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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法師談心靈環保  －聖嚴法師 

心靈的層面可有三種：那就是心理的、思想的、精神的三個層面。心理的層面是

屬於情意的，思想的層面是屬於理智的，精神的層面是屬於情意和理智的昇華，

也就是把我們從自我中心的束縛之中釋放出來，所出現的慈悲和智慧，那是平等

而無條件的愛。因此，心靈環保是以情意及思想為基礎的著力點，使得我們淨化

或轉化成為具有高尚的品德標準，並有無限愛心的偉大人格。  

心靈的事實表現可有三種：那就是對於自然世界充滿了平等而無私的愛心，對於

每一個生命都抱持崇高的敬意，在和任何人相遇相處之時，都能絕對的真誠與絕

對的謙卑。因為對於自然世界的一切對象，有平等的愛心，便能珍惜自然資源、

便能尊重各類的生命，便能願意過節儉和簡樸的生活；因為對於每一個生命都能

抱持崇高的敬意，跟任何人相遇相處之時都是真誠的、謙卑的，便會以感謝心相

看，便會以禮貌的言行舉止相待了。 

心靈環保的內涵有四種：那就是以保護自然資源及自然生態而言，稱為自然環

保；以生活的節儉、整潔和簡樸而言，稱為生活環保；以真誠、謙卑和禮貌與人

相處而言，稱為禮儀環保；以上三種環保的出發點，乃是出於人的情意、觀念（思

想）、精神的淨化，稱為心靈環保。因此我們法鼓山這個團體，是以心靈環保為

主軸，提倡四種環保。（摘錄自〈認識心靈環保──闡明心靈環保的精義，以及與心靈貧窮

的關聯〉，收錄於《法鼓全集‧致詞》） 

 

法鼓山這幾年都在提倡「心靈環保」及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心靈環保」

是我們運作的方式和理論的依據；「人間淨土」則是我們需要努力完成的工程，

即是在人間建設淨土。  

 

首先和諸位說明「心靈環保」此一名詞的起源。「心靈環保」這名詞，雖由我新

創，不過它的內容，是根據大乘經典以及中國的祖師提倡的思想而來。譬如《大

乘起信論》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不論在華嚴或是天臺，都非

常重視「心」。《華嚴經》說：「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這裏所說的「心」就是

一切眾生的心，是佛心，也是我們所有人的心。換句話說，這個「心」是凡夫心，

也是智慧心，所以諸佛菩薩及一切眾生的心都是相同的。又如《六祖壇經》說：

「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如果心迷了，是凡夫；悟了，即是諸佛。因此，

「心」是佛教非常重視的根本基礎。  

 

其次，為諸位說明「心靈環保」的意義。現今的世界大家都在談環保，但是環保

的工作，如只重視于自然、物質和生態資源的保護，仍是不夠的。我們應該從內

心做起，讓心靈不被污染，保護心靈，乃至保護我們的思想、觀念，叫做「心靈

環保」。所謂「萬變不離其心」，心非常重要，可以變好，也能變壞。因此要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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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好，不顯露壞的心，努力發展好的心，即智慧心、善心。  

 

而《六祖壇經》提到「不思善，不思惡」，請問「不思善，不思惡」的心是什麼

心？實際上就是《金剛經》所說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心。「不思善，不

思惡」並不是心沒有善，沒有惡。如果認為心沒有善、惡之別，這很愚癡。因此

「不思善，不思惡」是沒有分別心，只有智 慧 心，唯有將煩惱心減少、化解，

才能達到解脫的目的；把智慧心增長了，便能幫助自己、幫助眾生和我們的世界，

如此一來，不僅眾生得度，自己也能得度。所以「心靈環保」的目的就是幫助我

們化解煩惱、增長智慧 ，淨化人心、淨化社會。  

至於如何用「心靈環保」來建設「人間淨土」？永明延壽禪師在《宗鏡錄》說：

「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念佛的人，假使心隨時跟佛心相應，當

下的心就是佛心。而「人間淨土」究竟在哪裡？「人間淨土」是從我們心裡所產

生出來的，離開心以外便不容易產生，那會變成虛妄的謊言。當我們的心清淨，

便跟佛心相應，一念心清淨，所見到、所住的世界即是沒有人我是非的「人間淨

土」。另外，《維摩經》說「直心是道場」。所謂「直心」就是真心，「直心」即清

淨心，「直心」乃是無差別的平等心、智 慧 心和慈悲心。有了直心，便能見到

「人間淨土」。（摘錄自〈從心出發──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大會發言〉，寫於 2008 年 3 月 8

