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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者的修行態度 －聖嚴法師 

一、沒有非做不可的事 

禪修者跟平常人同樣是人，但心態不同。同樣一樁事，在平常人認為是非常

的重要，可是對禪修者來講，重要是重要，卻不是絕對的重要，乃是「平常的重

要」，就是該完成的事，需要完成它；該去做的事必須去做，這叫作「重要」；

但「不是絕對的重要」，這又是什麼意思？就是該做的事，是從你的觀點、角度

看，那是一種責任、良心，但如果因緣不許可你做，也就沒有什麼不得了。 

這個世界上沒有非做不可的事，也沒有非你不可的事，這就是「雖是重要，

但不是絕對的重要」。為什麼沒有絕對重要的事？因為「因緣」不可思議；成功

和失敗，都不是僅僅靠你一個人的主觀條件所能決定的，只要客觀的條件或因素

改變，你主觀的條件就會受到影響。 

諸位一定有聽說過：「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這句話意思是：有

意要種花，花不開。這是什麼原因呢？或許因為那土壤不適合種花，或許那個季

節不適合種花，那個氣候不適合種花，所以那個環境也就不是種花的環境了。 

而隨便插一支楊柳在泥地裡，柳樹就長起來了，即「無心插柳柳成蔭」。為

什麼呢？這也不是因為你把這棵柳樹種活了，而必須是那裡的環境恰好適合柳樹

生長，那時的氣候就剛好適合柳樹存活。 

因此，做任何事都要盡心、盡力，但是成敗得失，不是全憑個人的條件所能

決定的。如果環境或時間的因素不能配合，而又堅持非要完成這件事不可，那必

是死路一條。即使你累死、氣死、送死，還是完成不了，那又為什麼一定要做？ 

我年輕時曾經認識一個人，他在二十多歲時才氣縱橫、英俊瀟灑，有很多女

孩子喜歡他，可是他的眼睛長在頭頂上，他說：「我要的老婆，絕對不是普通人，

要嫁給我，不是那麼簡單的。」所以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他就等呀！找呀！到

了三十多歲，找不到一位適合做他老婆的人。 

幾年之後，他的結婚條件也只降了一點點而已，標準還是很高的，他說：「一

定要臺大畢業的，一定要比我小十歲，而且還要有才氣。不然兩個人談情，就像

對牛彈琴，不如不結婚！否則結婚是很枯燥無味的事。」結果到了四十歲，他還

是沒結婚。 

於是他再降格以求，他說：「只要大學生就行，年齡相差五歲也可以。」可

是還是沒人願意嫁給他；到了五十歲仍結不了婚，後來他來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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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你這個人，誰嫁給你，誰倒楣！你這個人根本不適合結婚的。」 

他問：「為什麼？」 

我說：「你啊！要求不合理。」 

他問：「法師！您的意見怎麼樣？」 

我說：「一切隨緣，如以高標準選太太，到最後大概是找不到太太；女孩子

也是一樣，女孩子太挑剔，結果她一定也是結不了婚的。」 

二、沒有非你莫屬的事 

因為「因緣」不是自己所能掌控的，需要環境及時間的配合，所以沒有非你

莫屬，非你不可的事；也沒有非要做不可的事，也就是說在什麼情況下，允許你

做，你就努力去促成其事，但完成不了時，也不必太難過，或者太在乎。 

諸位有沒有看到我們農禪寺的照壁上，有兩句話：「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這是《金剛經》中的八個字。「應無所住」的意思就是剛才講的，沒有一定非要

完成，非我不可的事，這就是沒有執著心。 

牢牢抱住一件事、一樣東西，或是抓住一個人，那一定是痛苦不堪的；可是

什麼也不要，什麼也不抓，什麼人都不需要，則又會變成孤立無援。所以「而生

其心」，就是要處處留心，時時留心，努力促成其事。這裡說的「心」是智慧心，

是盡心盡力的心，是知己知彼的心，是認識環境、認識自己的心。也就是對主觀

的自我條件，及客觀的環境條件，都能用智慧去衡量，這叫作「而生其心」。 

要運用人來完成我們希望成功的事，要運用事來幫助人成功，這是相輔相成

的。「用人成事，用事成人」，而且還不要被某一個圈套套住，也不要用圈套去

套住人，這叫作「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了這種智慧的心，你就可以隨緣來

成長自己、成就他人，隨緣為自己處理困難，為他人解決麻煩，這就是能救苦救

難的菩薩了。 

三、隨順因緣能屈能伸 

一個已經在學習佛法，修行禪的方法和運用禪的觀念的人，是要努力向前，

不是退縮的。諸位一定聽過「識時務者為俊傑」、「大丈夫，能屈能伸」的話，

還有能卑、能尊……等等。不讓一時間的成敗、得失，而使自己放縱發狂，或灰

心喪志，這就要有禪的修持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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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一位曾經在企業界很成功的人，當他成功的時候，認為自己的智慧

