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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　　潘（火宣）　　聽見海潮音　　──《聖嚴法師　最珍貴的身教》寫作心情　　我就這
樣走進浩瀚的海洋。
　　二○○三年一個春日，跟隨聖嚴師父來到如此的場域，船舶、地圖、鄭成功、荷蘭東印度公司、
原住民、新港文書&hellip;&hellip;&hellip;，時空感澎湃的「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台灣、荷蘭與東亞」
，正在台北故宮展出。
一艘艘荷蘭大船、廈門商船、福州船、台灣船的古模型，讓大航海時代中的美麗之島，波濤蕩漾。
台灣，就是在這個文明肇始的一百年裡，睜開了望向世界的眼睛。
展場中，聖嚴師父時而靜觀、時而舉步，悠然徜徉。
　　望著師父衣衫飄動、一向跨大海越洲洋的身影，這對我或許正是一個喻意吧，書寫一位禪師波瀾
壯?的生命風光，我彷彿也要進入一個大航海時代了。
　　生命史詩意象鮮明　　其實在這個春日之前的兩年，我已首次拜訪過聖嚴師父。
那時我因撰寫《印順導師傳》，而訪問師父有關與印順導師之間的佛法因緣。
緣起於此，慈悲的海洋中我是一葉扁舟張起風帆，師父首肯以漢傳佛教為主軸，出版一本書，於是，
我展開了相關的訪談。
　　不久，另一個文字因緣出現。
台灣高鐵公司殷琪董事長向師父請益佛法，師父覺得既然有此開端，最好連續多次深談，以能釐清種
種疑惑，因此希望我臨場紀實，以文字留下相談歷程。
我欣喜得以聽聞禪法，從二○○三年九月，到二○○六年八月，三年間總共進行了十一次的問法與解
惑。
而後結集成書分享大眾，《慢行聽禪》在二○○七年付梓問世。
　　《慢行聽禪》出版後，原先漢傳佛教的訪談再續前緣。
小小的舟子續航大海，愈走愈覺汪洋無限。
海，是無法界分的流動，於我所見，貫串師父生命史詩中一個非常鮮明的意象是，打破界限。
　　師父不斷以他慈悲智慧的弘化、行雲流水的遊蹤，在打破界限。
種族的界限，宗教的界限，文化、膚色的界限，時間、空間的界限，乃至於，心的界限。
　　就如那年觀覽「福爾摩沙」展，我印象極深的是，師父不論與故宮院長或導覽學者交談，總是以
多元的觀點看時空。
師父說：「我主張文化必須多元並存，才能生生不息。
現代世界沒有一個民族可以說自己的文化最為優秀，如果閉門自守，就沒有路走，一定要融合、吸收
、開創，才有新的生命出現。
」　　採訪就是課堂　　文字創作必然也要融合、吸收、開創，才有新的光亮。
採訪師父，於寫書而言是重要的程序，於我本身而言則更是珍貴的薰習。
記得訪談初期，我曾問及漢傳佛教的禪法對不同民族性的人民，比如美國人或俄國人，有什麼啟發及
影響？
師父回答我，人就是人，文化不同是歷史使然，但在本質則無大異，不論東方或西方；而且禪宗也沒
有一定要給人什麼，而是適應人們的需要、期望或困擾，隨順引導。
「我不把自己是一個台灣人、華人，或是一個佛教徒、禪師的意識形態，帶進與國際人士的交會裡。
漢傳佛教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宗教，我不自限一個主觀的立場。
」　　短短一段問答，剎那產生震盪，震幅所及，我心裡似乎有某種東西開始碎了。
一張國界分明的地圖碎了，一種既存的人我區隔模式碎了。
我知道，師父的回答，正是在破我對美國或俄國或任何國家的疆域感，也是在破我對禪宗與外界主客
之間的立場觀。
「智慧，不是知識、不是經驗、不是思辯，而是超越自我中心的態度。
」抽離自我中心的直觀，就如攬鏡照面，師父告訴我，鏡子沒有主觀意識，沒有一己情緒，也沒有自
我的知識、學問、經驗、感情，它只應對當下情景，是什麼，就照出什麼。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聖嚴法師最珍貴的身教>>

　　師父的這一照，我猛然就看到了自己原來有所執持，原來需要粉碎執持。
　　採訪就是課堂，我在堂上深深受教了。