日） 

 

環保必須從我們的生活簡單化、純樸化著手，除了必須用的，不要多用，更不要

浪費。對我們擁有的生活環境，要知福、惜福、保護。我們應該以禪修的方式作

為生活行為的準則。例如：我們在禪寺吃飯，不浪費一湯、一菜，乃至一粒米、

一滴水，就是連吃完飯後的碗、筷，都要用少許的水在碗內清洗後，將水喝下。

現代人多半有浪費東西的習慣，吃不完就倒掉，用不完的就扔掉，雖然是用自己

賺的錢買的，但是浪費了東西就浪費了屬於地球上全體眾生共同的資源。地球上

很多的資源是愈來愈少，而只有人類是愈來愈多，如不設法淨化人類的心靈，簡

化人類的生活，而只提倡環保，無異是本末倒置。  

禪的修行，能使我們主觀的內心世界和客觀的生活環境合而為一，那不僅僅是心

理的想像，也不是眼不見為淨的自我安慰。禪的修行者，一定會將內心所體驗的，

表現到外在世界來，自己體驗到的，必定也勸導他人一同分享，也會影響他人、

帶同他人，來共同達成心靈環保的任務。 

自然環境的保護，一定要靠人來完成，為了能達成此一任務，必須從全體人類內

心的意願及認識做起，進而身體力行。如果僅有意願及認識，力量也有限，必須

用觀念來疏導，用方法來實踐。這樣才能達到淨化人心、淨化社會、保護自然環

境的目的。（摘錄自《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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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作可分為四類：「心靈環保」、「生活環保」、「禮儀環保」和「自然環保」。

心靈環保就是身口意的意業清淨，生活環保就是少欲知足、儉樸、寧靜、整齊和

清潔，這也是佛教徒和寺院的生活原則。所以過去雖然沒有「環保」這個名詞，

但是佛教徒在生活上早就在實踐了。「禮儀環保」是指人和人之間互相的尊敬和

禮讓。佛教徒重視禮節，彼此之間不會爭先恐後、你爭我奪，相見時彼此合掌問

候就是最好的禮儀環保的具體表現。至於「自然環保」，佛教徒最愛惜大自然環

境，特別是十分珍惜森林和水資源，因為那是修行時憑藉的重要設施和資糧。現

在雖然有一些佛教徒濫砍、濫建和濫用水資源的事件，那也是由於道場的建設必

須仰賴建築商的技術，現代推土機、開山機和怪手的破壞力，又遠勝於傳統工具

的鐵鍬和鋤頭。鑑於上述的教訓，我們開發法鼓山就秉持著這樣的信念：盡量保

持原有的地形風貌，也就是重視自然環境的保護。 

還有，大家常常聽到「環保意識」這個名詞，所謂「環保意識」意指保護生命的

安全，維護生活的品質和保障生存的空間。佛教徒不僅是「人人平等」，而且主

張「眾生平等」。除了重視人的生命，對於其他動物的生命也同等尊重。通常人

難免都會有私心，自己的小孩和別人的小孩一起溺水，最先搶救的一定是自己的

孩子。自己的生命、自己親人的生命放在第一，然後依序是自己的國（族）人……，

再及於所有人類。幾乎很少想到如果能夠擴大關懷的範圍，不但保護了一切眾生

生命的安全，在其中自然也包含著保障了自身生命安全。  

談到「生存空間」。有些已開發中的國家認為乳牛及肉的養殖業會污染自然環境，

於是就到南美洲去砍伐雨林、開發牧場，結果造成了全球氣溫失調，全世界包括

這些國家在內都深受其害。佛教徒的想法則是：「自己要活的好，他人也要活的

好；人類要有好的生存空間，動物也要有好的生存空間。」環保的觀念著眼處一

定要從眾生全體的生活環境來做考量，也可以說「環境保護」的基礎在於「心靈

環保」。（講於 1996 年世界佛教靜坐日，臺北大安森林公園，收錄於《法鼓全集‧致詞》） 

 