高、能力強，資本也雄厚，總覺得大家都要奉承他。他一見到我，就告訴我說：

「法師，我告訴你怎麼樣賺錢。」 

我說：「我不要錢哪！」 

他說：「不要錢怎麼能夠弘法？」 

我說：「話是沒有錯，可是……」 

他說：「不要想叫我捐錢給你，你要自己賺。」 

他又說：「我告訴你一個怎樣賺錢的方法，比我捐錢給你更好。」 

他的觀念似乎也對，捐給我的錢是死的，教我方法賺錢是活的，那樣錢就會

越來越多了。但是我說：「阿隬陀佛！我只會用錢不會賺錢，你教我方法，對我

是沒有用的。」 

他說：「很簡單，我告訴你怎麼樣賺錢，你要看邱永漢的書，那些都是『發

財經』。」 

我說：「我在日本時，人家叫我看，我就看過了，但我有一個出家朋友就是

看了邱永漢的發財經後，還了俗，準備賺錢去了，結果後來他還是很窮。」 

他說：「那是他沒有看懂。」 

我說：「我大概也看不懂，因為我不是會賺錢的人。」 

曾幾何時，這位企業家的公司倒掉了，他又來看我，仍然不改賺錢的初衷，

他說：「我還有希望。」但一直到現在他已經快九十歲了，還是沒有東山再起，

現在他希望他的兒子賺錢。 

我告訴諸位這個故事的意思是，他的觀念有問題，他不能隨順因緣。他自己

在那段時間內能賺錢，是因為那時候的環境因素，使得他走運，他又正好做了這

一個行業，得心應手一下子賺了很多的錢，所謂「時勢造英雄」。後來環境因素

轉變了，時代也轉變了，但他還是食古不化，還是認為他那一成不變的方式一定

能賺錢，結果當然沒有賺到錢，公司也倒掉了。 

還有一次，曾經有一個人問我：「法師！你做了和尚，殺不殺人？」 

我說：「當然不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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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問：「如果遇到了一個非殺不可的人，你要不要殺？」 

我說：「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他問：「他要殺你，你殺不殺他？」 

我說：「他殺我，我不殺他。」 

他問：「他要殺你了，你不自衞嗎？」 

我說：「出家人持不殺戒，寧可一死，也不能夠破戒，這是我的原則。」 

他還是繼續逼問：「那你絕對不殺人了嗎？」 

我回答他：「那也不見得，如果有一個人要把我們全臺灣的人全部殺掉，如

果我有機會，我會殺了他。」因為我不殺他，他就要殺那麼多的人。我殺一個人

而可以救那麼多的人，我下地獄沒有關係，而且至多我和他兩個死，卻可以救那

麼多的人，也是合算的。 

另外，我也救了他，我把他殺掉，他就不會有機會殺那麼多人了；當然最好

只打傷他，不是殺掉他，使他沒有殺人的能力，這是最好的，這是慈悲心一個原

則，不是食古不化。 

四、隨時提起，隨時放下 

還有，我們出家人有不能夠摸觸女人的比丘戒，一碰就是犯戒。但是如果一

個女人掉進水裡，沒有人救她，一位比丘見到了，要不要去抓她的手？不但要抓

她的手，還要把她抱上岸來，在這種情形下，救人要緊。 

禪宗有一樁有名的故事：有師兄弟兩位出家人，他們在行腳尋師訪道的路途

中，有一天，走到一條大河邊，眼看著要下雨了，河水越漲越高，這時有一位年 

輕的婦女，坐在河岸邊上哭，她不是要自殺，而是要過河去，但天要下雨，河水

又高，天色也晚了，過不去；師弟看了這個女人，覺得她好可憐，直念：「阿彌

陀佛！這個女人好可憐，過不去，不知該怎麼辦？」仍自顧自地把褲管一捲，東

西往頭上一頂，就過河去了；但是他的師兄則毫不考慮地把那女人一背，也過了

那條河。過河之後，就把那女人放下來，那女人感謝一番後，便也走了。 

之後，師兄弟兩人繼續行腳，只見那位師弟老在那兒叨唸：「阿彌陀佛啊！

師兄啊！你這是犯戒的啊！阿彌陀佛啊！你要下地獄，你碰了女人啦！不得了！

出家人，怎麼可以碰女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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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邊走，一邊唸，師兄卻不講話。 

到了晚上，他們找了一間破廟睡覺，這位師兄一躺下就呼呼大睡；而那位師

弟卻在那裡，翻過來、覆過去睡不著。 

第二天早上，師弟就問師兄：「師兄啊！你昨天晚上睡得這麼好，你怎麼還

睡得著啊？」 

師兄問：「為什麼睡不著？你睡得怎麼樣啊？」 

師弟說：「我一夜睡不著呢！」 

師兄問：「為什麼？」 

師弟說：「我為你難過啊！你昨天碰了女人犯了戒，你要下地獄了，我為你

難過，不知道怎麼來替你懺悔。」 

那師兄說：「唉！師弟！昨天我把那女人背過河之後，就已經放下了，你怎

麼到現在還把那女人抱得緊緊的？」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個禪者的生活態度、人生觀，是灑脫自在，當機立斷，

隨時放下，隨時提起；隨時提起，隨時放下。沒有什麼成功、失敗，也沒有什麼

不得了、了不得的事情，應該做的就努力做，做不來的就不做；能成就的就盡力

完成，成不了的就放下，這才是灑脫自在，真正自由、自在的人。 

我們要以這種態度來生活，這是非常積極的，不是消極的，是自在的，不是

痛苦的。之所以會痛苦、煩惱，都是因為我們的心，提不起，也放不下；或是提

起了，卻放不下；或者根本不知道有什麼好提起。像這樣常常優柔寡斷、思前顧

後、患得患失的人，就很痛苦，真正能把事情做好的機會也不多。 

摘錄自法鼓文化《動靜皆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