　　一個燦爛的鼓舞　　師父對提問的當下回應，經常具有圖象式的視覺詩意。
　　有一次談到「瓶頸」，師父說，放空了，瓶中無物，連瓶子也無。
瓶子不存在，瓶頸當然就不存在了。
「瓶頸，其實是自己的思想轉不過來，是自我觀念畫出來的界限，把那條界限拆掉，人就在瓶外了。
」　　瓶裡瓶外，界限拆或不拆，一念之別，就在心。
「釋迦牟尼佛說，人的問題是心的問題。
」師父指出二千六百年來古今時空的貫通：「佛法就是心法，是釋迦牟尼佛得道後，留給世人的觀念
和方法，使人的心不受煩惱污染，不受痛苦干擾，隨時保持安定、純淨，以現代的語言詮釋，就是『
心靈環保』。
」　　心靈環保，在人與人、國與國、種族與種族、宗教與宗教都將走向無疆界的現代，不形成宗教
隔閡，不存在文化對立，放諸四海，人人都能從觀念的、精神的改善與轉變，超越悲苦走向快樂幸福
。
　　就如舟筏逐漸嚐出海的滋味，我逐漸體會師父寄寓於「心靈環保」的殷切，於是對這本新書的紀
實寫作，便把浩瀚的漢傳佛教主題，聚焦於「心靈環保」之上。
　　然而如何勾勒主軸的線條、連結組織的脈絡呢？
師父談農禪寺時，給了我一個燦爛的鼓舞。
　　用「心靈環保」架構時空　　師父娓娓談及農禪寺從原來的農舍，成為台北市登錄的歷史建築；
從最早的暫用，而能擁有，至今成為都會中的修行中心，未來將嶄新擴建。
當聽到師父說，要把未來的農禪寺建在水上，我整個心為之一亮！
師父以「空中樓閣，水月道場」形容他腦海裡轉動的景象，看似立於縹緲虛空中的樓閣，又像倒映於
水中的明月，虛幻中是實景，實景中又蘊含精神理念。
　　這是多麼動人的創造。
且不論將來建築因緣如何，但是這個曾經迴盪在師父心中的意象，是那麼燦爛地鼓舞了我為這本書尋
找新的透視。
當我以「移動力」的角度貫串心靈環保，師父閱後評註「寫得很好」；當我以「創意」的切入點匯通
心靈環保，師父也勉以「可以繼續」。
師父言教身教所及的心靈環保在在處處，關懷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戰火是心靈環保，創辦法鼓大學是
心靈環保，發起社會運動是心靈環保，禪修是心靈環保，教授天台學是心靈環保
，&hellip;&hellip;&hellip;，我將這數年間的訪談，整理出十個面向，希望以師父穿越歷史歲月的足跡，
架構出心靈環保的時空之路。
　　我難忘有一次採訪完，當收拾好文具走出來，就看到師父腳踩器材正在運動。
師父一生為世人的心靈作環保教化，那走了將近八十載的雙腳，衰病晚年仍如此不輟不歇，我心裡忽
然有了莫大的感動。
　　無限感恩，無比愧疚　　師父深知在現今價值混亂的社會中推動心靈環保，必有其難度，但是，
「一代一代持之以恆，永遠不退初心，我覺得很樂觀。
」抱持如此心情，十六次訪談，採訪時間從初期的每次三個小時，到後來的三十分鐘，師父漸漸體弱
。
但仍然次次愷切口述，篇篇慈悲閱覽。
正因為知道師父寄寓於心靈環保的殷切，我的寫作不敢潦草急就。
然而就在最後一批文稿寄出給師父的次日，師父安詳示寂。
　　　這本書來不及在師父住世時出版，我非常愧疚。
數年來，我感恩師父給我泛行慈悲之洋的因緣，聆聽海潮之音，而今唯有透過文字將師父的理念呈現
得更清晰，讓讀者更易從中感知師父的殷望之心，或許能稍稍彌補我愧對師恩的耿耿大憾。
　　後記　　師父留下了禮物　　原來，山是會流動的。
　　從高處鳥瞰，這一天的法鼓山，山道蜿蜒得特別鮮明，綿綿密密點點簇簇的身影，描出了一彎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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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流動的人潮之河。
除了佛號，一切靜默。
　　這一天，是二○○九年二月八日，聖嚴師父圓寂後第六日，靈柩起龕前往荼毘火化。
簡潔、開闊的大殿裡，迴盪著「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hellip;&hellip;&hellip;，如
