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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弟子學僧問

師：海公長老答

僧：大家真的是很關心您老；但如果

就一個修行人的話，是否時候一到，便

撒手就走，畢竟果報體終究還是要捨？！

師：這個果報體，連佛都要捨了，

何況一個凡夫眾生能不捨？哪有這個理

由？根本沒有這個道理存在。

僧：您老為了眾生活著，卻要受這麼

大的苦。

師：佛才活八十歲，我可以活到九十

歲，還要再想什麼？還要想再活九十歲

啊？不可能的事情。

僧：您老這幾天和弟子談法，與之前

身體健康的時候相較，您老覺得心情有

什麼不同？

師：談法哪會有什麼不同？法歸法，

病歸病，這個身體……，你看玅境長

老，他修了這麼多年的四念處，還有什

麼好說的？我每天當中，常常是半個小

時就要大便一次；你說這對身體的想法

怎會有好處啊？！這不會有好處的；隨

時能夠死，那是最好；否則，自己也麻

煩，也麻煩別人，這個身體是害己害

人，不是好東西。

僧：身體健康時，就好好用功，借假

修真；不行了，只好接受而放下；這沒

《向下文長 付予來日》
      —— 一個七的法談之六 
          

道海長老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起擔任僧伽醫護基金會第一屆創會董事長，

至九十六年十二月第四屆第一次董事會，因法體違和辭卸，仍慈悲地接受榮

譽董事長一職，支持僧醫會，尤其關心如意苑之籌建。

長老於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圓寂，《向下文長 付予來日》一書，以架構

長老一生修學精神為編輯宗旨，留下長老之珍貴法身舍利。

本刊分期刊登《向下文長 付予來日》中「一個七的法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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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不害己、害人的問題；本來師長生

病，便由弟子來照顧伺候，這是僧團的

倫理，律藏也都是這麼講。

師：這是你講的，不是每一個人都是

這麼想。

僧：剛剛請教您老的意思是––我

們出家人也不像世俗人忌諱去談這個

「死」字，《論語‧泰伯》也講：「鳥

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

善。」就是他會有一種懇切的心來勸告

後人。

師：對啊！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

在〈七佛傳法偈〉中的說法偈就講得很

好：「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

無法時，法法何曾法？」這「法」就是

包括有為、無為；所對的境界是什麼？

就是有為的法相、無為的法性。「法本

法無法」，這一切有為法，究竟從什麼

地方來的？那是無為法性的隨緣，這就

是「理有成事之能」––法性理體有成就

身心世界的功能；而身心世界要依事相

法門去觀察，藉此能夠了解「法性」––

它是無始無終、不生不滅、無來無去

的；也就是所謂「事有顯理之功，理有

成事之能。」這個身體就是有為法，而

身體自性就是畢竟空；心也是一樣，心

王、心所、心意識這都是有為法，心性

就是畢竟空，無始無終、不生不滅的。

所以，諸佛都是講身心二法，因為身心

之外，無餘法故。

拘留孫佛傳法偈：「見身無實是佛

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

空，此人與佛何殊別？！」這不就仍是

講我們的身心嘛。這個「見身無實」，

就是假借父母的四大，不向父母假借，

這四大從哪裡來？是自己有的嗎？這是

父母的遺體，而我們的第八識同它合起

來，這就是生命––身心相互依持；身

心相互依持就有生命，身心相斷就沒有

生命存在了，就是這個身心而已。身體

是有為法，身性是畢竟空的；心王、心

所是有為法，心性就是畢竟空。「見身

無實是佛身」，知道我們身體是假借

父母的因緣，在母胎之中，變成了四

大––地水火風，此四大是能造，然後

造成了五根、六入，還有五臟六腑、四

肢百骸、三十六種不淨物等，這不都是

四大造成的嗎？你要是總觀四大，四大

哪一大不空？身性之中，沒有四大的實

體；地大也不是，水大也不是，火大也

不是，風大也不是。但是身性是什麼？

我們父母未生以前，畢竟空它就存在，

既生之後，這個畢竟空還是在；但是這

個身體––它就是生老病死、剎那剎那

的無常；死了以後，把這個身體一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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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灰，埋在泥巴裡面，時間一久就變

