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文釗先生回憶錄（三）                                                      認識金剛乘與相關修持觀點探討          

合意友來情不厭  知心人至話投機                                        祈願家家戶戶立香鐙 

以誠以敬  造化之機——大山腳聖教會玄友坐工紀實                                          

同善紀元廿五年一月    西元二〇一七年四月    同善紀元二年創刊每季發行    創辦人正笙 

參硏儒家思想深刻意涵    實證迴龍夫子性命工程    闡揚傳統八德內蘊精髓    體現古今聖賢中庸言行   

大中華同善社       2017.4 

善與人同   萬善同歸述古

泰京曼⾕宏德善堂，為泰國境內頗具規模的同善社道場之⼀。⾯對⼀樓正殿，正中央供奉著儒釋道

三教聖⼈，右邊為觀世⾳菩薩，左邊為呂祖純陽。⼆樓設⽴師尊壇；三樓為溯源堂，祭祀著道內載

道先靈與已故天恩和已故先⽣之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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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天恩先⽣帶領道內先⽣們廣泛地學習佛法，

先⽣們於佛法學習上的專注與投⼊，紛紛展現出每

個⼈內⼼不斷期盼向上向善的積極與光明，無有疲

厭的毅⼒與腳步，以著更深⼊、更廣濶的⽅式，為

著利益眾⽣的事業向前邁開⼤步，更為⽣命真諦的

價值逐步思考體悟，這正體現著釋教中法⾨無量誓

願學的無上精神。 

透過練習瑜伽燄⼜施⾷壇儀中許多真⾔的持誦、⼿

印的結合、加上內⼼的觀想，從天恩先⽣的教導中，

相信許多⼈皆能感受到佛法的無邊無際，也似乎慢

慢瞭解到佛教中⾦剛乘的特點與殊勝。 

是法平等，無有⾼下。本期摘錄⾦剛乘第⼗七世⼤

寶法王噶瑪巴尊者的講述，嘗試從藏傳佛教的⾓度

來認識⾦剛乘，並對於漢⼈施主布施的觀點、如何

尋找⾃⼰可以依⽌的上師、與漢⼈華⼈如何在家學

佛的觀點幾個層⾯中來探討修持⽅⾯的問題。 

歲末寒天裏，最令⼈感到溫暖的便是⽞友們真摯的

問候。現代⽣活忙碌，寒流來襲之際，⼤家難得⿑

聚網路上相互關⼼，嚴先⽣以著古樸的松⽵梅茶具

伴著炭⽕煮茶的情景，在茶⾹濃濃的⽕爐裏傳遞出

暖暖的幸福；加上張先⽣、曾先⽣、與蕭先⽣瀟灑

幽默的詩興與神來之筆的詩作，令⼈驚艷！頗有「⼤

隱隱於市」之不世⾵采。 

吾道性命⼯程，法奪天地造化。⼤⼭腳聖教會，是

⾺來西亞當地數⼗個聖教會之⼀，早期天恩先⽣經

常台、⾺兩地來回往返地傳授當地先⽣們坐⼯之法

要。洪先⽣，即為⼤⼭腳聖教會的⽞友，她將⾃⼰ 

在坐⼯上的親⾝體驗與感受分享給⼤家，不僅讓⼤

家強烈感受到洪先⽣在坐⼯上的誠敬與⽤⼼，也能

體會到坐⼯所能帶來的真實利益，在此特別感謝洪

先⽣的不吝分享，功德無量，也祝願洪先⽣⾝體早

⽇康復，平安吉祥！ 

燃點起佛堂⾹鐙的⼀剎那，就如同內⼼的光明恆常

地在⽣命中照耀，破除種種無明，遠離顛倒，也彷

若在時刻提醒著每個⼈於⾃我⽣命的提升與⾃利利

他的努⼒。 

貞⾠先⽣分享了近⽇於⾼雄地區家中正式設⽴了家

庭佛堂的感恩⼼情，儘管佛堂規模不⼤，但卻不失

莊嚴隆重，也象徵同善社在南部多了⼀個接引眾⽣

的渡⼜，衷⼼期盼未來會有更多的先⽣家裏⽴起⾹

鐙，讓尊貴的迴⿓夫⼦之道遍傳社會每個⾓落！ 

經云：「虛空界盡，眾⽣界盡，眾⽣業盡，眾⽣煩

惱盡，我願無有盡，我願無有盡境。」 

天恩先⽣常勉勵我們：「要讓⽣命蛻變到⾄善。」 

無量法⾨的修持，就好⽐是跨領域的學位修得⼀樣，

融合之後所激盪出的⽣命智慧，必是圓滿⽽無礙！ 

編輯部 

願學無量法門   迸發生命無限蘊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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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壇在蘇州                                                                                                                                                            

蘇州，是有名的好地⽅，「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所共知的。我最喜歡在這個古⽼的園林城市參加