潮如湧。
我想起了過去的訪談時刻。
聖嚴師父曾經談起他理念中大殿的造型是，高廣、肅穆、穩重大器，具有西方大教堂的神聖氛圍，建
築本身就蘊涵一股震懾人心的力量。
而今這力量以一種空間與聲腔的對應，化成一片深邃共鳴的海洋，濤音連綿，層層不絕。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hellip;&hellip;&hellip;，至誠懇切的心靈共振從這裡幅射
，師父的靈柩從這裡起行。
　　靈龕車隊緩緩行進在法印路上，貫連園區大道，萬千信眾夾道跪送，向師父頂禮告別。
空山微雨，嵐氣氤氳，枝椏猶如伸展作別之姿，葉尖珠露彷彿懸垂追思。
溪聲潺潺，緋櫻凝眺，含笑花浮動幽香。
佛號一聲一聲，車隊一步一步，師父的法體色身，漸漸、漸漸離開了。
我突然領會到，師父一生是如此充滿動能。
　　回想有一次採訪，訪題未竟，師父下一個排定的行程已必須出發，那是應邀參觀故宮「福爾摩沙
：十七世紀的台灣、荷蘭與東亞」特展，我於是跟隨前往，在師父的座車上繼續未竟的訪題。
　　車行移動中，我問及二十多年來師父奔走於東西方國家弘揚佛法、指導禪修，可有印象特別的旅
程？
師父談起了某次要從紐約飛往美東主持禪七，由於開車接送的居士走錯航廈，時間耽誤了，班機起飛
在即。
如果沒有搭上，必定趕不及既定的禪七時間，緊急之下，拔腿就以百米賽跑的速度，朝著登機門，拼
了老命飛奔，終於在最後一刻，跑上了飛機。
師父打趣地形容，第一次看到自己那樣飛奔，就像小偷被警察追捕一樣。
　　這樣如風如如雲的動態，不只在寰遊步履上，也在心境思惟上。
這書裡〈創意世紀〉一文中，我有一句話寫道：「創意是人類嚮往的一種能力」，師父閱後，把「能
力」改為「動能」。
動，於是展現能量，我這樣體會師父的遣辭用意。
一字之易，的確讓整句話的力道驟然活絡了。
　　每次寫畢文稿，我總是請師父過目，於我而言，猶如對師長的寫作請益。
而師父也總是多所鼓舞，慈悲勉勵，某些篇寫得很好，某些篇可以繼續，某些篇寫得精彩；而有時，
師父也會指出弱處，或者就在文句旁批註：「只有形容未見故事」。
師父的提點，於我的寫作是珍貴的加持，讓我得以修潤調整，增益內涵。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評語是：「這篇稿子跟全書其他各篇相比較，後面幾段最好重新寫過，以足本書之
完美。
對不起。
」　　指出後生晚輩的不足還要說聲對不起，這是多麼尊重包容的長者氣度，每每讓我深思有得。
這些留註在我文稿上言簡意賅的短語，我視如師父給予的禮物。
禮物之惠讓我受用殊深的，又豈只在文字寫作，更在師父的德行襟懷、躍動活力能量的生命啟發，回
報師恩，我願把這本書的作者版稅全數捐給法鼓大學。
法鼓大學是師父所稱最後一個要完成的心願，二○○八年初，我向師父表達了願與所有支持大願興學
的十方大眾走在一起，以此略盡棉薄。
　　寫作這一本書期間，耳中迴盪、心中省思的，經常是師父所談「心」的修行。
師父說佛法是「心」法，使人的心不受煩惱痛苦污染，隨時保持安定純淨，以現代的語言詮釋，就是
「心靈環保」。
過去數年間的這些訪談，紀錄了師父的法教身教，我將之聚焦在心靈環保上，以十個篇章呈現十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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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而今師父走了，心靈環保的理念是師父留給世人珍貴的禮物。
禮物是祝福的，是分享的，既是師父的悲智行跡，也是師父對世人的身教啟迪。
　　而最後一場身教，是二月十五日，師父的靈骨植葬在法鼓山上的環保生命園區。
一瓣花香、兩坏春土，沒有任何宗教儀式，師父的色身，化作春泥，回歸大地。
正如師父生前所說，人從父母而生，生而死，死而回歸大地，是最好的方式。
在天地自然間，骨灰落土於植存穴裡，覆蓋之後，師父這樣形容：「看不到任何痕跡。