成了泥巴，這不就是有為法嗎？而那個

「畢竟空」––你把身體埋在泥巴裡面，

它還是畢竟空，你把你這個身體燒掉化

成灰，它依然是畢竟空；它有始有終、

有生有滅嗎？進一步便可將這個身同身

性、心同心性––此有為、無為的道理，

作為所觀的境界。

「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

幻；了得身心本性空」，父母未生以前

根本沒有這個身心的，死了以後還是沒

有這個身心的；未生之前既然沒有，死

了以後還是沒有，這不就是從始至終都

是畢竟空嗎？就是「見身無實是佛身，

了心如幻是佛幻」。了知身心是本來

空，根本沒有的；這個「本性空」是什

麼？那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不取

於相，如如不動」，這不就是這樣的

嗎？難道佛說的不對？還是祖師講的不

對？

這個是「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

法」，無為法性是隨緣成就了身體的有

為法；而這個心性––無為法的法性，

隨緣成就了心王、心所有法。心性與身

性都是畢竟空，從古至今，從來沒有生

過，自然也從來沒有滅過；從來它也沒

有開始過，當然也沒有終結過，你到什

麼地方去找？這不就是涅槃境界、法身

妙理？到什麼地方找？

「今付無法時」，今付這個無為法性

的時候，你要能夠起動無為法性寂滅涅

槃、法性理體的境界呢，前有為法已經

滅了––不生了，後有為法也不起了；

既然沒有這個有為法，還談無為法做什

麼？假使真的沒有無為法，那麼也不能

有這個有為諸法的生起，這不就是這樣

的？故「法法何曾法」––沒有有為法，

也不需談無為，沒有無為也不能成就有

為。

「此人與佛何殊別」，他那個法性理

體、寂滅涅槃的境界，這就現出來了，

還要到哪去找？離開我們的身體，想找

個涅槃的境界；離開我們的心性，想找

個涅槃的境界，有嗎？可以找得到嗎？

不過，講是這麼講，想要做得到，那不

是容易的；須「狂心頓歇」，就可以生

起菩提。其實「狂心頓歇」，即是天台

教觀中，要將第六意識止息住；我們打

佛七也好、打禪七也好，所對治的是什

麼呢？就是第六意識；若把第六意識轉

成「妙觀察智」，便曉得平等性智、妙

觀察智等四智，通通都是現成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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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轉識成智」–– 一切佛都是這樣成就