壇事，交通⽅便，閒來可以結伴暢遊多處名勝古

跡。                    

虎丘—吳王墓，我們每次必到地⽅，在泉⽔泡茶依

欄觀景是⼀⼤樂趣，還有騎⾺娛樂、西園觀⿂、登

塔飽眼福、道觀叩  三清、名剎聞鐘聲，可以說辦壇

廣結緣，仗  佛遊名勝，這種良⾠美景，快樂時光，

多謝  上天的恩賜。嘆！時⽇流轉，這許多已成明⽇

⿈花了！ 

蘇州儒壇與上海⼀體，上海做了，蘇州不辦，春秋

輪辦，每年兩次。蘇州開壇⼀切⽤品法具俱是上海

運來，每次包了⼀個⽕⾞廂運載來蘇。 

壇主宣⽼先⽣，推副壇主是蘇州本地⼈姓俞，是⼀

位布莊東主，另⼀位是我同鄉，姓李名繼秀，很年

輕，三⼗歲以上。由於我鄉到蘇⽅便，參加的⼈也

是我鄉較多。 

第⼀次開壇是租⼀間寺院裏舉⾏，該寺名「承天寺」

地⽅較⼤，寺內僧⼈數⼗名，我們這班臨時和尚（因

⼀律剃光頭）倒也與他們⼀拍即合，互相談談很投

機。事畢道別均稱明年再⾒，以後連做三次在這寺

內舉⾏。 

後來又借「隆慶寺」舉⾏兩次，該寺據說清朝乾隆

皇帝來過⼀次，並有墨寶留存，該寺在蘇城是數⼀

數⼆的⼤寺之⼀，古樹⾼牆，巨鍋通舖，偌⼤的飯

堂，數百⼈只有聚在⼀個⾓落裏，⾛廊彎曲深⾧，

⽅⼀個便要不是沒有貼出路牌指向，不知道⾛到何

處，如⼊了迷城⼀樣。我們進⼊通床，數百⼈均睡

在這裏，這種集體⽣活，想起來倒也蠻有意思的。 

後來在⼀家富⼾同道家中舉⾏的，也⾏了數次，這

家是蘇城有名富豪之⼀，是官宦後代，良⽥數千，

⼤廈數⼗。⼾主是位保恩，他有⼀⼦很孝順，隨⽗

⼊道，⼈也能幹，甚麼都有做，沒有公⼦爺氣派，

與我們談得來，⼀視同仁，他將祖上遺物⼀⼀陳設

與各同道共享，有唐寅親筆名畫，有祝枝⼭墨跡，

有其他名⼈書畫及無數的⼤⼩古董等等。 

在這裏開壇數次之中有⼀次在秋季裏，細⾬綿綿，

秋⾵瑟瑟中，來了⼀位⼤家從未⾒到的⼀位先⽣—

李乃斌先⽣，他是由杜師陪同下奉  師命⽽來的。我

們早已聞名，但未亮相，今次又是機緣了，且杜宥

棠先⽣也是第⼀次⾒到，這時候我們排⽴兩旁，等

候⼤駕。「來了！」⼤眾傳來消息靜靜的等待，先

由宣壇主出城迎接，⼀共六輛⼈⼒⾞，到了⼤⾨⼜

下⾞，宣壇主領著李杜兩位在⼈群中穿過，我們拱

⼿相迎，然後在皇壇排⽴頂禮，迎接完成，再做壇

事 。 

在蘇州儒壇，我除了擔任樂⽣外，時時去做別部份

⼯作，如供果部，贊禮⽣及誦經禮懺等各部⾨。有

⼀次參加皇天⼤祭，要引導⽣，不料上壇在祭神時

出了錯，事後主任與我先向皇壇百叩求赦，再向壇

主頂禮致謝，訓導幾句就了事。 

包文釗先生回憶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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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喜歡參加多項禮儀，上司對我有了印象，加

