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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初次踏入「金法林利生佛學中心」，是在今年（二○一四年）仲春

時節。連日的寒流伴隨細雨紛飛，令人倍覺春寒料峭。甫入中心大門，迎

面 呈 現 的 是 脫 俗 風 格 的 建 築 裝 潢 ， 到 達 一 樓 會 客 廳 ， 窗 明 几 淨 ， 陳 設 簡

單，讓人感覺相當舒適，心情也自然地放鬆下來。格西親切的招呼採訪者

就座，他以流利的中文，分享其個人出家修行與出生家庭間的因緣。滇津

明就格西生於西藏康區，十八歲到南印度的色拉寺學習經論。經過數十年

努力不懈地學習，終於完成藏傳佛教五部大論的修學，並且通過六次格魯

巴 僧 伽 大 學 的 考 試 。 在 二 ○ ○ 三 年 通 過 最 後 一 次 的 考 試 後 ， 獲 頒 第 一 等

「拉然巴」格西學位。

出家修行圓滿父母親的期盼

西藏是一個篤信佛教的

國家，當家中有男孩子出生

時，父母親都希望男孩子能

出家。因為他們知道人生中

會有許多窮通起伏，尤其輪

迴的痛苦眾多，所以希望男

孩子能走不同的道路，而出

家是最好的選擇。我的父母

親育有三男二女，其中只有

我和弟弟出家，哥哥因為要扛起家裡的生活責任，因此沒辦法出家修

行。我在西康生活的時候，父母親不斷地叮嚀我要親近寺院，當時是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久，許多寺院正要重建，於是我就去寺院幫忙重

建的工作，父母親心裡就比較滿足，心想這個孩子一定會出家。

我和弟弟一出生，父母親就已經在寺院裡進行要讓小孩出家的登

記手續，其實我根本沒有想過要出家，我們可以說一半是被逼迫的。

我十八、十九歲的時候，父母親要我到印度留學，其實這是善意的謊

言，叫我到印度深造，主要目的就是要我出家修行。我的舅舅當時在

南印度色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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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拉寺，當我到達南印度色拉寺以後，舅舅就立刻幫我剃度，並把袈裟拿給

我穿。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我一直無法認定自己已經成為一位出家人，這

樣的心情調整很久。後來我藉由佛法的薰習，深入了解佛陀宣說的義理，自

己的思想也愈來愈成熟，才真正體會到出家是人生最好的選擇。對我們西藏

人而言，孩子出家修行就是滿了父母親的願。當父母親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寺

院裡研讀和修持佛法，個性與想法都和過去變得不一樣，各方面都成長得更

加成熟且穩重的時候，他們就很開心，很滿足了。

出家，與家人的關係反而更加緊密

有些人認為，出家以後就必須要和家人斷絕關係，會與家人失去連結。

也有執持傳統觀念的人，沒有辦法改變自己的想法，認為小孩出家以後，家

族的血脈會因此中斷，所以認定孩子出家是一件糟糕的事情。這種傳統的觀

念，是需要改變的。血脈中斷這件事情並不重要，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

個體，都是單獨生於這個世上；死亡的時候，也是獨自一人離開人世，我們

沒辦法把家人帶到下輩子去。人們在世間上生活很辛苦，由於外在經濟條件

的不足，容易受到生活壓力的打擊。但不管孩子承受多大的壓力，甚至經濟

生活無法自給所需，抱持傳統觀念的父母親都會認為孩子將來一定要成家，

這樣才是圓滿父母親的願望，這種想法有時候會與現實生活衝突。父母親一

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好好過日子，生活一定要快樂美滿，但各方面的條件

都想和別人比較，他們的想法跟做法不一樣，一方面要孩子好好過日子，另

一方面又有許多的標準和要求，甚至不允許孩子出家修行，追求離苦得樂的

涅槃之道。

我還記得當年離開西藏，到印度留學時，弟弟年歲尚小。十幾年後，

我和家人商量，請他們將弟弟送去印度學習佛法。第一次由大哥陪同弟弟前

往印度，途中就被中國的公安抓回去了。弟弟是在第二次離開西藏時，才順

利抵達南印度色拉寺，由我負責照顧他，供給生活所需的開銷，並指導他在

佛法學習上的諸多疑難。當時我們無法使用電話與家人聯繫，僅能依靠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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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來，讓父母知道我和弟弟的近況。有幾次收到父母的回信，父母親都和我