」　　我難忘那一天細雨霏霏的法鼓山，逾三萬名來自海內外人士分布於全山各殿堂，透過視訊連線
，共同參與追思植存，看著師父以這樣的方式告別人間。
　　當植存完成，幾乎所有人的腳步都朝向生命園區行進，山又流動起來了。
綿綿密密點點簇簇一彎又一彎緩緩流動的人潮之河，沿著曹源溪畔，在十五度斜坡、七個「之」字蜿
蜒的步道上，峰迴，路轉，轉動生死無別的觀點，放下種種色身的執念。
二公里路程，一堂莊嚴的生命教育課程。
　　生命園區裡，竹安靜，樹安靜，天地安靜，心安靜。
靜靜環繞一匝，師父言猶在耳，「看不到任何痕跡」。
原來的草地，原來的春土，彷彿絲毫未動，真的看不到任何痕跡。
　　草色青青，竹篁翠碧，山高水自流，無心雲出岫，正如師父之願，一切色身所有，寂滅為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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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聖嚴法師二○○九年二月三日圓寂，在遺言中諄諄交代，身後「勿再編印紀念集之類的出版物」、「
凡未經我覆閱的文稿，為免蕪濫，不再借手後人整理成書」，本書在最後的兩年間，由聖嚴法師親自
過目，今日能夠將此書出版，實屬難能可貴。
潘煊寫作這本書的兩年間，耳中迴盪、心中省思的，經常是聖嚴法師所談「心」的修行。
聖嚴法師說，佛法是「心」法，使人的心不受煩惱痛苦污染，隨時保持安定純淨，以現代的語言詮釋
，就是「心靈環保」。
本書以十個篇章，呈現「心靈環保」的十個面向，貫串了聖嚴法師一生最珍貴的身教。
變動快速的世間，精神高壓的年代，回應二十一世紀人類不斷升高的痛苦呼聲，這本書是聖嚴法師留
給世人珍貴的禮物－－忠實呈現了一代偉大心靈的悲智行跡，以及對世人的身教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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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煊 　　出生於埔里小鎮，自大學中文系畢業後，歷任雜誌、新聞媒體編輯、撰述等職。
多年來得遇因緣，寫作佛教傳記與理念，就如小小舟筏泛行慈悲海洋，透過文字本分，傳達人間美善
事蹟，是無限感恩的幸事。
　　著有《看見佛陀在人間－－印順導師傳》、《法影一世紀－－印順導師百歲》、《慢行聽禪－－
殷琪問法　聖嚴解惑》、《證嚴法師　琉璃同心圓》、《潤漬蒼生－－證嚴法師的惜水智慧》、《種
活藝術的種子－－朱銘美學觀》、《朱銘的秘密花園》、《微笑菩薩》、《相信閱讀－－天下文化25
年的故事》等書。
聖嚴法師　　（1930?2009年）聖嚴法師1930生於江蘇南通，1943年於狼山出家，後因戰亂投身軍旅，
十年後再次披剃出家。
曾於高雄美濃閉關六年，隨後留學日本，獲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
1975年應邀赴美弘法。
1989年創建法鼓山，並於2005年開創繼起漢傳禪佛教的「中華禪法鼓宗」。
 　　聖嚴法師是一位思想家、作家暨國際知名禪師，曾獲台灣《天下》雜誌遴選為「四百年來台灣最
具影響力的五十位人士」之一。
著作豐富，中、英、日文著作達百餘種，先後獲頒中山文藝獎、中山學術獎、總統文化獎及社會各界
的諸多獎項。
 聖嚴法師提出「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主張以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三大教育推
動全面教育，相繼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佛教學院、僧伽大學、法鼓大學等院校，也以豐富的禪
修經驗、正信的佛法觀念和方法指導東、西方人士修行。
