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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心第一．利他為上
關於修行的方法，雖然很多，

主要的不外：「淨心第一」和「利

他為上」。

學佛是以佛菩薩為我們理想

的目標，主要是要增長福德和

智慧，但這必需要自己依著佛

陀所說的教法去實行。修行的

主要內容，要清淨自心。因為

我們從無始以來，內心中就被

許多貪、瞋、邪見、慢、疑等

不良分子所擾亂，有了它們的

障礙，我們所作所為皆不能如

法合律，使自他得益，所以修

行必先淨心。淨化內心，並不

是擺脫一切外緣，什麼也不做、

不想。應該做的還是做，應該

想的還是想（觀），不過要引

起善心，做得更合理，想得更

合法，有益於自他才對。這如

剷除田園中蔓草，不但要連根

除去，不使它再生長，而且還

要培植一些有用的花草，供人

欣賞。所以佛法說，只修禪定

還不能解決生死問題，必須定

慧雙修，斷除有漏煩惱才能獲

得道果。佛法說：「心淨眾生

淨」；「心淨國土淨」，都是

啟示學佛者應從自己淨化起，

進而再擴大到國土和其他眾生。

這無論是大乘法和小乘法，都

以此「淨心」為學佛的主要內

容。

其次講到利他為上：依於自

他增上的原則說，個人離開了

大眾是無法生存的，要想自己

獲得安樂，必須大家先得安樂。

就家庭說：你是家庭中一員；

就社會說：你是社會上一分子。

家庭中能幸福，你個人才有幸

福之可言；社會上大家能夠和

樂，你個人才能獲得真正安寧。

這如注重衛生，如只注意家庭

內部的清潔，不注重到家庭四

週環境的衛生，這是不徹底的

衛生。所以小乘行者，專重自

利方面，專重自淨其心，自了

生死。以大乘說，這是方便行，

不是究竟。菩薩重於利他，無

論是一切時，一切處，一件事，

一句話，都以利他為前提。淨

心第一，還通於二乘；利他為

上，才是大乘不共的特色，才

更合於佛陀的精神。

（恭錄  印順導師，《學佛三

要》，pp.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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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的人經常討論解行的問題，有的人

