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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心  －聖嚴法師 

一、明心見性 

今天我要與諸位「談心」。心是我們的主人，在宗教上、哲學上、心理學上

各有不同的解釋方式，我則只談佛教的、禪宗的心。 

諸位一定聽說過「明心見性」這句話。「明心」究竟明什麼心呢？它指的是

本來就有而人們卻沒有見到，本來存在而人們沒有感覺到，本來處處都是現成的

人們卻不知道，人們時時都跟它在一起卻沒有發現的那個「心」。所以這個心與

心理學所講的心不同，也與精神不同，是有功能但無法形容，有力量但無法衡量，

這就是人人本具的心，又叫作「本來面目」。 

本來面目是什麼？我們現在世間上所見你我的面目都不是本來面目，父母所

生的都是假相，而且凡是能夠呈現出來的現象都是暫時的幻境，不是本來面目。 

昨天有一位大學教授跟我說，曾經有一次他突然念頭一轉，覺得自己失落

了，世間也不存在了，但發現自己還是好端端地在那裡，能夠走路、吃飯、動作。

他問我這是什麼？我沉默以對。我不能告訴他這也是心的現象，雖不是明心見性

的心，但已有些相近，如果我為他多作說明，會使他的妄念馬上生起，連帶著很

多問題就產生了。 

所以我只說：「不錯啦，你要能夠保持它，但不要執著它，像這種情況能夠

持久的話，對你很好；但若執著它，覺得這個東西很好、這個境界實在太好了，

希望常常有，那大概就會消失了。」這聽起來有點「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

在前，忽焉在後」，捉摸不定。其實，心並不是捉摸不定，它本來就在那裡，不

需要捉摸，一捉摸、一追求，它就遠離了，因此心可以叫作「清淨心」、「本來面

目」，甚至叫它什麼都可以。 

在禪修營中，我告訴大家在自我的成長之後要有自我的消融；自我消融就是

將自我中心、自私的執著心，從淡化而變為不存在，消融之後，這個清淨心才能

出現。 

 

二、貪心與願心 

今天早上我接受華視新聞的採訪，記者問我：「人的貪心從哪裡來？人的貪

心對我們的世界、社會有什麼不好？因為貪，所以才會努力，因為貪，所以需要

不斷成長，為了貪，所以必須爭取，才能成功，貪為什麼不好？」 

這個問題問得很有道理。我回答說：「『貪』的意義要看是否有『私我』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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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若有，便會為自己製造困擾，也為社會大眾帶來麻煩。如果沒有私我的成分，

那不但會為自己帶來智慧、福報、功德，同時也會為社會、眾生帶來幸福、光明、

祥和，那是非常好的。」 

因此，有自我中心的貪，叫作「煩惱」；沒有自我中心的求，叫作「悲願」，

而不是貪了；願眾生都能離苦，願眾生都能得樂，願眾生都能離煩惱而成佛，已

不是貪心而是悲願。更進一步說，為了眾生的「需要」而努力經營製造、取得，

那叫作願心；為了個人的「想要」而巧取豪奪，那就叫作貪心。 

「想要」的東西是無止盡的，而「需要」的東西是有限的；為了眾生的需要

不是貪，為了個人的需要則是帶著貪的成分，因為涉及自我的利益。 

因此，貪可分成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有我的，叫作貪心；第二個層次是

無我的，叫作悲願。如果是貪心，則不能明心見性；如果是悲願，則與明心見性

相應；如果願心中帶有私心，便是不清淨的，還是貪心而不是明心。 

想要立刻把貪心去掉，是很困難的；要立刻明心見性也很不容易。但話說回

來，明心見性也並不是難事，就看你的心能不能轉貪心為願心。例如，人人都是

貪生怕死的，那便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煩惱心；但是，地藏菩薩卻說：「我不入地

獄，誰入地獄？」雖也有個「我」在那裡，但那是悲願心的我，而凡夫貪生怕死

的我便不是悲願心了。 

如果提得起悲願心，就不會貪生怕死，生死的問題就不存在了。可是要凡夫

一下子就不貪生、不怕死，是很不容易的。歷史上記載，文天祥寫〈正氣歌〉時

充滿浩然正氣，隨時都可以為國家、民族而死，但真正上刑場時，也是相當痛苦

的。英雄豪傑口中說捨身取義，但真正付出這麼大的代價時，仍以為是非常悲愴、

悽苦的事。 

如果是一位菩薩，為了救千萬的眾生而奉獻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會有煩惱

的。為什麼？因為他很清楚，這件事是非常值得的，而且死了以後並不是什麼都

沒有了，那樣的死亡，只是成佛之道的一個過程、一個階段，因此能夠心平氣和，

而不會產生對生的貪戀、對死的恐懼。 

 