以每年兩次，每次遇到頗有善緣，因此被張志剛和

崔⼦良兩位重視了，我的壇務⼯作，每次在⾏禮之

前如某⼈缺席者，均找我填空，我被⼈說笑為「百

搭」，所以這兩位先⽣對我⾮常愛護和關⼼，⼀逢

到就問這問那的親熱，我也⼀向是當我的⽼上司，

這與廣東⼤仁祥⾄和壇各位同修是分不開的，我與

幾位認識之緣份就是這兩位先⽣的介紹。 

這兩位曾去過江西辦壇指導⼀切（熊號⾸⽅⾯），

本來帶我們前往，那時因交通不便⽽告吹，再說張

志剛先⽣他是⼀位名中醫，江蘇洛社⼈，有兩位公

⼦，⼀是西醫⼀是錶⾏業，張先⽣常駐上海，並兼

蘇州壇務統理，崔是寧波⼈，銀⾏業，常在四時春

院。這兩位是宣壇主之助⼿，另有⼀位趙博⼭先⽣，

也是壇主之助⼿，專⾧讀表⽂書⽅⾯，他有⼀位賢

妻領導坤道壇務⼯作，亦是⼥中之傑。姜垣之先⽣

是明善書局主編，⽂學廣博，這幾位先⽣印象深刻，

永誌不忘。 

我們在儒壇每天⾏禮畢，加讀⼀張懺悔⽂，本來是

沒有的。有⼀次豎旛科，第⼀天未⾒結綵，旛腳還

在飄飄的，壇主⼼知有錯，但沒有感覺錯在何處，

靈機⼀動，請姜垣之到壇，這時候在進⾏晚朝，宣

先⽣還在⾏禮，姜到壇即通告壇主，壇主寫⼀張字

條，「即刻做⼀張懺悔⽂，要順⼜好記。」姜接到

字條，就在壇中祭祖登記處，拿⼀張⿈紙，提筆作

詞，不到⼆⼗分鐘已完成詞⽂，不等壇主過⽬，四

五位先⽣⽴刻照抄⼗幾份，備在禮畢集體唱唸。第

⼀次唱唸不免⽣疏，壇主回頭⼀聲「停」「唱得不

對，跟著崔⼦良唱，要異⼜同聲。」第⼆次較和

了，裏⾯有⼀句「⽞靈⾼上帝⽟皇⼤天尊」他改以

調句，因是押韻關係。 

話說回頭，蘇州壇事在富家舉⾏數次，我們職員均

住在裏⾯，可知他家房屋之⼤了。蘇州開壇，壇主

在百忙中另開講壇，宣先⽣七⼗以上看報紙不帶眼

鏡，他常常糾正錯誤，常利⽤讀懺悔⽂之前的時間。

我們在壇事每晚畢，同修均要出街⾏⾏，由於這富

家住宅遠離鬧區，我們成群結隊出去，附近鄰⼈均

很驚奇為什麼⼀律打扮？西⽠帽⾧袍布鞋，如果不

戴帽，均是光頭，看得⼜呆⽬瞪。蘇州⼈稱西⽠帽，

為⼩帽⼦，稱我們「⼩帽⼦黨」，正是少⾒多怪，

到城裏參加壇務，我們作為最⾼興的⼀件事。 

師尊到上海 

光復後的上海，⽣氣勃勃，⼯商業環境恢復舊觀，

⼈們在新⽣空氣裏，再也不會想災劫重臨。可是另

有更⼤災難，正在潛伏裏⾯呀！⼀九四七年春，儒

壇春祈⼤典，我們⼀⾏⼋⼈由尤主任領導前往上海

五鳳⾥，每天早晚步⾏來回，儒壇架設仍在四明公

所舉⾏。 

這次儒壇不同的是我們的  師尊駕臨，來壇參加的壇

⽣是特別多，⼤有供過於求，⽬的均望⼀覩⽼太爺

的佛相。 

我們知道⽼⼈家在⾏皇天⼤祭時來壇上⾹，其他時

間不來儒壇，其他臨時來的當然不知，所以他們天

天來壇打聽消息，上海⼈多複雜，為了維持秩序，

儒壇主事⼈選定⼀個晚上舉⾏⼤典，盡可減低來壇

的⼈數，當晚均九時開始，⽼太爺稍後到達，當時

⼈群早已擠的⽔洩不通，連我們的⾳樂台也站滿了

⼈，迫得我們站在枱上奏樂，否則沒有辦法互相呼

應，我站在⾼處，居⾼臨下只看到都是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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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贊禮⽣唱引領  古佛上⾹時，後排的⼈擁向前⾯，

真如⼈潮澎湃，好在⼤家鎮靜沒有出事，⽼太爺上

⾹畢回⾄會客，稍後離開壇時，⼈群分成兩排，每

排兩層延伸⾄⾨⼜，這樣可以滿⾜來壇覩相的熱⼼

同參，使每位均可親覩佛相，如獲⽢露之潤。 

⽼太爺在眾⼈前⾛過時微笑拱⼿，⼈群中有的跪下，

有的感動的熱淚盈眶，有的出聲「 師尊！師尊！」

叫著，有的呼「我的  佛爺！」等等，⽼太爺出⾄⾨

⼜，群眾擁向前⾯，直到⽼⼈家進了禮⾞，⼈群才

回⾄皇壇再⾏參拜，之後有些⼈也逐漸回去。 

師尊在上海接⾒的⼈很多，但每天限定⼈數及時間，

先由登記安排。  師尊住處有三個地⽅，希望⽼⼈家

去留宿，這三處在事前均粉刷裝修⼀新，⼀是四時

春，⼆是南市佛堂，三是儒壇⾸事私⼈別墅，結果

住四時春，私⼈別墅、南市佛堂均沒有去。  師尊在

上海約⼀個⽉後，就乘機返回四川。 

再說我們儒壇設在四明公所，多年來⼤家已熟悉，

四明公所是浙江寧波會館，凡是會員均可借⽤其場

地 ， 上 海 儒 壇 壇 ⽣ 寧 波 ⼈ 很 多 ， 當 然 可 以 租

⽤。…… 

（因後⾯資料付闕，故本⽂⾄此完結。） 

主要活動 國曆日期 農曆日期 星期

三月祈福禮斗法會 106/4/22 三月廿六日 六

朝賀統道師尊壽辰 106/5/15 四月初十日 五

孚佑帝君呂祖誕期 106/5/9 四月十四日 二

四月祈福禮斗法會 106/5/21 四月廿五日 六

中古龍華會昌期 106/6/4 五月初十日 日

五月祈福禮斗法會 106/6/18 五月廿四日 日

大中華同善社2017 

歲次丁酉年近期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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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27 