害怕被人貼上沒有修行的標籤，處處強調

自己天天有在實修某些法門。時下諸多修

行人其實不太懂得安排自己修行的生活，

好像每天有固定的早晚課誦就可以心安理

得似的。如此度過十年或更久的時光，內

心是否真正地有領受到佛法的義利？這可

從審察自己對於五欲、五蓋、三毒等是否

有比過去減少而獲得答案。

印順導師在《佛法概論》中有兩段話值

得省思：

「中道的德行，出發於善心，而表現為

合理的、有益自他的行為；又以合理的

善行淨化內心，使內心趨向於完善——無

漏。所以論到德行，應從內心與事行兩方

面去分別。」（第十四章）

「佛法的德行，貫徹於正確的正見中；

由知見來指導行為，又從行為而完成知

見——這是知行的統一。」（第十七章）

中道的德行出發於善心，這個善心即指

正確的正見。這個正見會促使我人轉起內

在的善心，因為這種善心，就是如理的作

意，是引導合理行為的指南，否則就會被

無明及欲貪所縛而造作不善業了。其中，

有八法最為重要：

道德的根源：無貪、無瞋、無癡。

道德的意向：慚、愧。

道德的努力：精進、不放逸。

道德的純潔：信。（第十四章）

若能將這八法表現為合理的、有益自他

的行為，這就是知行統一的第一步。然

而，合理的善行也可以淨化內心，換句

話說，亦可從行為的表業而影響內在的

知見，這是比較少人留意的相互依緣性。

意思是說，知行的統一絕非只是單向的思

考，而應為迴環性地反覆與多次的入出

於內心與事行，從錯中學、學中錯的過程

中不斷調整所知與所行，直至熟稔亦不鬆

懈。（此即修習多修習）

具備正見者，必定會讓自心於生活上轉

起上述的八種心所，且透過審慮、決定與

發動思之後，循環地就會知悉所行圓不圓

滿，若有欠陷，就須檢視這八個道德的心

理因素，再度出發。內心對於事行，或外

現對於內在，皆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力，

莫停滯於一邊，更不須掉悔於一邊，否則

知行合一的相互依緣意義將落於空有其名

了。

這一年來協助慧日的法務，內心與事行

的歷練讓我成長了許多，除了住持宏印長

老的提攜，也得感念我的兩位院長（厚觀

法師和大航法師），如果沒有師長的嚴格

教誨，我想我無法穩住腳跟，學以致用。

當然，常住眾的配合，與北部法友的學法

熱忱，都是不可少的增上善緣，希望再接

再厲。

以前常思惟一個問題，為何龍樹論會常

出現批評二乘的形容詞，難道不用這種方

式就沒有人要學菩薩道嗎？近來才比較釋

懷，因為我給自己答案是：在龍樹的角度

而言，他只是如實分析佛與二乘之差別，

二乘的不足是針對佛而言，並沒有落入自

讚毀他的問題。而且，從龍樹的教學理念

來說，先說大乘，後說聲聞，若不接受則

退而其次教導人天善法，最後即使都不接

受也要以悲愍心讓眾生獲得現樂，乃至內

心祝願未來必定要度他入佛知見。

因為自己思惟問題的層面打開了，回到

現實的人事法務，我不再以建立敵意來跟

人相處，學習龍樹的如實態度，也效法導

師學尚自由，不強人以從己的開放心境。

導師曾說：「那為什麼要建立慧日講

堂？我當時有一構想，佛教難道非應付經

懺，賣素齋，供祿（蓮）位不可！不如創

一講堂，以講經弘法為目的，看看是否可

以維持下去！我從不空言改革，但希望以

事實來證明。而且，對精舍的學眾，也可

給以對外宣揚的實習機會。」（《華雨香

雲》）導師的外弘道場很特別，在我實習

弘法的過程中，讓我深刻的體會到，很多

主動來學法或共修的信眾，實是護持導師

弘揚純正佛法的理念而來的。所以，說是

鼓勵福嚴精舍學眾一個實習弘法的機會，

或是讓具備深度與廣度的教學得以發揮等

都可以，總之，這班信眾就是堅持默默無

聞，盡所能讓這座沒有富麗外表的講堂，

能以弘法為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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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華法師，民國 11 年 2 月生，

