
像一個自以為可如高中
那般，做到「全面勝利」
的孩子一樣，試圖把握全
部的技藝，體察全面的道
理。然而由此開始，我就
走上注定失敗的路了。因
為稍有不足，煩惱就找到
了生發出來的間隙。自此
我無論如何反思，始終是
在既定的思維模式裡面去
刻意做到更好，從而對煩

惱束手無策，任憑煩惱一
個逼迫出另一個，不斷滋
長出來。

法師講：「要能想辦
法增加自己的生命能量。
通過學習和修行，不斷地
提高自己，做到隨時隨地
令眾歡喜，不生煩惱。」
而我一直追求的，希望實
現的也正是法師所開示
的內容。我對於積壓在內
心的無限煩惱已經產生
厭離，總想擺脫卻又不
斷造作。此前，無非是暫
時壓抑，或者轉移注意
而已，但我自己明確地知
悉，那些煩惱始終還在，
堅固地挺立在那兒，等待
著一點火光，然後爆裂出
來。

我不斷地追尋解
決方法，直到我接觸到
了佛法。世俗的許多方
法根本解決不了煩惱的
難題。而修習佛法，確
實能提高自己的生命能
量。我想用我自己這些
日子學習的感受來證
明，或許很功利，倒卻
是我真摯的思考。

禪定，讓我們專注
於現在，不追馳、不妄
想。佛法，幫我們在事理
上去除無明，愈來愈明。
在我不斷修習二者的過
程中發現，當煩惱出現
時，事理上我能明白地
看穿它，心中也慢慢地
能做到隨時放下這個造
作的念頭。禪悅法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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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待言，行住坐臥乃至
各種各樣的活動中，我
經常能自然地生出喜悅
的感受，以至於安寧而
怡然。

我不想說這是「玄
學」或「偽科學」，因為
這就是我「親證」的，是
我作為一個從小接受科
學教育，不相信任何宗
教的人，清清楚楚想寫下
來的直觀感受。

在我看來，知識
分子走出了反思自我的
一步之後，如果還想安
住內心，就要付出更大
的努力，而不可能有輕
而易舉的穩定了。就像
離開了港口而選擇出航
的人，當你在港口，上
岸很輕鬆，或接受一個
神，或接受一個命，拜
一拜領袖，認定一個權
威就夠了；然而一旦你
質疑了他們，選擇了出
航，去尋找破除煩惱的
真理之後，你就已經危
險了。因為你總會在海

上漂泊，永遠被外界的
翻滾洶湧所牽脅著，在
無常中運動，颳風下雨
打雷也是無法預料的，
每每往前一步，就感覺
到港口有人向你招手喊
話，可你又已經厭離，
深知回去就是永遠的內
心動蕩，所以又不得不
向前，儘管自己不知道
前面是什麼。

苦海中的追尋求
索過程如是，我在接觸
佛法之前就是如此。或
許即便窮盡了世間的門

道，也很難真正讓自己
內心在大海裡安寧。

正如普獻法師在開
示的末尾留給我們的兩
句話─「悲智交融，
信智合一。」佛陀的教
導中，智慧有極其重要
的位置。也正是如此，
我們皈依三寶，不是選
擇崇拜，而是要通過智
慧的生發和清淨的親
證，以霹靂雷霆般的般
若為我們被煩惱覆蓋的
心拓展出一片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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