們說：「能夠看到你們兄弟倆藉著佛法的修學，想法愈來愈成熟懂事，我們

很安心，也相當高興。」我認為自己身為出家人，無論是持守戒律的生活方

式，或是依著修學佛法所獲得的體會或領悟，這都是相當殊勝的。從經濟層

面來說，雖然出家人什麼都沒有，可是自己真正需要的東西也非常少，如此

簡單且清淨的生活，的確是值得讓人感到羨慕，也讓自己深深自豪的一件事

情。

在佛法的修學上，出離心是讓我們可以藉此脫離輪迴的因。所謂的「出

離心」，是指出離三界內諸多煩惱所產生的過患，出離三界內負面的心念

和行為。家人與親戚朋友並不是輪迴的原因，輪迴的因是我們身語意上的

過失，自己不願意有這種過失，所以想要離開五濁惡世，脫離輪迴的痛

苦。例如：貪求女色與榮華富貴、名聞利養，這些都是輪迴的過患。出離

心不是遠離家人、遠離眾生，而是遠離罪惡。

緣著父母修慈悲─七因果口訣

（一）知母

佛教談到慈心、悲心和四無量

心，種種修行方式都有其對境。阿底

峽尊者曾開示七因果口訣，我們可以

藉由培養慈心與悲心，累積福德資糧

與智慧資糧，增長大悲心，最後成就

無上菩提心。首先我們必須踏出第一

步─「知母」，心中想著：因為知

道有前世和來世，而自己從無始劫來即反覆於輪迴中受生，投生的狀態則

有「胎、卵、濕、化」四種，若為胎生者，即須父母受胎及照顧，也因為

我們於輪迴中已受胎無數次，是故可藉此推斷無量的眾生亦曾經做過自己

的父母親。因為時間的隔閡，再加上我們沒有記憶宿世因果的智慧，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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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曾經是自己的父母，他們在過去世實際上都曾像今生的父母親一般，

對我們悉心照顧。眾生對自己有如此大的恩德，所以當眾生面臨痛苦的時

候，希望能夠幫助他們脫離痛苦，能這樣思惟的時候，就是修練悲心。當

我們藉由如理的思惟，得以確認無量的眾生都曾是自己的父母親，這就是

知母。

（二）念恩

其次，我們應當憶念父母親對自

己的恩德，心裡想著：假如沒有父母

親的照顧，自己根本就沒辦法存活下

來。父母親為自己付出這麼多，真的

很偉大。再者，無量的眾生在過去世

也曾像母親一樣照顧過我，同樣也愛

過我。那麼我現在從做人做事的基本

觀念來看，就不應該離棄他們，要盡自己所有的能力去幫助他們，這樣反

覆不斷的思惟，就是第二個步驟─「念恩」。

（三）報恩

第三個步驟是「報恩」，既然知道父母對自己有很大的恩德，必定要盡

己所能去報答他們。這就像是我們接受他人贈禮時，要懂得感恩回饋，是

一樣的道理。如何回饋他們呢？自己應該要好好實踐正法，有能力的時

候，要與父母分享佛理，法布施給他們，引導他們走在正道上，這就是

最好的報恩。沒有這樣的能力，就大力的去發願和發心，將行善所獲之

功德迴向給他們，希望他們能脫離痛苦，好好的過日子，這樣子也是很

好的心態。

（四）修慈心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會與各式各樣的人相處。而在自己的生活當中，我

格西（右一）對大眾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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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將某些人視為最好的朋友，某些人則是最討厭的人，此種心態的出現