祖籍河南商邱，俗名劉復宇。14

歲時於永城泰山禪院依淨文法師出

家，24 歲出外參學，後受戒於寶

華山，民國 36 年入江蘇天寧寺佛

學院就讀。民國 37 年春，於印光

法師所創建之靈岩山寺任客堂職，

38 年，朝普陀山並任該山法雨寺

行堂，同年 9 月從軍來臺，民國

41 年 6 月退伍，翌年重現僧相，

曾在基隆月眉山靈泉寺領香燈、彌

勒內院任飯頭、暖暖茅蓬修行，後

入福嚴精舍修學兩年。離開福嚴精

舍後，民國 47 年於宜蘭三星鄉創

立靈岩寺、羅東念佛會。民國 54

年，任屏東東山佛學院院長 6 年，

後赴星、馬弘法半年，民國 59 年

6月任慧日講堂第四任住持。（註 1）

真華法師與導師的因緣，根據其

自述云：「民國四十六年正月，住

茅篷三年圓滿的時候，我便寫了一

封毛遂自薦式的信，寄給印順導

師，先大略說明我出家又當兵，當

兵又出家的經過情形，然後請求他

慈允我到福嚴精舍親近參學。不幾

天雖然得到了回信，卻沒有承蒙允

許。於是我又寫了一封信寄去，這

次的回信雖是答應了，也只是叫我

「先試住三個月」。到了福嚴精舍

住了三個月後，看看導師也沒有叫

我走的意思，才把心放了下來，認

真地依著他老人家為同學們選讀的

經論按部就班地用功。」（註 2）

民國 59 年 5 月 17 日，真華法師

晉任慧日講堂第四任住持，當天祝

賀觀禮緇素凡五百餘人。（註 3）

真華法師住持慧日講堂後仍依循

導師領導講堂風格與舊制，同年秋

季講經自 10 月 1 日起，開講《大

乘起信論》。（註 4）慧日講堂十

數年來每月兩次共修法會，及每年

輪流舉行的藥師佛七及彌陀佛七法

會亦未間斷，而真華法師所主持的

彌陀佛七尤具特色，真華法師民國

37 年春曾於淨宗大師印光所創建

之靈岩山寺任職，對於佛七儀軌十

分熟稔，民國 60 年農曆 9 月的佛

七，真華法師為使參與大眾能達一

心不亂起見，一切規矩全仿傚靈岩

山寺念佛儀軌進行，概不夾雜其他

佛事。（註 5）當時慧日講堂住眾有

厚基法師（當家法師）、厚宗法師、

宏印法師、普獻法師、廣善法師、

法振法師等。真華法師在慧日講堂

三年除每月講兩次開示外，還講過

《大乘起信論》、《地藏經》、《成

佛之道》、《心經》、《佛地經》、

《解深密經‧心意識相品》及〈地

波羅多品〉。（註 6）

民國 62 年 5 月，真華法師住慧

日講堂三年期滿，導師原希望他繼

續住持下去，真華法師以胃出血再

三請辭，卸任後遷到木柵指南山中

香光淨舍養病，並作一聯自勵云：

「一事無成行將老，萬緣放下唯念

佛。」（註 7）

民國 62 年 9 月 2 日慧日講堂新

舊任住持交接，印海法師任第五任

住持，真華法師在交接典禮上致詞

云：「講堂乃一宏法道場，本人三

年來竭盡所能，愧無建樹，現因身

體欠佳，急欲靜修，故另請印海法

師繼任。」（……後文省略）（註 8）

慧日講堂自民國 50 年元月落成

以來，至民國 99 年止，共歷經

十四任住持，凡 9 位法師，歷有貢

獻。慧日講堂稟承印順導師創建之

初衷，以講經說法為主要方式，在

沒有經懺佛事的情況下，持續運作

凡半世紀，得見印順導師理念落實

的成功。同時歷任住持，或為法

眷，或為私淑道友，完全服膺，而

讓道場法務賡續，實亦功不可沒

也。

（※本文因故只能刊登至此段為止，

其他的部分請讀者查閱《慧日講堂

五十週特刊》）

註 1：拙著，〈福嚴精舍五十年〉，收在釋傳妙主編，《福嚴精舍五十周年紀

念特刊》，頁 131。
註 2：〈慧日講堂 50 年問卷調查表真華法師回函〉，慧日講堂提供。

註 3：〈佛教新聞版〉《菩提樹》第 211 期（1970 年 6 月）頁 49。
註 4：〈佛教新聞版〉《菩提樹》第 216 期（1970 年 11 月）頁 47。
註 5：〈教訊簡報〉《海潮音》第 52 卷 11 月號（1971 年 11 月），封底。

註 6：〈慧日講堂 50 年問卷調查表真華法師回函〉，慧日講堂提供。

註 7：〈慧日講堂 50 年問卷調查表真華法師回函〉，慧日講堂提供。

註 8：〈教訊簡報〉《海潮音》第 54 卷 10 月號，頁 33。

▲▲

第四任 1970.6-1973.9真華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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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闞正宗

慧日講堂 50 年誌（三）
歷任住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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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學習過《大智