三、平常心與智慧心 

在我們的生活中，常會遇到風險，政治界有風險，工商界有風險，工作中有

風險，家庭裡也有風險。如果說我們隨時隨地準備著面臨風險，任何事情發生都

不用興奮，不必恐慌，好的事情很好，不好的事情也不意外，這就叫作「平常心」；

平常心和「無心」相應，也和「本來面目」的心相近。 

平常心就是對任何事的處理、應對，不以得失、多少、成敗作考量，而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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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能不能做、該不該做、可不可以做，做了之後，當有問題發生時，也都能履險

如夷，從容處置了。 

上星期我在臺中遇到一位在工商界很有成就的大老闆，我對他說：「你的成

功真不容易啊。」 

他說：「也沒有什麼啦，只要努力就好。」 

我說：「努力不一定能成功。」 

他說：「對，很多人埋頭苦幹，苦了一輩子，也沒弄出什麼名堂來。努力不

一定就能成功，但是不努力也不行。」 

我說：「努力還要加上運氣，運氣很重要。」 

他說：「對！對！運氣不好，你再怎麼努力也是沒有用的，不過運氣好不好，

有時候也要看有沒有眼光。」 

我告訴他：「眼光就是你的智慧，運氣是你的福德。如果只是自己一個人空

想：我的眼光很遠，心量很大，那是沒有用的，一定要有機會才能成功；這個機

會、運氣就叫作福報，也就是福德因緣。」 

其實，能有眼光、智慧，也是一種福報，而且每個人的程度不一樣，這都與

自我中心的心有關。 

自我私心強烈的人，很可能有成功的機會，但不是可大可久，尤其在有成功

的機會時，會不擇手段地搶、爭、奪。他本身好像是成功，但從長遠考量，對社

會大眾都有損害，所以他個人的成功，也不能永保。 

要讓自己成功也使社會得益，這才是真正的成功。因此，要想眼光遠大先要

將我的私心淡化，做事會比較順利，就算不順利也會逢凶化吉。否則，遇到逆境

便在痛苦中掙扎，遇到順境時飄飄然，以為自己的能力很強，能一手創造天下，

具有這種心態的人，會讓與他在一起的人都跟著倒楣，因他沒有智慧，也就沒有

福報。唯有悲願是無盡的、是無我的、是永遠成功的。 

 

四、以無心為心，便是成功的心 

禪修的心是以無心為心，俗話說：「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

這裡的「無心」，指的是沒有一般的期待心，所得到的結果反而是很好的。倒是

期待心強的人，容易出問題。 

然而，無心是不是什麼都不管呢？不是，這個無心是不夾帶自私自利的清淨

心。以無私的心來做事的話，一定比較客觀，也比較會成功、比較能持久，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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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不成功但做人已成功，表面不成功但內心已成功。 