的，有哪一個眾生能夠改變這個事實，

認為不須要轉識成智？

僧：但是眾生就迷於識心的作用，所

以他也不知如何將之轉為智慧。

師：對啊！將有分別的識心，轉為無

分別的智慧；有分別叫做「認識」，無

分別叫做「智慧」。就是如此，說得已

夠清楚了。

僧：曾看過淨土宗的祖師也這麼提

過，其實念佛應該是去觀照失去正念多

少，而不是去計較所念佛號數目多少；

好像參話頭也是如此，看忘失正念多

少？

師：這個的確是這樣！你說你念阿彌

陀佛，這個相對能念的，不就是自己的

心嗎？那麼，你要是能夠找到你這個能

念的心，那和參話頭「念佛是誰？」、

「誰––從心中來！」不就是一樣的，

和參禪有什麼不同？你要是能夠體會蕅

益大師所說：阿彌陀佛是本覺理體，阿

彌陀佛就是我們的心性，我們能念的心

就是始覺智慧。這根本就和坐禪沒有二

樣；其實，實際上就是這樣的道理，只

要能夠「回頭是岸」就行了。

僧：所以古德講：「少說一句話，

多念一句佛；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

活。」下手處還是用同樣的道理。弟子

看您老一生豐富的經歷，好像您老曾聽

過虛雲老和尚上堂說法？

師：那是在南華寺傳戒的時候，當

然要去聽上堂說法，他上堂說法誰能不

去？

僧：您老是去為亡母受幽冥戒？

師：不是，那個不是！那個是在湖

北，本煥老和尚為我母親受幽冥戒；那

個是在湖北，不是在南華寺。

僧：南華寺是特別去的？

師：對啊！特別是為了那戒期去的。

我們本來還想在那裡受個增益戒，結果

沒有成功；人家說：你來得太晚啦，無

法受增益戒了！

僧：是報名日期截止了？

師：因為比丘戒是第二壇，都受過

了；三壇的次第是沙彌、比丘、菩薩

戒。我們是最後一壇才到的，所以來不

及了。

僧：在那一個時代就有受增益戒了？

師：有。在鼓山，虛雲老和尚當住

持，慈舟老法師在那裡當佛學院的院

長；有一次，慈舟老法師講了有關於

「傳戒不如法，就不得戒」的話，結果

虛雲老和尚說：「好啦！我們談一談，

到底看看有沒有得戒？」慈舟老法師一

句話都接不下去。

慈老是按律典方面講的，虛雲老和尚

是依禪宗心性這方面說的。但是在事實

方面，的確也不能說完全沒瑕疵；而像

虛雲老和尚那樣的情形，是他自己沒有

瑕疵，這個他也可能知道的，所以不能

一概而論。

僧：曾聽夢參長老談親近幾位大師的

因緣，裡面有提到說：虛雲老和尚跟慈

舟老法師還為了學院是否要發給學生零

用金買文具等而起爭議；就事論事說完

了，兩個人就牽手一起去客堂喝茶了。

師：體敬老法師當時也在那佛學院

住，有次下大雨，體敬法師同慈舟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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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兩人，都兩腳陷在泥巴中，兩隻腳抬

都抬不起來，動都不能動；而虛雲老和

尚就在深深的泥巴中走得很快，和飛的

一樣。你看，三個人都是一樣的在泥

濘中，虛雲老和尚回頭看看他們，他

「哈、哈～～笑你們。」這些故事都是

體敬老法師（果清法師的師公）跟我們

講的。

有禪定的人，他是身輕如飛；而慈老

他們只是精進於學業、教理通達，但是

禪定功夫沒有他好，那是沒有辦法比較

的。

僧：不過，就像慈舟大師講，還沒能

夠證悟以前，要先解悟。

師：這個是最好的。證悟以前，最好

能夠解悟；等你解悟的時候，你才能夠

曉得所學是正確或不正確。

僧：是不是從教理方面來談，有所謂

的理跟事？

師：當然要從教理方面來談。就好像

慈舟老法師的開示，他在教理方面，他

哪裡不是圓融無礙？蕅益大師說天台教

義，哪裡不是圓融無礙的？所以，他們

聽到禪宗大師講出來的話，一聽就懂。

不過，若還只是在知識裡邊體會過來

的，便沒有那樣親切；只是因為沒有實

證的功夫，這個情形是真的如此。

僧：即使說「悟」，也是要依教理、

聖言量來印證才可以。

師：當然還是要依教理印證；如後來

禪宗他不依教理，倘身邊有正確的老師

引導還可以；若沒有正確的老師引導，

那就是邪知邪見了。

僧：曾經看憨山大師的年譜中有記

載，大師一生有幾次悟的境界，他都是

以《楞嚴》及《楞伽》來印證。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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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論略注》裡面有提到，憨山大師晚