度論》、《中觀》……，

如今參加慧日講堂舉辦的

「僧伽研修班」，學習印

順導師的著作《佛法概

論》，似乎是回到起點，

重新開始。

參加這次的課程真的是

抱持著莊嚴道場的心態。

每次上課，心裡總不免咕

囔著：師父們為甚麼要咬

文嚼字，一字一字講得那

麼詳細，我們又不是要寫

論文，這些文字看起來也

沒有那麼難，名相也都還

算熟悉，為什麼不能大概

講解，再搭配一些故事就

好？大概到了第四次上課

才有點感覺到這樣上課的

好處，慢慢地體悟到：要

不是師父們這麼有耐心地

幫我們打基礎，我們還是

會和過往ㄧ樣——似乎懂

了，當下也感覺很受用，

可是就是無法深化成為生

命的一部分；然後十年、

二十年過去了，還是跨不

過那道門檻。

學佛二十幾年來，未曾

動搖過的信念是：導師是

我唯一想親近學習的對

象。雖然佛教界有人說導

師是學者，不是修行者，

但是導師的那番寂靜、淡

泊，是我深深讚歎的修行

者。

導師著作等身，是我無

法達到的成熟，他的智慧

是宿世多劫積集而成。然

而，事業心重，又仗勢有

點小聰明的我，根本不可

能有耐心、有時間細讀導

師的文字，正好藉由這次

的課程，逼自己一步步從

基礎學起。直到課程進入

〈第十章、我論因說因〉

【杜春蓮／台北報導】慧日講堂於今年上半年舉辦了三

場人文講座，透過曾與導師接觸，或是對導師著作有深入

研究的專家學者，訴說印順導師的思想及行跡，使與會者

加深對導師的認識及確認修行遵循的方向。

三月，呂勝強老師主講

「導師對中國佛教復興的

省察與悲懷」。讓我們深

信三寶應從正見中來，依

正見而起正信，乃能引發

正行而趨向於佛道。

導師關注中國佛教復興之動力是「基於緣起法上的關

懷」、「學習釋尊本生的夙願」，以及「對印度佛教悲增

上菩薩未能充分開展的感觸」。此外，導師一生倡導「人

菩薩行」，與虛大師都同屬「悲增上菩薩」，確都是我們

學佛者的典範。

四月，開仁法師主講「初期大乘菩薩的修行觀」，讓我

們更瞭解印順導師對初期大乘菩薩觀的抉擇，是從人間的

釋尊而來，而正常的菩提道，也是源於釋尊的教化。此外，

菩薩的大悲心必須透過無我智慧的洗禮，才能顯出大乘的

不共特色。

五月，林建德博士主講「印順與聖嚴的佛教思想比較」，

讓我們更清楚的認知導師對純正法義的抉擇是回到阿含、

般若及中觀的思想根本，也就是「緣起性空」。導師傾心

力於佛教思想的抉擇，確立佛法的正知見，對四種悉檀的

判攝，善巧的把握到佛教之整體，也得到機教相契的效果；

並且釐定各期佛教所具價值，綜貫一切佛法而向於佛道。

對於現象之反省與改

善，印順導師是重視知見

及思想，聖嚴法師主要從

教育和人才兩方面著手。

由此可知，兩位法師對於

中國佛教培育僧才的重

視有著相同的共識。

化不可能為可能 
2015僧伽研修班心得

104年度上半年

慧日講堂人文講座
◎康素珍

時，心中的某個結突然被

打開了。ㄧ時之間，看到

導師要表達的思想是如此

平實無華，如此真切具體。

導師教導的修行方式就是

八正道啊！終於 catch 到

了！只要有八正道（而其

中又以正見為導），縱使

我們無法達到導師的淵博

智慧，但是他的自在淡泊

是一定可以達到的。

記得五年前第一次去慧

日，覺得怎麼沒山、沒水，

也沒視野。現在每次到慧

日講堂看到當年導師佈置

的大殿，就有導師還在的

感覺。覺得慧日講堂交通

方便，位於靜瑟的巷弄，

大小適中，真的是一個很

殊勝的外弘道場。

真的很感恩宏印法師、

開仁法師、圓波法師、會

常法師、圓融法師和本

裕法師這麼煞費苦心、不

辭辛勞的為我們講解。若

不是厚觀院長的奉獻與堅

持，真不知道要去哪兒找

尋能原汁原味還原導師思

想的福嚴法師群了。自己

雖然一直護持福嚴，但直

到這次上課才深切的體認

到福嚴存在的殊勝與價

值。最要感謝的當然是慧

日講堂現任住持宏印長老

和任勞任怨的班主任開仁

法師，化不可能為可能，