 法師著重以現代人的語言和觀點普傳佛法，陸續提出「心靈環保」、「四種環保」、「心五四運動」
、「心六倫」等社會運動，近年來更致力於國際弘化工作，參與國際性會談，促進宗教交流，提倡建
立全球性倫理，致力於世界的和平。
其寬闊胸襟與國際化視野，深獲海內外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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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卷首聽見海潮音──《聖嚴法師　最珍貴的身教》寫作心情卷一 聖嚴法師 最珍貴的身教※戰爭
與和諧連鋼筆也要?下失去和平的「和平之城」跨一步，進入封鎖區忘卻歷史的怨恨讓內心的黑暗國界
，消失心靈環保，就是把心放在當下不求安心，才是真正的安心善意的神奇轉化※創意世紀大悲心起
，別開生面創意在菩提伽耶創意在法鼓山重量級的創意作品把建築造得感動人創造一條觀音信仰的山
脈三方匾額，三個層次處於空明狀態，就有創意出現的可能最大的創意就是改變自己※在移動中創造
一生遷徙的生命移動感八方來集，走向凝聚以智慧的行雲，用慈悲的流水步步蓮華，行走江湖移動中
的禪七，行進中的心靈環保不能移動，就落伍了生命為眾生所用，動中有安定用足跡，打開世界的另
一扇窗全球移動，宇宙飛航火箭般的移動力※為社會心靈設計流程──心五四運動，心六倫運動從黑
白的生活，變成彩色的生活心五四運動來自佛陀時代的「心五四」轉變自己，影響他人新時代，心六
倫蝴蝶飛舞了海星回家了李國鼎傑出經濟社會制度設計獎※改變的發生讓事情開始改變禪修是精神領
域的開發次第鮮明的禪法看見強大生命力咖啡禪裡，隨時放鬆身心大乘禪法，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回
應挑戰從逆境中走過來的人釋迦牟尼佛的朋友挑戰在於自己面對考驗，廣種福田突破瓶頸，耕童心福
田正面解讀，逆向思考無所挑戰※看見心靈本色一杯清涼水，一程安定路當今時空需要的心法多元時
代，以心相融從心靈環境上加以保護清淨之貧，心不窮回到原點看貧富最可靠的富裕，是奉獻懂得與
環境相處心靈環保納入地球憲章恢復真我，最珍貴的當下撿回原來的開心※六天課在天台旅行看準趨
勢，扎實下手得獎，指標性意義將天台學恢復成活用之學不斷尋找答案在時空的大座標中我必須珍惜
漢傳佛教的遺產※法鼓大學「這些書法裡，有師父的體溫」每一個人都在教育的林蔭中創造被需求的
價值人類安樂，地球健康──心靈環保的法鼓大學走出一條教育之路一生堅持人才培養「書苑」形式
，新穎陶冶我用心在寫字，而非用手在寫字※化作春泥更護花──環保自然葬在風氣形成的最前端小
小生命園區，大大突破殯葬觀念告別，一堂莊嚴的生死學特別的「郊遊」十七歲的成年禮「哪裡需要
幫助，我就去！
」卷二 聖嚴法師　最殷切的叮嚀調心轉念當下安心慈悲，智慧立言，力行人我互動財富生活，生命，
生死後記師父留下了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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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內文試閱化作春泥更護花　　──環保自然葬　　從佛化奠祭到自然葬法，聖嚴法師把簡化、節
約、惜福、培福的環保精神，透過禮制改革而成為社會性教化。
程序簡樸的植存，真正回歸自然本懷，骨灰入土，化作春泥，滋養花樹，護持每一朵花盛開的香氣，
為人間帶來芬芳祝福。
　　十五度斜坡，七個「之」字彎道蜿蜒而上，峰迴，路轉，進入「金山環保生命園區」，聖嚴法師
恩師東初老和尚的骨灰，在這裡入土大地。
　　這是二○○七年，一個歷史時刻完成於山水空間，法鼓山方丈和尚果東法師與中華佛教文化館住
持鑑心長老尼，共同代表聖嚴法師，將老和尚的骨灰，親手置入植存穴中，回歸大地。
全國首座非墓地、不立碑、沒有祭拜儀式的「台北縣立金山環保生命園區」，啟用的一刻，正是東初