話說第⼀波寒流來襲，全省各地氣溫驟降，北

部降10度以下，南北各地冷颼颼，同善群組裏

互相問暖。 

遠在南投國姓鄉嚴清光先⽣，捎來在庭院松⽵

梅炭⽕煮茶的情景，問候⼤家：「天氣冷要保

暖」、「來泡茶」，看到熊熊烈⽕爐上，採⽤

松板、⾧⽵筒、梅勾⾃製出古樸煮茶道具（照

⽚梅勾已換成鐵鉤），吊掛著⼀壺冒出熱呼呼

的茶⽔，特有⼀番⾵味，誠如台北張素⽉先⽣

⾔：「好冷哦！有⽕爐好幸福！」這讓在⾼雄

的我們感覺置⾝其中，⼀股暖流，充滿著空

間。 

隨後，張⽇東先⽣也捎來溫馨問候語：（附帶

語⾳，字正腔圓的標準臺語。） 

        逐家晚安：        

        天氣有較冷   裘仔提來穿    

        修功⽏通停   ⼤步⾏進前 

接著，擅⾧於書法的曾⽔來先⽣，也顯露出不

為⼈知的好⽂采，為這寒夜擦出令⼈驚艷的⽕

花。 

        ⼀陣北風⼀陣寒   萬⼭蕭瑟雁⾶南   

        夜半無裘擷爐⽕   與君把酒天下談 

又⼀⾸　 

     

        《⽺跪乳》 

        萬物敬親皆⾄情   親恩浩⼤不能名 

        乳⽺跪地乃天性   幼小報恩就顯明 

        禽鳥尚知來反哺   ⽂王朝暮探親庭 

        世上孝⼦少⼈有   孝親有時君莫停  

「國學不錯喔！」蕭敬⽣先⽣⼀聲讚歎下也來

⼀⾸： 

         

        植物園中北風寒   穹雁款落園荷塘 

        未識鵬程千萬里   河漢九天任翱翔

合意友來情不厭  知心人至話投機      撰文   貞辰

特別介紹： 

嚴先生自製之煮茶道具。

長竹筒

松板

梅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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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園、園荷塘好熟悉的畫⾯，莫⾮是蕭先⽣

習練太極功法時⾒景興詩……。 

哇！想不到道內臥虎藏⿓不知幾許，個個都深

藏不露，正意猶未盡，當下曾先⽣再來⼀⾸： 

        

       《醉酒》 

       昨夜醉酒⼈盡歡   三更不知北風寒 

       知音好友共夜語   同飲杜康說仙班 

       ⼈⽣幾度春秋夢   歡樂之時把酒乾 

       ⾦樽乾坤真奧妙   宋帝杯酒坐⾦鑾 

看得我們有的建議投稿與眾分享，有的按讚！

這時， 

    

        ⽔來兄好詩興， 

        太白遺風，⽂采翩翩，讀之有味， 

        特附乾隆粉彩龍紋瓶福祿白蘭地， 

        與君共話壺中天， 

        五花馬千⾦裘，⼀醉同銷萬古愁！ 

張⽇東先⽣在三峽那頭傳來圖⽚真是妙哉！ 

禮尚往來，曾⼤師回應了： 

        兄台盛情送禮來   為弟歡樂⼼花開    

        此酒敕為皇宮寶   乾隆欽點作首排 　 

        龍紋福祿白蘭地   虎將凱旋⽅上檯 

        萬貫家財難得買   千杯再飲最開懷 

就這樣你呼我應，偶得眾先⽣妙語佳⾔，快哉！

⼈⽣交契無⽼少，論交何必先同調；合意友來

情不厭，知⼼⼈⾄話投機。 

在這晚，冬夜裡，特別熱鬧，已不感於寒冬令

⼈顫，取代的是滿滿的，暖暖的，不⼀樣的——

溫馨。 

附曾水來先生精心詩作二首供賞析： 

《詩作⼀》 

光陰消逝如雲煙   歲月轉眼又紀元 

此年何事堪⾜貴   塗炭⽣靈奈何天 

《詩作⼆   迎曙光》 

天⾊魚肚白   曙光照仙台 

煙霧随風散   晨風撲面來 

天上增歲月   ⼈間笑開懷 

⼭河新氣象   盛世育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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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誠以敬  造化之機——大山腳聖教會玄友坐工紀實               