曾經有人問我說：「法師！現代人都追求成功，每個人都希望成功，這種心

態對不對？能不能每個人都會成功呢？」 

我說：「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第一，追求成功是對的，要不然為

什麼釋迦牟尼佛鼓勵我們要成佛，因為成佛就是圓滿的成功。然而，是不是人人

都能成功呢？釋迦牟尼佛說眾生都能成佛，所以人人也都一定能成功。」 

他又問：「成佛要好久好久才能成功，普通人要多久才能成功呢？」 

我說：「一秒鐘也能成功，一分鐘也能成功，一生之中也能成功，累生累世

累劫也能成功，人人都能成功。」 

他很不解：「人人都能成功，這是什麼意思？很多人根本名不見經傳，苦苦

惱惱一輩子，怎麼是成功呢？」 

我說：「你聽說過『心安理得』嗎？一般人以為不做虧心事就能心安理得，

其實光是不做虧心事是不夠的，還要與人為善、與人為樂，才能心安理得。」 

不要把「成功」看作是我現在掌握著我的錢、我的名、我的位、我的權。有

的人錢愈來愈多，內心的煩惱也愈來愈多；名氣愈來愈大，困難也愈來愈多；地

位愈來愈高，麻煩也愈來愈多；權勢愈來愈膨脹，內心的痛苦也愈來愈增加。 

如果不善於處理自己，隨時會痛苦，有錢會痛苦，沒有錢也會痛苦，有地位

會痛苦，沒有地位也會痛苦，有事業會痛苦，沒有事業也會痛苦，那就正如佛法

所說的「苦海無邊」了，這種人雖然讓人羨慕，卻稱不上是成功。 

但如果說「金錢是萬惡，名位是腐敗」，這種說法也未必是對的。名利權位

勢力，未必是壞事，但看是如何得來的，如何運用。例如：我現在為辦教育就需

要錢，問題在於如何要錢？要來做什麼？要不到時又怎樣？如果以悲願心來經

營，就是明心見性的清淨心；如果以自私心來經營，就成了貪心和煩惱。 

因此有大名氣的人，不一定是成功的；沒有名氣的人，也不一定是不成功的。

而且涓滴成河，每一滴水都是河的一部分，聚沙成塔，每一粒沙都是塔的一部分；

故也可知，一分鐘有一分鐘的成功，一個時間有一個時間的成功，一個階段有一

個階段的成功，一生有一生的成功，關鍵就在於當下、現在。 

因此我不斷告訴修行禪法的人，要「腳踏實地，步步為營」。要踏踏實實活

在現在，現在是最重要的時刻，把握現在、運用現在是最重要的。 

 

五、自我的肯定、成長、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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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法鼓山的禪修營中，經常強調自我肯定、自我成長，但自我成長之後則

要自我消融，人格的昇華，便為清淨心的完成。 

成功或失敗，不可以有形或無形的名利權位勢力作衡量。你們看我與諸位將

來誰先成佛？你們可能認為不是我的徒弟，一定是我先成佛，其實不一定。在馬

拉松賽跑中，經常原本領先的人，過了一陣子卻落後，而原先落後的人又領先了，

一前一後交錯不已。所以在修行時，不要看其他人是不是比我跑得快、修得好，

不要介意誰先誰後，及時全力以赴才是最要緊。 

從這個角度來看，與人計較長短、高下、成敗，都是不正確的。因為他人的

成功有他的條件、因素，不要用我們自己的條件、因素跟別人比，而是要增長自

己成功的條件，促成自己成功的因素。為了要有更多的付出，我們必須要有更多

的進步，這是自我肯定、自我成長。 

我的一生，一向不存與別人比較高低大小的心，我走在人家後面時，不覺得

丟臉，我走到人家前面時，不以為成功，人家趕過我的時候，我不需要覺得難堪。 

天地之大，能夠讓我們開發的領域，太多太多了，需要我們奉獻智慧和願心

的地方，太多太多了，何必一定要在同一條窄路上跟人家拚得你死我活。 

但是，不比較並不是停頓，而是走出自己的新路來。如果你走的路是別人也

能走的，這表示這條路沒什麼了不起；如果你走的路別人趕不上，那你就真正成

功了，在這種不比較的心態中，你的自我也就真正消融了。 

生命之中，什麼樣的情況使我們痛苦煩惱，什麼樣的情況使我們愉快自在，

那就要看我們的心，是處在什麼樣的情況。如果我們有主觀的實力及客觀的條

件，而不好好運用，那就是浪費了自己的生命，辜負了大好的因緣。 

最後我要強調，我們既生為人，便是責任重大，尤其現代人所遭遇的困擾，

比古人更多，對這個世間所應負的責任也更重大。 

目前的世界，人口增多而土地並沒有增大，問題複雜而人類的智慧並沒有比

過去高明，反而對這個世界的破壞更快、更大。因此，我們更應該以無我無私的

悲願心，共同來成長自己、為他人奉獻，這個世界的未來才會改善。 

如果人心不能扭轉，不能從貪得無厭、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心，轉變為大

慈大悲救苦救難的悲心、願心，則世界的前途非常悲觀，我這不是危言聳聽。因

此，我們不只要提高警覺，更要大聲疾呼，把我們的心轉變過來，共同奉獻於這

個世界，這也就是法鼓山所提倡的「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 

（選自《動靜皆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