老和尚遺願圓成的歷史瞬間。
　　距此三十年前，一九七七年，東初老和尚圓寂，遺囑交代聖嚴法師別為他土葬，火葬後也不許留
取骨灰或舍利來供養，而是將之和麵撒在海中與水族結緣。
　　老和尚在世時曾對聖嚴法師說︰「做人不要那麼愚蠢，既知活著時這樣那樣都是幻相，死了後還
要一座墳墓，豈非可笑。
」聖嚴法師遵師遺囑，照辦了。
　　照辦的不是把骨灰撒入海中，而是植入大地，植入引領時代風氣的新思維裡。
其實，或海或地，精神無別，在海，是眷養水族的汪洋；在地，則化作滋護花樹的春泥。
　　生前自在，身後不占空間，果東法師如此尊崇老和尚的悲智心懷，「師公往生到現在已經三十年
，雖然我沒有見過他老人家，但能在歷史的一刻，代表師父植存師公的骨灰，體會師公的精神理念透
過師父的方向導航，延伸到我們這一代持續落實，成為後世子孫生命教育的一環，我覺得在時空意義
上非常殊勝。
」在風氣形成的最前端　　環保自然葬程序簡樸，將往生者的骨灰裝在五個植存紙袋，由親屬分別置
入五個洞穴中，不執著傳統風水理論，破除「據洞為親」的墓穴觀念，真正回歸自然本懷。
　　如此的創新作法，聖嚴法師縱觀社會趨勢：「任何風氣開始形成的時候，大家會覺得格格不入，
或對新思維採取排斥態度，但之後會慢慢習慣的。
樹葬、海葬，以及法鼓山現在正推行的環保自然葬，都是新思維，有其時代性與地區性的需要，原因
是人口愈來愈多，可用的土地愈來愈少。
」　　環保自然葬氣象新成，但背後蘊蓄的動能，卻是法鼓山環保傳承的歷史氣候。
從二○○七年生命園區啟用，回推到一九九四年的禮儀環保及佛化聯合奠祭，再溯返一九七七年東初
老和尚的遺願，環保精神一脈綿延。
聖嚴法師更探源到佛陀時代談「環保」二字：「環保，是現代名詞的借用，其實釋迦牟尼佛的教育以
及他流傳下來的經典，都是圍繞著『環保』而言，特別是心靈環保，教導我們的心不受種種的煩惱所
污染，不受環境、困難所干擾，從而延伸到日常中的生活環保、禮儀環保、自然環保。
」 小小生命園區，大大突破殯葬觀念　　自然葬法，呈現聖嚴法師賦予的四重環保精神。
　　台灣地狹人稠，蕞爾小島卻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聖嚴法師倡導環保自然葬，讓土地
循環利用，不破壞本有景觀，不造成後代負擔，有助生態環境與人類生活共存共榮，這是「自然環保
」。
　　骨灰植存沒有繁文縟節的殯葬儀式，也不焚燒紙錢、香、燭等，亦無國籍、信仰限制。
山水天地間，靜穆莊嚴，用最純淨的方式將骨灰置入洞穴，以綠色向世間告別。
時間上，空間上，儀式上，完全合乎「禮儀環保」的精神。
　　環保生命園區雖只小小四百多坪土地，卻大大突破殯葬觀念，反思兩千多年喪葬文化衍生的積習
，一改鋪張奢華的禮俗，節葬、潔葬，「生活環保」的簡樸蘊含其間。
　　生命園區位在流水潺潺的曹源溪畔、林相蓊鬱的優美緩坡，山徑兩側，百合花、櫻花、含笑花迎
風搖曳，往生者的骨灰入土於一片修竹幽篁裡。
因為有五個洞穴，骨灰可分由五位家屬親手送行，一個洞穴三個程序，罝入骨灰，獻上花瓣，覆蓋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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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置入，獻上，覆蓋，&hellip;，五個洞穴十五個程序，每一個動作深深憶念，一一作別，一一譜入大自
然的生命交響樂。
聖嚴法師說：「人生的終點，不是生命的結束，乃是無限的延伸以及圓滿的連續。
」骨灰入土，化作春泥，滋養花樹，護持每一朵花盛開的香氣，為人間帶來芬芳祝福。
從此綿延為天地間的元素，交融於山水，成為山之蒼翠的色澤，成為水之婉曲的線條。
禪宗不落形式的哲思在這裡迴盪，不設墓塚，不立墓碑，不覺陰森恐懼，歡喜看生死，「心靈環保」
連結著生命最終極的課題。
　　法鼓山關懷院果選法師職司生命園區事務，他從「生命權的平等」，談及對聖嚴法師所倡環保自