⼤⼭腳聖教會，位於馬來西亞，是當地數⼗個聖教會之⼀，與目前台灣地區⼤中華同善社同屬於早

期中國同善社福建省天益祥號之支系，所習法要皆為迴龍夫⼦之道。 

早期天恩先⽣經常不辭辛勞前往馬來西亞傳授聖教會⽞友們道內坐⼯之要訣，亦多次率領道內先⽣

們前往講述相關修道之課程。 

本⽂為⼤⼭腳聖教會⽞友洪先⽣精進於坐⼯的真實紀錄，或能從中深刻感受馬來西亞聖教會⽞友們

於道的誠敬之⼼。

馬來西亞中午左右都會下雨，很⼤⼀陣，

氣溫舒適，打坐不熱，舒暢。

張素月先⽣： 

「馬來西亞的⽞友們對道是很誠敬的，

上丹後，得氣很快，氣場很強，歎為

觀⽌，感謝護法的慈悲護持。 

⼤⼭腳聖教會很⼤，空氣流通，但是

許多⼈都老了，看到她們的下⼀代來

打坐，就發現年輕⼈才，⽅法對，才

第⼀次，第⼆次坐就得氣， 真是羨慕

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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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工紀實 

洪素味先生 英文簡記 

王紫嬋先生 翻譯口述 

張素月先生 筆記記錄 

病歷發展第⼀階段(2013年) 

本身是售票員，看電腦⼿腕按鍵盤無⼒，臉部⼀邊麻痺，

⼿指會腫，關節疼痛。 

病歷發展第⼆階段(2014年) 

胃⼝不好，體重降低，頸項開始緊。 

病歷發展第三階段(2015年) 

腳開始腫，腳趾潰瘍，身體虛弱。 

病歷發展第四階段(2016年) 

腰開始痛，醫⽣說尾椎骨已經破裂、損壞，脊椎開始彎

曲、傾斜⼀邊，眼睛視⼒開始變差。

沒打坐前，⾛路會喘，⾛⼀下⼦就得坐下來，⾏⾛要靠

四腳拐杖助⾏。 

打坐後，不用四腳拐杖，⾛路有⼒，身體輕鬆，整個⼈

比較有精神。 

洪先⽣，1953年⽣，以前像7、80歲老⼈，現在恢復年

輕。本⼰駝背半年，經由坐⼯後恢復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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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金剛乘的學習觀點 