就是內心裡具有某些煩惱，導致分別心顯現在面前，這是不對的。我們

一定要反省，這是自己的錯。我們可以試著去推論：為什麼同樣一個人，

別人覺得很順眼，自己卻覺得看不順眼？這問題存在於他的身上，還是

存在我的心中。我們仔細去想，可以知道問題確實存在於我們的心中。這

怎麼說呢？我們從自己的角度，成立一個厭惡的對象存在，這個對象還

是自己加油添醋所產生的。自己可以先觀察一下，我們的心是不是按照自

己粗魯的心念，把對方視為厭惡的人。如果對方根本上真的是一個厭惡

的人，那麼應該不論是誰都會厭惡他。但事實是如此嗎？並非如此。這是

我們的缺點，我們根本就沒有察覺到，令自己感到厭惡的對境，這都是自

己造作出來的。

以世間法來講，修慈心是道德的行為，具足慈心就沒有敵人，擁有智慧

就沒有煩惱。每個人都在追求快樂，創造自己的前途，看重自己的尊嚴，

但是我們習慣用分別心去看待他人，一邊是討厭，一邊是喜歡，有這樣的

看法，你的前途就不會那麼好。若我們常修慈心，能忍辱，自己的人緣就

會愈來愈好，生活當中沒有敵人，大家就能相信你。否則，如果僅依靠個

人的偏見去看待人事物，用分別心去和人相處，你的人緣就會愈來愈差，

這樣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成功。舉例來說：一個做事好商量的人，即使他

學問不好，但在公司上班，老闆還是會多關照一些。相反的，一個人學問

雖然很好，但是脾氣不好，常常跟同事吵架，這種人在公司人緣不好，也

不會有朋友。我們應該如此思惟：所有的人就如同自己的父母一般，有可

敬和可愛的一面，逐漸轉變眼前這個對境，使他從厭惡的對象變成悅意的

對象，這樣修慈心才會順利。阿底峽尊者也曾說過：「當我們開始修行的

時候，能夠把一切眾生視如自己的父母親一般，那麼這世界上就沒有你的

敵人，都會是你悅意的對境。」

（五）修悲心

慈心跟悲心兩者並不一樣，慈心能夠把厭惡的對境轉而視為悅意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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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悲心則是針對受苦受難的人，希望對方能夠脫離困境。悲心和慈心的所

緣境是相同的，皆是緣著一切有情，但想要幫助一切有情遠離痛苦的心，就

是悲心。修學慈心與悲心，對佛弟子而言是相當重要的。當你的好朋友生

病，或不幸發生意外，你一定會感到傷心難過，想盡辦法出錢或出力，幫他

解決困難。

如果你有慈心，悲心就會比較容易修持，心中會希望悅意的對境，可愛

的眾生，趕快脫離困境，擺脫輪迴的痛苦。我們這樣反覆的修持與思惟，攝

受的範圍愈來愈廣，當我們有一天，心裡有：「恨不得一切眾生，都能早日

脫離輪迴痛苦」的想法，能夠如此修持，就會產生大悲心，這種能力增長的

過程，就是我們下面所說的「增上意樂」。

（六）增上意樂

在修持慈心與悲心的階段，我們僅是希望生活周遭的人們能夠離苦得

樂。而「增上意樂」則是希望藉由一己之力，讓一切眾生能夠早日離苦得

樂，這樣的發心遠超過慈心與悲心，是故以「增上意樂」稱之。

我們在內心中如理地思惟，憶念一切眾生，希望三界眾生脫離輪迴的

痛苦，這個心念就叫大悲心。我們可以仔細想想：一切眾生於輪迴中受苦的

包袱，都由我來承擔，我有沒有能力扛起這個責任呢？我們現在沒有這個能

力，有這種能力的人是誰？除了佛陀以外，已經沒有其他的人。因此為了利

益眾生，我必須先成就佛果，再來救度一切眾生。而這種「為利眾生願成

佛」的心念，就叫做菩提心。

（七）生起菩提心

透過以上的思惟方式，讓自己的心中生起「為利眾生願成佛」的念頭，

這種念頭對我們現在而言，並無法任運生起。我們藉著「七因果口訣」的教

授，依次思惟，就能夠在心中生起造作的菩提心。再依著不斷練習造作菩提

心的因，最終就能夠生起任運的菩提心，具有進入大乘菩薩道的資格。即便

現在無法生起任運的菩提心，僅能生起造作的菩提心，這也是相當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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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情。我們若藉由造作的菩提心行種種善行，即使只是稱唸一遍六字大

明咒，功德也是相當廣大的。

每個人在生活當中，有許多迎面而來的衝擊與挑戰，使自己無法調伏自

身的心緒，產生各種困難。如果能夠改善自己的心，修行就會愈來愈順利，

也會具有能力幫助自己和他人。

接引家人學佛，從改變自己開始

給父母最好的佛法禮物，有兩

種：一種是父母看不到的禮物，你依

著佛法的義理，所做的種種善行，從

中所獲得的一切功德，永遠都迴向給

父母親和一切眾生，這就是給父母最

好的禮物。另一種是父母看得到的禮

物，如果你能依教奉行，自淨其意，

就可以讓你的父母與家人看到你的

轉變。他們看到你在身語意上有種種

正向的改變，心裡就會很高興，也更

安心。

家人如果反對你學習佛法，我們就更要依教而行，盡量改善自己的行為

與負面的情緒，學習包容。我們可以發願：將來要與家人一起邁向佛道。經

過長時間的努力，讓家人看到你在身語意上的改變，這種善的轉變會影響家

人，讓家人覺得修學佛法是很有意義的事情，也讓自己有機會向家人證明學

習佛法的利益。

佛法對我們的影響很大，我們的生活過得不愉快，皆來自於個人內心的

習氣與煩惱，藉由學習佛法去調伏內心的煩惱與習氣，煩惱愈來愈少，內心

就會清淨，生活也會愉快，各方面懂得知足，即能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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