然葬的體會：「大地萬物都有其存在的平等性，人要生存，地球也要生存，不能因為人的需要而把地
球給耗盡了。
地球要長長久久地存在，就像人類想要長長久久存在一樣，萬事萬物的生命亦同。
我們在考慮一己立場時也必須尊重他人立場，這就是平等。
佛教的觀點認為，一草一木都有佛性，不能因為它沒有發出聲音，就忽視它的存在。
師父提倡環保，正是要尊重大地萬物的生命，當人們的心，能夠對每一事每一物善加珍惜保護，自然
而然會關注環保問題，這就回歸到一個寬闊的慈悲心懷，亦即心靈環保。
」　　告別，一堂莊嚴的生死學　　以「心靈環保」為核心主軸，聖嚴法師提倡「禮儀環保」，諄諄
之心就是希望透過「佛化奠祭」，推動簡約、莊嚴的佛事文化，淨化傳統殯葬風氣，同時也做到生死
關懷和生命教育。
這是早在一九九四年，有感於民間殯葬風俗的繁文縟節、鋪張喧鬧而促發。
　　「喪禮，古今中外、任何宗教都很重視。
」聖嚴法師說：「中國民間的喪禮本以儒家為規範，但漸漸摻雜傳說與迷信，變成了活人藉死人風光
的鋪張場面。
有時看到盛大的出殯隊伍，綿延數公里，交通阻斷，敲敲打打，破壞了環境的寧靜，對往生者也無好
處，這種禮儀毫不環保。
我在日本留學時，看到電視報導類此的大出殯，旁白者這樣問，大家猜猜這在什麼地方？
答案是台灣。
台灣舉行告別式通常需時半天，家祭、公祭、出喪等流程繁複，因此我提倡禮儀環保，主張儀典在一
個小時內完成。
奠祭中大家一起念佛，把功德回向給往生者；並且講述往生者生平，讓大家感念他對家庭、社會的貢
獻，覺得人生一趟不虛此行。
死亡是此生的功德圓滿，是走向未來的起點，在莊嚴、肅穆、溫馨的氣氛裡，用佛法為往生者祝福，
讓家屬感到安慰，與會親友也靜思有得，彷彿上了一堂莊嚴的生死學。
」　　法鼓山方丈和尚果東法師，曾經擔任助念團輔導法師長達十年，精準掌握聖嚴法師所推動的「
禮儀環保」理念，他回顧殯葬文化的時代腳步：「早年民間助念風氣還不興盛，師父看到這個現象，
於是深入宣講助念的重要性。
助念，一者可讓往生者得益，二者帶動家屬念佛，幫助安定心緒，在頓失親人時感受到溫馨。
多年來，法鼓山落實關懷的功能，在理念的傳佈、禮儀的養成、形象的建立上，形成潛移默化的力量
，社會的助念風氣帶動起來了，在佛化奠祭的著力也屬法鼓山最為積極。
過去也許人們會想，民間習俗根深柢固，諸如佛化奠祭、環保自然葬真能翻轉社會的慣性嗎？
我從師父身上得到啟發，永遠不要灰心，永遠充滿希望光明，我們的出發點是為了利他，從一己之心
開始，從小處做起，一點一滴，抱持這股精神，法鼓山一路走了過來，社會有了迴響，引領風潮的影
響力就展現出來了。
」　　從佛化奠祭到自然葬法，聖嚴法師把簡化、節約、惜福、培福的環保精神，透過禮制改革而成
為社會性教化。
特別的「郊遊」　　這個教化，任職榮總醫院二十多年的金秋華體會深刻。
　　二○○八年她的父親往生，她與家人將父親骨灰植存在環保生命園區。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聖嚴法師最珍貴的身教>>

「聖嚴師父提倡這樣的自然葬法，非常環保，沒有墳、沒有碑，但有諸佛菩薩的庇佑，父親入土在山
明水秀的大自然中，我很安心。
」　　父親百日之期，金秋華包了一輛遊覽車，邀集親朋好友包括從小到大的老同學老同事一起上山
，以一種精神性的形式，為父親作百日。
「沒有燃香、焚紙、點燭，就是大家去看看他，跟他講講話。
眾親友們在這一片父親安息的山水大地，一起朝山、撞鐘、吃素齋、參觀園區、了解骨灰植存。
法鼓山一日遊，果選法師還送我們一人一本聖嚴師父的書，大家都覺得收穫豐富。
當天有很多我們醫院裡醫生護士的孩子同來，這一趟特別的『郊遊』，也等於給孩子們上了生死學的
生命教育。
」　　比如，遇到園區義工正在開挖植存穴，眾人才了解到工程的難度超乎想像。
以三人合作，使用特殊機具掘出二公尺深、八公分直徑的洞穴，過程中，也許會碰上堅硬的石礫，也
許要克服難纏的石磐，所以一天工作量頂多挖出八到十個洞穴。
　　親眼目睹植存穴一寸一寸形成，那是將來某一位往生者骨灰入土的地方，金秋華說：「有的人觸
動深刻，有的人感到驚訝，因為很多人一輩子都不願意去碰觸生死的問題。