在這裏，法王（註：這是⽂中法王⾃稱的習慣⽤法）

進⼊佛⾨或者可以說出家來講，已經有⼗五、⼗六

年的時間了，在這⼀段時間當中，⼤部份主要學習

的，經典的內容呢，都是有關顯乘的部份，那密乘

部份⽐較少，那現在來講，但是對於密乘的典集，

法王有很多機會閱讀到，同時也有思惟到⼀些，密

乘的這些教法。但是由於沒有很深⼊在學習密乘，

那麼在它的特點上，由於沒有直接的經驗，現在沒

有辦法直接清楚地講出來，但是呢？就像是在經典

當中提到的，密乘它的特點，不僅僅書上寫的⽽已，

最主要的重點是，很多在經驗上的感受，所以再接

下來，法王會介紹⼀點點，密乘⽅⾯的感受。 

在談到密乘的法教來講呢，最早是由釋迦牟尼佛在

印度開⽰出來，⽽在當時陸續也有⾮常多的修⾏者，

在修持密乘的這個法教，但是在許多歷史上，有⼀

些在介紹歷史⼈物，有提到說，在佛教式微的那段

時間當中，剛好是密乘最興盛的時候。 

所以很多⼈認為說，這個最主要佛教式微，是因為

密乘的修持⽅法，就譬如說，就好像對密乘有⼀些

誤解，認為它是對於世間的⼀些物質，的⼀些享樂、

享受，還有是⼀條很快速得道的⼀個⽅法等等，所

以對密乘有⼀些誤解，所以在解釋歷史上，介紹的

⼈，很多⼈認為，因為對於密乘不是太了解，會認

為說它的好像不清淨的⾏為，所以讓佛法有⼀些式

微等等的情況，所以呢，無論是從歷史上來說，或

者說從各⽅⾯來講，都可以看到當時密乘的法教，

在印度它⾮常興盛的。 

在法王個⼈來講呢，由於直接的經驗，並沒有在當

時印度，所以當時印度密乘的法教到底有多興盛？

並沒有⼀個直接的熟悉跟經驗，但是，有真正熟悉

跟經驗到的是在西藏弘傳的這個密乘的法教。所以

事實上我們看到現在這個尤其是西藏，藏傳佛教當

中，密乘⾮常的興盛，很多在世界上，⼤家也認為，

真正藏傳佛教當中呢，密乘呢，是⾮常的完整的。 

所以可以談到，說在西藏來講呢，整個藏傳佛教它

是顯密雙修、雙融的⼀個，這樣的⼀個法教的，但

是，在實修上來講，最主要還是密乘的，那也有⼀

些⼈會認為說，藏傳佛教它不可以，不被稱為叫做

佛陀的教法，它被稱為，有⼀個名稱叫，上師的教

法，有多⼈為什麼會這樣認為呢？因為在主要修持

密乘的時候？要特別重視跟尊重上師。 

所以說，當我們談到說密乘，它的⼀個特點，密乘

法教的⼀個特點，那過去我們可以看到⼀些修持密

乘的⼤師們，都得到殊勝的成就，那對於他們修持

密乘，⽽有的覺受跟證悟，或者說修持密乘，有什

麼樣的果位呢？其實他們這些修持，這些祖師⼤德

他們的傳記當中，我們都可以清楚看到，個⼈的感

受來講，談到顯乘最主要的修持重點⽐較多在「能

所斷」的部份，要斷除的這些部份，這是顯教的⼀

個修持的重點。 

那雖然說要斷除的，更要持守的，兩⽅⾯顯教都有

提到，但是修持上，重點⽐較強調是在「所斷」的

部份，也⽐較強調的是在外境的，境的⼀些實相，

跟情況上的⼀些修持。 

認識金剛乘與相關修持觀點探討      講述   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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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乘來講，雖然也有提到斷除的部份，但是最

主要的是指要持守的，⽽它的強調的重點，密乘的

重點是在我們的⼼，有境，就是指我們的⼼上，所

以，可以談到說，密乘它的特點著重於「有境」，

也就是說我們⼼的⼀個修持，最主要都是這⽅⾯的

⼀些論點跟修持， 

雖然在顯乘裏⾯，也有提到這個⼼，這個有境，被

稱為叫做「如來藏」，但是呢，在密乘當中，它更

透過了更深更廣的⼀些修持，清晰的⽅式來解說，

所以說在密當中，談到這個⼼，這個有境，它被稱

為叫做很接近佛的⼀個因，也就是這個如來藏，只

是密乘更清晰的，更清楚地把它表達出來，所以也

有形容說，可以說密乘它是⼀個⽐較近的⼀個傳承，

同時，也是能夠幫助我們證得遍知果位的這樣⼀個

傳承，它是同時，這個修持到了沒有錯誤的、正確

的、清淨的、同時不需要太困難的、⽐較容易的這

樣⼀個法⾨。 

所以，可以說整個密法，它的⼀個密乘法⾨的⼀個

特點，就是成佛的道，它是⽐較容易的、不困難的，

⽽且是有很多⽅法的，⽅便⾮常，⽽且可以說它最

主要修持重點就是，⼀切眾⽣都能成佛的這個因，

也就是本智的這個光明，所以整個密乘，就強調在

這個重點上，對它有更深的了解，對它有實際的修

持，透過這個⽅法不需要很多外緣，⽽是直接在這

個上⾯來修持，所以這個也是⽐較快速成佛的⼀個

⽅法。 

對於漢人施主布施的觀點 

談到漢⼈們在作，譬如說，漢⼈施主在作布施的時

候，真的都是⼤布施，⽽且，都是這種不可思議的，

這樣⼦的⼀個布施，但是，法王也有看到很多，這

些⼤施主們，他們都有⼀種習慣，也就是做這些⼤

布施的時候，他們的⼀種⼼願，都⽐較是⼀些世間

的想法。譬如說希望透過，這樣⼦的⼀個⼤布施，

能讓⾃⼰的⽣意更好，讓⾃⼰的事業更順利，或者

家庭更加和睦等等，會⽐較多，會有這樣⼦⼀種世

間的想法。因此如果我們是帶著⼀個想要成就世間

法的這種發⼼，這種⼼來修持佛法的話呢，事實上，

很多這種事情，它不容易實現的，不容易如意的、

實現的。 

那為什麼會說，談到說，如果說⼼是世間法的⼼，

但是果實是無法成就的，因為我們說要真正得到佛

法的⼀種果實跟受⽤，最主要是要如法的來修持，

什麼叫如法呢？也就是要遠離世間，就是要遠離世

間的貪瞋癡，並且，具備了清淨的這些善⼼，這是

最重要的， 

但是，許多現在這些施主們，或者⼀些修⾏者呢，

他們的⾏為舉⽌，是好像在修持佛法，但是呢，他

們的⼼中其實願望都是，得到世間的⼀些世間法，

所以事實上，可以看到這個是因果倒置了，因果錯

亂了，所以很多時候，因為這樣情況，當他們不如

意了，遇到困難了，他們會覺得是佛法不對，⽽且，

甚⾄對佛法產⽣懷疑，那這就不好了。 

所以最主要任何⼀個修⾏⼈，像這些施主們重點是，

我們的發⼼跟⾏為，這兩者是要合⼀的來修持，這

是最重要的。 

如何尋找自己可以依止的上師 

⾸先呢，我們的⽬的要清楚，為何尋找上師？這也

不是找⼀個上師，來教你⾏住坐臥，怎麼吃飯，怎

⾛動、⾛路，也並不是，可能是做⼀個⽐較世間的

法事，驅除那些⿁障、魔障，然後就讓你永享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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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也不是這樣⼦。我們為什麼去找⼀個善知識？

