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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者的生命風範

從禪修中粹練生命

禪修是我們證得菩提果的一把鑰匙，有了禪修這把鑰匙，我們才能掌握自

己，做心的主人，而不至於在修行之道上「失魂落魄」。所以，修行的知見必

須要確立，禪修的方法一定要正確，找到那把鑰匙，才能開啟解脫輪迴的

因緣。

有人剛開始發心修行沒幾年，就生起煩惱來，問：「有修行和沒修行還不

都是一樣，人家吃三餐，我們照吃，也還是要洗衣服、洗澡、工作、掃地，我

到底比別人多了什麼？」

從外相的生活上看來，你與別人並無不同，但有修行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雖然工作依然，生活依然，但你的菩薩行是生生世世的，就是不一樣，再繼

續，再精勤就是不一樣，為什麼？因為有因緣讓我弘法，我便與他人產生聯

繫，建立相互的關係，我能跟大眾一起學習，共結法緣是很殊勝且值得慶

幸的事情，求之都來不及。

就我個人來說，承蒙你們看得起，我才能來這裡出家共修，我真的如此看

待。我從未向人家介紹：「這位某某是我的學生。」而是說：「這位是僧寶，

是某某法師。」我確實是這樣想的。每個因緣都得來不易，因為我有志同道合

的道侶，能走在同一條路上同甘共苦，是非常難得的事，沒有任何人能單獨活

在世間。

禪修者除了精進於禪修外，還要再經過漫長而久遠的時間來長養福德與智

慧，這沒有終止的一天。除了自己獲得覺悟以外，還要覺悟他人，最終覺行

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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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可豐厚修行的生命故事

我來講一個故事。有一位名作家，文筆非常好，他寫的小說，讀者看了都

愛不釋手，而且男女間的深情款款，他都能描繪得入木三分。而他最喜歡寫戰

爭場面，讓人看了如臨現場、熱血沸騰。

有天，一位禪修者去找這位作家，請他講桃太郎的故事。禪修者說：「小

時候最喜歡聽這個故事，我就是聽這個故事長大的。小時候在媽媽的臂彎裡聽

媽媽講這個故事，不知不覺地就睡著了，到現在還難忘這樣的感覺。請您講這

個故事給我聽。」

作家說：「好，但不是今天。」作家認為禪修者是個很有修行的人，他應

該把故事稍微組織一下，這樣會更加精彩，於是兩人就約好某個日子來講

故事。

等到那天時，禪修者說：「不行，我今天不聽。」作家就和禪修者約定明

年再說。隔年，禪修者還是不想聽，又再推遲一年。直到第五年，禪修者才願

意聽，這時作家終於對他說了這個故事，那內容和他第一年所準備的版本，已

經有許多不同之處了。

如果以禪修者來說，我們也有屬於修行的故事，但加進了禪修，你修行的

內涵已經有所不同，你的故事所呈現出來的已經不同於最初了。就像小時候我

們在媽媽的臂彎裡面，聽媽媽說故事，我們就睡著了，她還在繼續說。她在故

事中，很自然加進了一些東西，讓故事更精彩。現在我們禪修，學習從觀呼吸

來體會身心的實相，隨著你對禪修的深入，你修行生命的故事也將愈來愈有深

度，愈來愈豐富，你的修行人生會因此變得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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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看過這樣一則故事，有個年輕人在父親去世後出家了，但家裡剩下媽

媽獨自一人，無人照顧她怎麼辦呢？後來他便帶著媽媽一起在佛寺裡修行，並

勸導媽媽要用功念佛，跟大眾一起共修。

過了幾年，他的媽媽已適應了佛寺裡的生活，也非常用功，他除了照顧媽

媽外，便是忙於法務，常常到各地弘法。他的媽媽逐漸年老體衰，不免病苦。

有次遠行弘法，媽媽突然因病去世。待他回到寺院時，只見到棺木，因為當時

沒有冰櫃可以冷凍，所以法師們只好先將遺體封棺。

他撫觸棺木，在心裡默默地對媽媽說：「娘！我回來了。」

接著說：「孩子！你回來了，娘很高興。」

然後，轉個身向所有的法師說：「安葬，啟程。」

這個故事說到修行人一方面用功、弘法，一方面照顧母親，也告訴我們修

行人如何不違背初衷與擔負起世間的責任，這叫做禪者的風範。禪修者在世間

會遇到許多的因緣與境界，但是他永遠要回到當下去面對與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