年校勘《肇論》時，忽然就有〈物不

遷〉中的境界現前，他去禮佛，發覺並

無禮佛之動相，還有看到風吹過樹葉，

樹葉也不動。

師：對啊！那就是什麼呢？「不取

於相，如如不動。」什麼境界都這樣，

禮佛是那樣的，樹葉飄來飄去也是那樣

的。你要是面對一個境界，將二諦能夠

圓融，它根本不是二個的。「色即是

空」，不是離色說空，色性即空；就是

色法的自性，它本來就是畢竟空。什麼

能離開自性而有啊！

僧：不過憨山大師主要是提到，在年

少讀的時候不懂，還有懷疑；一直到年

紀大才有這樣境界現前。所以，那應該

都是累積很大，過去至今生的能量，才

有辦法。

師：對啊！這個是的確如此。玅境長

老對後代的禪宗，他就有不客氣的話；

因為，離開法寶，你自己坐在那裡，即

使坐了一輩子，你能懂得什麼？文字固

然不是真正的佛法，但是離開了文字，

你也沒有入門的地方。

僧：所以坐禪與教理，應該都要互相

資助。

師：對啊！互相資助。但是，教理若

不通達，往往就是以教謗禪，以禪謗淨

的。

僧：弟子打了一個妄想，看您老能不

能滿這個願。古來大德都有做自像贊，

您老能不能為自己……？

師：我不能。

僧：為什麼不可以？

師：根本沒有自己啊！贊個什麼？

僧：這句就留下來當自像贊，好不

好？

師：這個不是的；那是你的妄想，不

是真的。

僧：弟子有看您老之前那些手稿資

料，開光、荼毘、上堂法語等，您老是

否都自己擬的？

師：那些都是自己擬的。有時就是隨

隨便便擬了就算；應付世間的事情，就

是那樣的。

僧：看您老的資料，一生很豐富。

師：哪有什麼豐富啊？沒有的。

僧：如果年紀大，身體堪得住，還

不至於太受苦；就是這個身體在障礙，

連《老子》都說：「吾有大患，為吾有

身。」

師：對啦！身體是個最大的障礙。所

以「四念處」第一念處––觀身不淨，先

讓你了解身體是不淨的。

僧：您老除非自己接受目前身體的實

際狀況，之後要「苦中作樂」才好；要

不然，業力已如此展現，又把它想得是

在受苦，就更苦了。

師：你不接受能怎麼樣？你怪誰？

你怪世界不照顧你嗎？能怪它嗎？（師

笑得燦爛如赤子）年紀大的如清涼國

師，他一百二十歲，也沒有什麼病苦，

就好好的走了。虛雲老和尚也是一樣，

一百二十歲，聽說他是在雲居山真如禪

寺，他往生的那一天晚上，別人都睡覺

去了，他還在禪堂裡面，走一走、坐一

坐，一直走走坐坐，坐到他往生為止，

在禪堂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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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能海大師好像也是很自在，要走

就走。看看您老年譜裡面的記載，您老

以前說發心要去參訪老人家，後來因緣

不具足。

師：那個時候能海大師在四川，我們

是從天津上船，本想一直到能海老法師

那兒參訪；但到了漢口的時候，有因緣

說是體敬老法師（慈舟老法師的學生）

在那裡辦法界學院，所以一個念頭生

起：「下船來，先到法界學院去學習，

然後再去參訪能海大師。」因此就沒有

去四川，結果一直到香港。不過也多虧

沒有去；如果去的話，想要再逃到香港

就來不及了。

僧：所以，都是「因緣所生法」。您

老想要去親近能海大師，是就著學律還

是學密的因緣，而想去親近的？

師：能海大師學密，當時我們都知

道。不過，在學密這一方面，那個時候

可能因為自己也比較年輕，對密宗不是

太了解，也不是有什麼大的興趣。反而

是慈舟老法師，在北京是很有名，誰都

曉得。那也是自己一念的妄想轉變的。

僧：所以您老才和戒律有結下因緣。

師：對啦！所以，船票是一直買到四

川，結果到湖北就下來了。

僧：弟子看資料中記載，您老有七、

八十個徒弟，現在不止了吧？您老收徒

弟，內心有沒有一些原則？因為像演

培老法師說：「要老實！不收太聰明

的。」怕調皮搗蛋。又如玅境長老說：

「不收對師父講瞋心話的。」

師：我都是隨緣啦！

僧：要不然您老講的一收一個徒弟，

多一個怨家。

師：那不是我講的，是三峽吉祥寺續

祥法師講的，我們是借他的話。的確是

啊！現在徒弟的確是很難管。你不管，

當他師父也不好意思；你若要管，話講

重一點，就換成是怨家了––「你都快

要死了，還管我！」收徒弟這是隨緣的

事。

僧：所以，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

因緣。未來臺灣，乃至全世界，都有人

口老化、少子化的問題，以後出家人口

少，尤其是男眾；這個也是未來三寶中

一寶傳承的問題。

師：這也是因緣不具足，沒有辦法。

即使少子化，但也不能說：不管對方好

壞，我收個徒弟就行了；這個思想也不

行，總得要觀察、看一看。

僧：還是要「重質，不重量」；要不

然，將來敗壞佛門，那更糟糕。

師：對啦！

僧：您老前幾天提了：「修行」這件

事情，都是要靠自己。

師：都是要自己來；出家這一門是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誰也管

不了誰。佛的話，你不聽也不行；師父

的話你不聽，那就隨他去，不要管了。

不過隨緣就算了，能想怎麼樣？！

（101．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