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長自己，成就他人 －聖嚴法師 

 

問：您認為生命的意義何在？ 

 

答：不斷地學習、奉獻；使自己成長，並成就他人。 

 

問：「成就他人」的內涵是什麼？要做到什麼地步才算成就了他人？ 

 

答：我們的著力點，離不開時、空兩個因素。空間是我們身處的大環境，而時間

上，也離不開過去和未來。由這兩個因素觀察，人不是孤立的；只有單獨個體存

在時，不但不會進步，而且危險。不要以為只有一個人，就能享有最大的自由，

殊不知危機很可能從四面八方潛湧而來。許多動物、昆蟲都是群居的，道理如此。 

 

其實，我們貢獻他人的時候，獲利最多的往往是自己，這好比身陷危境時你只求

自救，就算安全了，卻不知前面還有什麼危險正等著你，以你一人之力，難以應

付這些潛藏的危機；但如果你自救之後，再去救了一群人脫險，縱然危機四伏，

靠著眾人的智慧和力量便能應付，自己也能得到真正的安全。 

 

在實踐上觀察，有些人行事散漫馬虎，覺得小小的錯誤，無傷大雅，也不見得須

為此負責。但是，久而久之，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便會在意識中形成很不好的

慣性。一旦如此，這種人生會愈走愈辛苦。反之，多做自利利人的事，負起責任，

不斷自我訓練再訓練，也會練就好的慣性，那麼這種人的生命去向便與前者截然

不同。所以說要不斷鍛鍊自己、成長自己；至於貢獻，事無大小，盡力而為就是

了。因而「成就他人」是無法表列、明定規格的；心裡常想著幫助他人，就是對

自我成長的良好訓練，也就能夠成就他人。 

 

問：師父剛提到「以他為我」的重要，這令我想起一則故事。從前有位法師，他

也說過要隨順眾生，有人要他站，他就站；有人要他坐，他就坐。雖然這位法師

只是舉例，但是對一般人而言，也許一方面難以想像把「我」全部放掉，是什麼

樣的境界；二方面社會環境日益多元及複雜，可能有些時候，「他」方會彼此衝

突、矛盾。譬如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和朋友之間的意見、期望不相同，那該怎

麼辦？若以那位法師的例子來說，要是同時間，有一個人要他站、有一個人要他

坐，他到底該站，還是坐呢？ 

 

答：隨順眾生的意思不是隨波逐流，也不等於沒有原則地盲目服從，而是要以智

慧及慈悲的尺度來權衡輕重。凡是有益於己也有助於人的，那就可以照著對方的

吩咐去做；凡是有益於人而無損於己的，都當從善如流；凡是有大益於人而有小

損於己的，也當全力以赴；凡是無益於己又無益於人的，當然不能照辦了。如果



遇到不講理的人，他叫你站而你不站，就會立即受到傷害，你最好不用逞強，還

是學著那位出家人的忍辱行吧！ 

 

問：這一、二十年間，受到各種因素的刺激，臺灣社會變化很大，許多價值觀正

在解構、重組，各種意見、觀點紛陳。其中有一種人生態度在年輕人身上廣為流

行，就是愛自己多一點、對自己好一點。這大概是他們認為的「健康的自私」吧！

因為把自己弄好了，條件比較好了，才可以付出；否則每個人體力、財力、能力、

資源都有限，如果什麼都只為別人，可能到最後透支了，自己先垮了。這種看法

跟「五蘊非我」有牴觸嗎？ 

 

答：這種思想多半是受西方人的影響。中國儒家傳統上講仁、愛、忠、恕、責任；

而西方的價值體系多由自我出發，行事上，他們一定考慮權利、義務，我是納稅

人，那麼這件事對我有什麼好處。美國歷任總統也常說，他們為了美國長遠的利

益，必須援助第三世界國家。雖然東西拿出去給其他國家，但最終還是為了美國。

所以，雖然從自我出發，但最後對個人和社群、國家，甚至國際都有好處，這是

他們的文化模式。 

 

這樣錯了嗎？不盡然，有它的道理存在。中國古代思想家楊朱說過，拔一毛以利

天下而不為。看似自私，但楊朱說，如果每個人都把自己管好了，照顧好了，那

麼天下還有誰需要別人幫助呢？就如佛教講的解脫、成佛，也是一種自利，希望

修習而得開悟，自利利他，推己及人，都是這樣講的。原則及邏輯上是沒錯的。

問題是，很多人相信「自利利人」這句話的前兩個字、奉行前兩個字，卻忽略了

後兩個字的意義。 

 

現代社會是經濟、消費社會，偶爾為自己買件好衣裳、吃頓大餐、外出旅遊，這

是休閒，就像工作了五天，就得休息一、二天一樣；生活的確需要調劑，既可紓

解壓力，讓孩子歡喜，家庭也和樂。但若打腫臉充胖子，人家有你也一定要有，

為了這些休閒、消費而入不敷出就不好了；太著重自我感官之娛樂或只強調愛自

己，忘了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奉獻，就顛倒了。就像我們睡覺，是為了恢復體力，

讓心、腦休息，沉澱、消化，再繼續明天的工作，不能把睡覺看成目的，它只是

個方法。 

 

現在我們提倡以他為我，以「他」為中心，為了能利他，我必須不斷進修；如此

一來，反而成長了自己，這就是「利人便是利己」的道理。我們觀察每個人的學

習過程，大概在二到三歲期間，都有一段自我中心非常強烈的時候，甚至會強到

想指揮父母、影響家裡的作息時間等等，爸媽「不聽話」，就一哭二鬧發脾氣。 

 

之後，從各種學習管道中，孩子逐漸長大，也都伴隨著把「我」變小的過程，不



斷地從非常自我，進而體會他人的自我，反省自我、檢點自我、充實自我、成長

自我。 

 

我自己也是這樣，現學現賣；看藝術展覽，了解電腦，也聽聽別人介紹網路，然

後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再與人交談時就容易契合，不至於與社會脫節。我說自

己像個發貨站，人家需要什麼，我就去學（進貨），然後再分派出去給人。我究

竟學些什麼？當然是以佛教思想為引導、規範，我是不會去學以傷害一批眾生來

助益另一批眾生。所以，每個人的學習方向，都應有一個思想指導、有個範圍。 

 

問：人的成長過程中，的確有一個層面是學習從有我到無我，同時也學習如何獨

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如果在社會上與人意見不同，這種情況在職業生涯中也

很常見，有時和上司或與同事看法、作法分歧，甚而引發衝突，這是有我，還是

無我？ 

 

答：這也因人、因時而異。如果是因為自我中心，個人善惡、利害而引發衝突，

那是有我，煩惱的我。相對的無我不是沒有思想、沒有意見，沒有獨立的思考能

力；而是不以一己的喜怒哀樂、利害得失與人計較。在職場上，你是站在企業的

立場，提出你認為比較好的方法、策略、步驟，那是為「他」，當然應該說出你

的意見，讓大家參考，至於是否被採納，就不必太在意、煩惱了。 

 

（選自法鼓文化《歡喜看生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