找⼀個所謂的無上，無上者或是上師，上師就是說

無上，在藏語那邊是無上的意思，功德無上的⼀位

上師嘛，因為我們要怎麼去脫離輪迴，然後呢，怎

麼去取捨，分辨善惡，所以這就是真正的⽬的。 

所以先要⽬的清楚，⽬的清楚之後要知道，要找，

需要找⼀個，哪種？哪種的⼀位⼈，不是說要找⼀

個，就是世間法上很技巧，很有智慧的⼈，也不是

說要很會做法事，很會就是驅除魔障，像⼀個就是，

就太上⽼君急急如律令，然後就也不是這樣⼦，然

後也不是有點像就是，好像就是要這個⽬的清楚，

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的清楚的話，你要知道，

尋找什麼樣的⼈，所以就尋找了，現在我們都不知

道要找什麼樣的⼈，那就很迷茫。整個密乘的，整

個修持次第上⾯，也有提到說，所以這個⽬的要清

楚，然後呢就是能夠找到好的上師，好的善知識，

也不僅僅依靠著⾃⼰的，就是⾃⾝的能⼒，⾃⾝的

這個薄薄的能⼒，這不夠的，好像我們需要更多的

資糧跟福報，所以呢我們就可能積集福德，能夠儘

快找到上師。這個資糧跟福德呢，我們就來⾃於，

我們的就是「尊重」這兩個字，尊重師⾧，尊重我

們從⼩學到什麼，⼤學，那些師⾧們、⽼師們，我

們也要⽐較尊重他們，尊重這些師⾧的話，就慢慢

這樣的福德呢，可能就是說具備，這樣的福德具備，

然後究竟我們可以找到⼀個，就是出世間法上能夠

引導我們的⼀位，⼤善者，⼤⽼師，這可能是我先

積聚⼀些福德這樣才能找到⼀個正確的⽼師，我是

這樣覺得。 

就像很多在許多的這⼀些經典，續點的典集當中，

都有提到⾮常⾮常多，依⽌上師的這些⽅法，特別 

我們要依⽌上師，如同⾦剛持的根本上師，依⽌的 

⽅法也⾮常的多，所以，尤其對各位來講，⾸先要

對於這⼀些，要有⼀些認識，這是很重要的，法王

沒有辦法⾺上就在這裏完全給予解釋這樣就⾏，這

是沒有辦法的。 

但最主要的⼀個重點是說，這個上師我們認為，依

⽌這個上師，這個境呢，他需要具備幾個條件的，

第⼀個是說，他⼼的證量要⽐我們⾼，然後他的煩

惱要⽐我們少，同時，他要具備了清淨的功德，要

具備⾮常殊勝這些清淨的功德，那如果上師他不具

備這些條件的話呢，那他無法告訴我們，怎麼作這

些取捨道理的。 

漢人華人如何在家學佛的觀點 

在我們談到說⼀個，從修持佛法上來講呢，所謂修

持佛法不⼀定是說，⼀定要⼜中來說什麼，或者⼀

定⼜中念誦，或者特別來講⾝體要坐直直的禪修等

等，並不是這⼀個，真正佛法的重點是指說，調伏

⾃⼼，在我們的⼼上，能夠調伏煩惱，調伏⾃⼼，

所以，可以這樣來說，任何只要是調伏⾃⼼的這些

⽅法，它都可以被稱為是佛法。所以對於各位在家

居⼠來說呢，最重要的⼀個⽅法，就是如果各⾃有

⼀個，特別的⼀個儀軌，或者是⾃⼰的定課⼀樣，

例如說早上起來的時候，可以修⼀遍，念這個儀軌，

那最重要是⽩天早上最開始，⼼中有⼀個動機說，

我今天⼀天呢，我都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摻雜各種

的惡⼼，不要有各種惡的這種⼼情等等，所以⾸先

⽩天如果有這樣⼀種的發⼼，像是⼀種牽引的⼒量

發⼼的話，那在之後⽣活當中，⽩天無論遇到痛苦

也好，快樂也好，順利、逆境等等呢，那⼼中都想

著都是三寶，除了三寶沒有其他任何法了，⼼中都

是三寶，這樣⼦的⼀種⽩天⽇常的修持，可以是⼀

種最好的，最適合在家⼈的⼀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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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年歲末，家裡終於設⽴佛堂，設了佛堂，感覺

