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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禪法開發內在能量 －張菀真 

 

創意跟佛法有關係嗎？創意是將「心」中的想法表達出來，而佛法本來就是關於「心」的變

化，兩者之間有著微妙的關係；佛法讓人洞悉內心的想法，讓人更容易將想法表達，這不就

是創意嗎？ 

 

創意，也不是創作者所獨享，人人都需要創意，就像佛法無所不在，當然也關心如何激發出

創意，甚至活出創意，讓生活不再一成不變，生命更加地豐富。 

 

可是現實中，反觀人的心總是散亂的，常常被外在環境或事情干擾；我們的觀察力也不敏銳，

對周遭的一切「習以為常」，更遑論去聽聽自己內心的聲音。此時，如果能藉助佛法、禪修的

好方法，讓心沉靜下來，會發現問題，進而尋求到答案。 

 

聖嚴法師在《禪與科學》提到，因為人們在參加密集的禪修，透過打坐冥思，心境有了變化，

再去觀察四周環境，一花一葉，一草一木，一沙一石……，都顯得生機無窮，發現自己以前

從未看到的美，落實在藝術上，就成了創意的展現，藝術可說是禪的副產品。 

 

而知名導演賴聲川更現身說法，他因幾年前到印度菩提迦葉旅行，在佛陀證悟的地方參與了

佛教法會，沉浸在當地佛法的氛圍裡，而啟發了他對於創意的不同看法。他提到，早已有些

東西在心裡，透過到聖地感染佛法氛圍，有了一些關於創意的想法，甚至出書與人分享佛法

對於創意產生過程的助益。 

 

還有相聲表演者馮翊綱、傳記作家潘?、航太科學教授鄭育能、企業家施振榮都從佛法中受益，

擷取出創意，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在世人眼前；他們的成就在在向人們證明，佛法蘊含了激發、

執行創意的潛能。 

 

其實佛法的思想觀念、禪修方法、強調往內心深掘修行的方式，原本就與創作者於創作過程

中所呈現的精神與心靈狀態相互呼應，寬謙法師便從他父親楊英風身上，深刻感受到佛法帶

給父親的影響力，佛法成了源源不絕的創作靈感。 

 

創作與創意的發想和執行，不只是牽涉到各領域的專業技巧，它同時也是一個「修心」、「修

行」的過程，此外，創意也需要創作者具備豐沛的生命力，這些其實都可以從佛法中找到力

量。 

 

 佛法為什麼會對於獲得、執行「獨特的」創意有幫助呢？一位長期接受佛法浸潤的知名科

技公司創辦人認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佛法可以「替生命找到創意」，為何生命需要創意呢？

因為當生命找到創意時，知道自己為何而活，知道如何讓生命更有意義，這樣會使人在工作

上有支撐，情緒也會比較穩定，所以做任何事情自然能保持輕鬆、滿足、愉快，如此，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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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容易有創意產生。 

 

  惠敏法師在《禪定與生活》中，提到禪修對於藝術、美感與生活藝術是息息相關的，這三

者透過「自己」的思想、語言與行為展現創意。惠敏法師認為若將藝術種種美感簡化為「寂

靜美感」，這與禪定是相呼應的。禪定在印度語就是「靜慮」之意，把心靜心下來、好好想；

更簡單來說，就是一種「覺察力」，比一般日常生活的心態更為敏銳而穩定。 

 

  如何培養覺察力呢？惠敏法師從佛法四念住即身念住、受念住、心念住與法念住提供方法，

主要是觀呼吸、覺知受想、覺知心、觀無常，時時觀照身心的變化，進而把心靜下來，覺察

力便會敏銳。如果人們擁有穩定的覺察力，創意當然不虞匱乏。 

 

  當發想創意時，創作者能否從原有的事物中看見不同的層面，產生新的連結，可以做為決

定一個人具備創意能力與否的指標。那麼，究竟佛法如何提供連結能力呢？ 

 

 對此，禪修所提供的，是一種鬆緊調節的機制。因為有時發揮無限想像力尋找聯結時，需

要「高度的專注力」，賴聲川即稱自己在寫作時能夠「很有靈感」即是因此使然。賴聲川在其

書中提到，「詩人的心、藝術家的心、創意的心，能看到事物之間的深層關係、連結、可能性，

又能重新組合這些可能性，讓新的關係從新的可能性中生成。」 

 