」十七歲的成年禮　　當天，金秋華十七歲、在國外讀書的兒子也回國追思爺爺，下山之後，她跟兒
子說：「將來我走了，我希望你把我還有用的器官捐出去，其他的就比照我們處理爺爺的方式，燒一
燒，植存在法鼓山的生命園區裡。
」　　兒子坦然回應這個生死話題：「媽媽，我想要燒一燒後，就放在家裡耶，如果妳同意，我想餵
魚缸裡養的魚。
」　　「放在家裡，你不怕啊？
」金秋華問兒子。
　　「我為什麼要怕，妳是我媽媽。
」不過，這十七歲的大孩子擔心的是，「我把妳餵了魚，讓妳被吃到魚的肚子裡去，妳會不會生氣？
」　　金秋華語氣自在：「不會啊，人死了，一切都是形式，不重要，你要怎麼處理，我都接受。
」　　直到兒子臨出國門，在機場，他突然抱住媽媽一直哭。
　　過去為兒子送機，他從不曾如此掉淚，金秋華問他發生了什麼事，兒子說：「媽媽，我覺得好感
動，妳對我太好了，妳把所有的心血都用在我身上，我以後會對妳更好，我不要妳像爺爺一樣，走了
就再也看不到了。
」　　金秋華抱著兒子，好欣慰：「你長大了，懂事了耶。
」　　回想機場一幕，金秋華覺得兒子彷彿經歷了一次成年禮：「去了一趟法鼓山回來，兒子突然長
大許多，我覺得對孩子的意義滿大的，很感謝聖嚴法師讓我們有這樣的因緣。
」 「哪裡需要幫助，我就去！
」　　生老病死，如何從中得解脫，這是佛教一向關心的問題。
　　生是歡喜，老是必然，而病呢？
年近八十高齡的聖嚴法師，道出他長久在針藥歲月中對病痛的回應：「我一生常在打針、吃藥，幾年
前左腎長了瘤，已經割除，剩下的右腎，功能也不太好，每週都要洗腎。
」　　當被醫師宣布必須長期洗腎，這對年高體弱的聖嚴法師並不形成挑戰：「我不害怕，也不沮喪
；我病得快樂，病得健康。
既然疾病臨到我，我就面對它、接受它、以平常心來處理它。
我是禪修的人，幾十年的打坐、念佛，這讓我能接受痛苦。
」　　對於生命的花開花落，聖嚴法師的態度是，活著時，活得全力以赴，至於何時死亡來臨，無所
謂。
「我不求死，不等死，也不怕死，我的心情很少受到波動。
」　　聖嚴法師對生死一切自在，「我死後，不需鋪張的追思與傳供，不需布置得富麗堂皇的靈堂。
我已預立遺囑，身後既不設牌位、不立碑、不築墳，也不建塔。
至於後人對我有任何評論，不重要，也與我無關。
我沒有個人財產，即使著作權也屬於僧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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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體，用薄薄的棺木封釘，火化以後，也不必有一個骨灰罈來占地方，骨灰就灑在法鼓山的環保
生命園區。
所有我有形的一切，就在這世上永遠消失。
」　　物質性的有形生命消失，而精神性的永恆生命，聖嚴法師看待得超然而廣濶：「我是跟三世一
切諸佛同一個生命、同一個身體、同一個國土、同一個世界，夫復何求？
現世的我，個體很渺小，一生的時間很有限，能夠幫助人的力量也有限；而死亡之後的生命，則不僅
是在台灣，不僅只在這個地球、宇宙，而是進入了無限的時空之中。
在無限的時空之中，什麼時候需要我出使命，我便赴任！
在無限時空之中的無盡眾生，哪裡需要幫助、哪裡需要度化，哪個地方的緣成熟了，我就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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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聯合推薦：林懷民、殷琪、嚴長壽聖嚴法師 我願無盡的禮物歷時三年，聖嚴法師一字一句親自潤飾
心靈環保，師父留給世人最珍貴的禮物忠實紀錄聖嚴法師最後的身教，一以貫之他一生最珍貴的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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