就是不⼀樣，也許是著相，也許是需要象徵性莊嚴

與啓發作⽤，不管是如何，總之，正⾯給予的感受

是有的，起碼在⼼境漸漸慢、淡中起了些許的感動，

與興奮。 

道袍、青⾐、⿊裙、繡花鞋，禮服穿上⾝，儼然又

是另⼀樣貌。時尚、流⾏、休閒時裝，似乎也⽐不

上這質樸的禮服來的合⾝、

貼切、適合。說真的，禮

服穿起來沒有美醜可評，

真真要說，那是⼀種平易，

清⾵，素淨，有精神，讓

⼈有種禮敬的感覺。 

家，不⼤。本想要設⽴佛

堂，待有適合住所場地，

再莊嚴成⽴。但⽬前所及，

且⼼⼼所念，不如就現有客廳中⼀隅整理安置。請

⽰天恩先⽣後，就這樣質樸簡單的佛堂，終於⽴起

⾹鐙了！ 

道內佛壇的開設本是莊嚴隆重嚴格的，擺設著  統道

師尊、護法尊神、地祇夫⼦、天地君親師牌位……

等，還有⼀些佛壇儀則，如不得穿堂背聖等等規

定。 

天恩師開恩，有鑒於現今家庭場所不⼤，要另闢⼀

室專設佛堂，若不穿堂背聖，確實有其困難點，因

此通融後學們希望能

在家中⽴⾹鐙禮拜的

⼼願，實是開⽅便法

⾨，不勝感激。 

萬佛經、⽊⿂聲、敲

罄聲，再熟悉不過的

場景，暌違⼗幾載，

以著縮⼩版的場⾯，

呈現在我的家，很是

感動！ 

現今外⾯各⾨各教種種寺、廟林⽴，佛堂處處都有，

設堂本是家常事，但同善社道內設壇，規定上⽐較

嚴格，就台灣⽽⾔，⽬前只有幾處⼤的壇場，及極

少數的家庭佛堂，實在很可惜。 

真的很感恩，現今能以著⽅便法⽴起⾹鐙，⽤⼀點

時間，朝暮禮拜，在這忙碌，諸事應接不暇的⽣活

裏，時刻提點⾃⼰，於家庭中起了⼀種⿎勵與⼀種

象徵——在努⼒圓滿世間法時，千萬不要忘記，出

世必要的成就與今⽣來此最重要的事。 

道內很多同⽞平⽇在家都很虔誠禮拜潛修，希望藉

這因緣，⿎勵同⽞們，堂不分⼤⼩，若著實⼼中也

想設⽴佛堂，就⾏動吧！燃起性鐙，光明照耀，祈

願家家⼾⼾⽴⾹鐙！

祈願家家戶戶立香鐙      撰文   貞辰

真的很感恩，現今能以著⽅便法⽴起⾹鐙，⽤⼀點時間，朝暮禮拜，在這忙碌，諸事應接不暇的⽣

活裏，時刻提點⾃⼰，於家庭中起了⼀種⿎勵與⼀種象徵——在努⼒圓滿世間法時，千萬不要忘記，

出世必要的成就與今⽣來此最重要的事……



                                                                     

                                                                                                                                                           14

敬求文章    歡迎投稿

本刊秉持善與⼈同之意，敬求⽂章，歡迎投稿。 

凡有關於各位先⽣們身邊同善社的照片、故事，或是個⼈多年修⾏⼼得、養⽣秘訣、⽣活經驗、親身

經歷、⼋德善事、節婦懿⾏暨⼀切救濟⼈命物命各項慈善事業有益於世道⼈⼼者 點點滴滴均樂徵

求。 

稿件形式、字數不拘，來信請以紙本⽂稿或是電⼦檔的⽅式，歡迎⼤家踴躍投稿分享，共同耕耘這⼀

片屬於你我修真情懷的⼤塊天地。 

■稿件來信： 

請詳細註明投稿⼈的真實姓名（可附上道內儒名或個⼈筆名）、地址、聯絡電話、email。 

■來信請寄： 

1.紙本稿件：請寄到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84號2樓   ⼤中華同善社編輯部收 
2.電⼦檔請email⾄：service@tongshanshe.com 
3.本社編輯部保有稿件內容字句酌修之權利。 

■交換： 

凡各處慈善機關有願互換刊物以廣善見者均表歡迎。 

■推廣： 

本刊免費贈閱，為務其普及，凡國內各縣市鄉鎮單位或機關團體有願索取閱讀者，請逕與本社登記所
需份數與寄達資料，以利本社作業。

mailto:service@tongshanshe.com?subject=
mailto:service@tongshanshe.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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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宣講課程    歡迎參加聆聽

時間 課程內容 宣講先⽣

每週三 

晚上7:30～9:30
◎經懺教唱 正笙

每週五 

晚上7:30～9:30

◎施食儀軌教學 

◎瑜伽燄⼜施食壇儀教學
正笙

每週六 

下午2:00~6:00
◎誦經與法器介紹 正笙

丁酉年三月十五日上古龍華於三芝法壇



                                                                                                                                                           

三期普度  貴以了道 

守平淡之家風  按平常之情理 

不妄謀天機  不輕⾔劫運  韜光養晦  默待天⼼ 

誠摯歡迎志同道合  有⼼學道之⼠來社稟鬮⼊道   

參研聖賢實學  共修性命⼯程 

同赴龍華勝會

特別感謝崇豐印刷公司贊助印刷。 
本刊免費贈閱歡迎助印·國內郵資已付·中和郵局第201號印刷品。 

郵差先⽣⾟苦您了！若查無此⼈或通訊資料異動、複寄送，敬請惠予告知，謝謝您！

大中華同善社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84號2樓·02-2245-2485 

tongshanshe.com

http://tongshanshe.com
http://tongshansh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