但有時過度專注反而引起緊張，因而減低了創意，此時就需要「放鬆」。人物傳記作家潘?回

憶一次採訪雕刻家朱銘的經驗時，提到朱銘曾告訴她：「在進行創作時，要把心境調整到一個

狀態：放鬆不拘束，讓真我出來活動。」用禪修的角度來看，一旦身心放鬆了，讓奔放的真

我出來活動，即是讓連結自由發揮產生的時刻。 

 

可是人們常常會面臨創意匱乏，無論是創作上缺乏靈感，產品開發或企業經營出現瓶頸，甚

至感到生活乏善可陳，覺得「心」力不濟，或是心思雜亂。 

  

禪修的捨念，讓人在創意想與執行的過程中減少得失心，而單純地享受玩創意的樂趣。「當自

己沒有得失心時，也會比較有創意，因為你不會擔心成敗與成果，如果得失心很重，就會失

去創意。」科技公司創辦人回想以往的工作經驗時如此表示。他說，自己最快樂的一段工作

經驗，就是完全沒有得失心的時候。因為沒有得失心，「放下」工作本身以外的雜念，所以能

全心投入創意的樂趣裡，不思其他。 

 

創意在執行的過程時也可能面臨瓶頸，此時如果深陷其中，無法突破，將使創意的發想嘎然

而止，或者停留在某一個階段無法再往前精進。此時所需要的煉心，即是禪修中的「放下」。 

朱銘即運用了放下、丟的方法，在藝術上走出自己的獨特風格。因為，他最後體認到，一個

藝術家的形成即不僅僅在於學習純熟的技巧而已，雖然技巧的學習是藝術家的基本功，但是

只有「一路學，一路丟」，才有辦法走出藝術家的自我風格。他在《朱銘的美學觀》裡即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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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寫實風格的雕刻到「太極‧人間系列」注重於表現作品的精神氣韻，即是放下、丟掉了精

細的技巧所做的轉向，也同時走出了他的兩位師承老師：李金川與楊英風的風格，而獨具一

幟。 

 

不僅是朱銘，馮翊綱與施振榮也都知曉「放下」的藝術，唯有真正的放下，不回頭去想過去

的輝煌，丟掉過去的包袱，才能產生新的想法──創意。 

 

 有時，創作的瓶頸則來自於創作環境所帶來的考驗與壓力，例如創作者彼此之間的競爭。

從事科技藝術創作的陳永賢即說，自己難免會在意同行之間的競爭，但只有放下這種同行之

間的比較心態，才有辦法再度專心於自己的創作上繼續向前。 

 

 許多人認為創意只在於發想，是腦袋裡的事，但創意其實也需要務實的態度，因為它必須

被執行出來才算完成，只是停留在發想的階段，那麼創意將只是淪為空想，佛法中的「把握

當下」即是一個可以運用於創意執行階段的原則。 

 

滾石唱片公司董事長段鍾沂因應流行音樂市場中消費者口味改變快速的壓力時，即運用了這

個原則，他用一種坦然的態度接受它，把握當下因應市場的快速變化：「每一樣東西的流行都

有一個循環曲線，唱片業要去因應的就是這個東西，如果有壓力就去面對它，該改變與調整

的就改變。」不因壓力而思索太多，直接面對外在環境的變化與挑戰，才能持續經營創意產

業。 

 

如果創意不只是停留在一個產製的過程裡，而是更往前一步探尋產生創意的泉源，那麼將會

發現人的生命力豐沛與否，將決定創作生命的厚度。佛教藝術的推廣者寬謙法師即認為，一

旦創作者的生命經由佛法啟發了以後，將融入創作者的生命與創作之中。 

 

「佛法可以讓心自由，也讓自己的思考不設限，保有彈性。」長期在科技界耕耘的科技創辦

人如此道出佛法能夠帶給科技人的好處。他認為，科技人需要更釋放自己，在生活中多一份

「未知」、「流浪」的浪漫情懷，如此反而可以得到更大的生命力與自由，當然也更有助於創

意的產生，而接觸佛法則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佛力，為創意加分，也為生命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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