所謂「心五四運動」，是指跟心靈環保相關的五個類別，各有四點的實踐項目，

那就是：  

四安──安心、安身、安家、安業。  

四要──需要、想要、能要、該要。  

四它──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四感──感恩、感謝、感化、感動。  

四福──知福、惜福、培福、種福。（藍字請用楷體） 

「四安」就是「安心、安身、安家、安業」，我有一篇文章曾經在《人生雜誌》

刊載過，同時也收錄在《平安的人間》及《法鼓山的方向》這兩本小冊子裡，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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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可以參考閱讀。「安心」實際上就是「心靈環保」，「安身、安家、安業」是四

種環保的具體實踐。身和心是我們的正報，家和業是我們的依報，我們在依正兩

種果報中的修行，叫做安業。   

「四它」是處理、面對、因應我們所遇到的種種狀況時，要用智慧「面對它、接

受它、處理它、放下它」。這個方法非常實用，當我們遇到誘惑、威脅、危險、

困擾而心生不安、恐懼，這個時候就「面對它」；當我們面對它時，這些不安、

恐懼、瞋怒的現象自然就會消失。當無法逃避時就「接受它」，然後「處理它」；

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最後，不管是已經處理了，或暫時不能處理，找到辦法

再來處理；或者永遠無法處理，一定要「放下它」，不再有罣礙。若能如此，不

論處於哪一種狀態，我們的心都能隨意自在。   

「四要」的精神在於少欲知足而知足常樂。大部分的人因為欲望永無止盡而不斷

地「想要」，但是我們若再仔細想一想，事實上「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

而且這還要看能不能要？該不該要？需要而不能要或不該要的，還可以要嗎？如

果我們能夠釐清「需要」與「想要」，然後再想一想「能不能要」、「該不該要」，

就可以做出明智的抉擇了。我們有很多的煩惱、災難都是出於內心的「想要」，

不能要的也要了，不該要的也要了，結果為自己製造罪惡，為他人帶來苦難。這

是因為未能領會少欲知足，與知足常樂的意義。   

 「四感」就是「感化、感動、感恩、感謝」。要感化誰呢？一般的人都想要感

化他人，而我們則是用正確的佛法觀念和方法來感化自己，轉變自己，再用慈悲

的、智慧的行為來感動他人。然後感恩使我們成長的任何因緣，感謝一切使我們

轉化自己、成長自己的機會。如果我們善用「四感」，我們就不會對自己失望，

不會對他人憤怒，也不會對現實的環境產生不平衡了。並且在幫助自己的同時，

也能轉化他人及幫助他人了。   

 「四福」是「知福、惜福、培福、種福」。大多數的人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事

實上，就算一切都沒有了，還有一口呼吸，就是有大福報的人。事實上每一個活

著的人，除了呼吸，還有其他很多東西、很多機會、很多因緣，那就更要「知福」

了。我們既然有了福澤、福報，就要懂得珍惜，不可以任意浪費。所謂浪費，就

是揮霍我們所擁有的一切有形無形的資源，比如浪費我們的時間、體力、健康、

財富，以及直接和間接的各種因緣福報，不知善加運用於自利利人的活動中，這

都是不惜福。有許多的人一餐飯吃掉幾萬元，或者一夕間玩掉幾萬元，而感到很

滿意、很實惠，甚至以此自豪。他們覺得這是用在自己身上，不是浪費掉，這種

人不知道要布施做功德，不僅不惜福而且損福。要知道，福報是有限的，若不惜

福，便是損福，福報很快就會用光的。很多人常講「富貴不過三代」，原因就是

子孫們身在福中不知福，不能夠惜福、知福，而且一味地損福，不久之後就無福

了。   

 福報少的人要「培福」，沒有福報的人要「種福」。在釋迦牟尼佛的時代，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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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須菩提尊者專門向有錢的人托缽，因為他覺得窮人已經很窮了，再向他們托缽

是非常殘忍的事。後來，佛知道了這件事，就說：「窮人已經沒有福了，你再不

去向他們托缽，他們就更沒有機會種福，以後福報也就更少了，你應該要去向他

們托缽。」這是佛陀慈悲，教我們：沒有福的人要種福。 （講於 1999 年 9 月 7 日專

職菩薩之精神講話，臺北農禪寺） 

 

本文摘自《人生》雜誌 34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