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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佛法點燈，為眾生放光  

－法鼓傳燈日的意義  

■ 果東法師 

今天是我們敬愛的法鼓山創辦人聖嚴師父圓寂一週年的日子，去年 2 月 3 日（農

曆正月初九）師父捨報示寂，於 2 月 15 日我們舉行追思植存時，獻上最虔誠、無

限感恩的願供養，為了緬懷師父的教澤，為了再續前願，願願相續，將佛法傳持

下去，讓佛法明燈永遠不斷、讓漢傳佛教承先啟後、讓法鼓山理念傳持和普及，

在今天舉行「傳燈法會」，並將恩師聖嚴師父圓寂日稱為「法鼓傳燈日」。 

因為在禪宗，「法」被譬喻為破除眾生昏闇無明的「智慧明燈」，歷代祖師們將佛

陀的教法，一代接續著一代，綿延不絕的傳承，如同一盞無盡燈般的燈燈相續，

讓佛法的慈悲智慧之光，持續的照亮著迷闇的眾生，所以在禪宗史上，傳法就稱

為「傳燈」。 

因此，今日我們所共同參與的「傳燈法會」，其實就是在傳法，傳什麼法呢？傳的

就是聖嚴師父遵循著釋迦牟尼佛的教法、歷代祖師的禪法，是聖嚴師父以生命體

驗、實踐，所開展出的慈悲與智慧。這也就是法鼓山的精神與理念。 

所謂「法鼓傳燈」，便是傳承、傳播、分享法鼓山的理念、精神，以及具體實踐的

方針、方法，為救濟一切眾生，而作苦海的慈航和萬世的明燈。 

聖嚴師父於 2005 年 9 月 2 日，在法鼓山傳法典禮中開示：「傳持正法，讓佛法明燈

永遠不斷，即為傳法。法是從本師釋迦牟尼佛親口所說的，只要我們運用佛法、

傳持佛法、修持佛法、弘揚佛法，就是法子；只要心心與佛法相應，就是法子。」 

為什麼是法子呢？因為佛是法王，佛宣講妙法，故稱為法王。我們修學佛所說的

妙法，我們當然要發弘願，要把佛法弘傳出去，這是菩薩的行為，凡是菩薩都是

法王之子，就叫做法子。 

從二千五百年前，釋迦牟尼佛在鹿野苑初轉法輪至今，歷經了千千萬萬的法脈傳

承，傳的不僅是有形的法卷，更是與佛相應的無形心法，願您、我及普天下的眾

生，都把佛法傳持下去，傳佛心燈，續佛慧命，利益眾生！ 

接下來要如何來落實傳持佛法的任務？只要大家在實踐佛法和法鼓山的理念，這

就是在做著學法、護法、弘法、傳法的任務了。 

我們都深受師父法乳之恩，相信如師父所說的，只要曾經體會佛法的好，就會產

生一股與人分享、更迫切希望人人都能得到法益的心。 

聖嚴師父一生念茲在茲的是以佛法的弘護為重、以眾生的道業為念，留給我們的

教法，生生世世受用不盡。如四眾佛子共勉語、心靈環保、心五四、心六倫等生

活實用佛法，師父甚至「承先啟後」、融會各宗開創了「中華禪法鼓宗」，即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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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環保為核心，弘揚漢傳禪佛教，透過三大教育，達到世界淨化。」這就是法

鼓山存在的意義與使命。 

恩師創辦人聖嚴師父的色身雖然不在，但他的法身卻常存，也在各位身上展現。

我們在此舉辦這場「傳燈法會」，即是要以接法、傳法的心，來共聚勝會，這是一

份使命、是一份願心，而不是有什麼特別的身分、角色，或是名位、權力。 

諸位手上所捧的這盞燈，上面即是師父於 1990 年 12 月 13 日在美國親筆所寫的〈菩

薩行〉，當時是對僧眾弟子的勉勵，今天將此勉勵供養大眾，也是一份對彼此共勉

勵的智慧法語。 

「如何成佛道？菩提心為先，何謂菩提心，利他為第一，為利眾生故，不怕諸苦

難，若眾生離苦，自苦即安樂，發心學佛者，即名為菩薩，菩薩最勝行，悲智度

眾生。」 

過去一年來，大家依聖嚴師父遺教，精進發願、還願，師父時時提醒我們要以「菩

提心」為安己安人的法寶，師父說：「時時以佛法的慧命為念，念念以大眾的道業

為首，事事以眾生的苦樂為著眼，處處以諸佛的道場來照顧。以智慧處理自己的

問題，用慈悲解決他人的煩惱，以忍辱培養福澤，用精勤增長善根。」 

「法鼓山呀！鼓在何處？弘法護法，就是法鼓。法鼓山呀！誰敲法鼓？你我和他，

都敲法鼓。」 

感恩諸位的護法、弘法。祝福大家安和豐富。為了續佛慧命，承先啟後，讓我們

一起走入佛陀及聖嚴師父的內心世界。大悲心起、願願相續、燈燈相傳。阿彌陀

佛！（講於 2010 年 2 月 22 日傳燈法會，法鼓山園區大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