推出這門課程，讓我們對

慧日講堂充滿無限期待。

長久以來，隨著個人推廣印順導師思想的經驗，多數人

都能認同導師學術淵博、成就卓越。但是討論到導師是怎

樣修持，或是導師提倡大乘法門的特色是什麼？多數人都

不甚理解，不知宗趣。導師晚年發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

的人間，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我覺得，從印度及

中國歷代的高僧，能有這種悲心願力，這種擔當信念，是

少見稀有的。導師一定有他的修持法門與成就。由於導師

的著作兼備了深度與廣度，一般讀者無法全盤精讀消化，

不能由博返約，無法貫通理解；因此大都不明白導師的修

持及其特別讚揚的大乘特色。

幾年前，讀到開仁法師《印

順導師對初期大乘菩薩觀之抉

擇探源》一書，真是如獲至

寶，歡喜讚嘆！開仁法師畢業

於福嚴佛學院，是厚觀法師接

辦福嚴後，辦學有成的後秀之

一。去年（2014）六月，因福

慧僧團的厚愛，促成我回到慧

日晉山效勞，厚觀法師同意慧日增設副住持一席，因此我

才有機緣力邀開仁法師鼎力支持，任慧日副住持，分勞殊

多，十分感念。

慧日恢復了每月一次邀請各界菁英專題演講，這是導師

開始時就有的弘法活動。慧日的「人文講座」開辦以來，

頗受好評。這次我請開仁法師以「初期大乘菩薩的修行

觀」專題，介紹導師的修持法門，反應甚佳。因此再建議

將此專題專文，印成小冊子廣為流傳。有因有緣世間集，

略述綴言，權為小序。

宏印，於慧日丈室　10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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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別 課 程 名 稱 時　　間 授 課 老 師

初級班 《佛在人間》
週四／晚上
19:00~21:00 開仁法師

中級班
《初期大乘佛教之 

起源與開展》
週五／晚上
19:00~21:00 長慈法師（視訊）

高級班 《中論》
週六／下午
14:00~17:00 厚觀法師（視訊）

清德法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出家

三十餘年來，致力於印順導

師思想的研究，曾任多所佛

學院及佛教團體講師，現任

「紹印精舍」住持。

慧璉法師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畢業，

日本早稻田大學東方哲學碩

士。民國 71年在印順導師座

下出家，擔任過多所佛學院

講師，作育僧才二十餘年。

侯坤宏博士

政治大學歷史學博士二二八、

近代史、佛教史等歷史學者，

有四十幾種重要著作，現任

國史館修籑處處長。

邱敏捷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文學博士，現

任國立台南大學教授。精研

佛學、老莊；相關著作頗為

豐富。

▉ 報名方式：1. 電話報名：(02)2771-1417（慧日講堂）

2. 網站報名：http://www.lwdh.org.tw（慧日講堂）

3. Email 報名：syoung.judy@msa.hinet.net

▉ 主辦單位：慧日講堂

▉ 協辦單位：中華佛教青年會、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台北市佛教青年會

▉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36 號（慧日講堂）    網址：http://www.lwdh.org.tw

日 期 主      題 主持人 主講人

8/30 （台灣）人間佛教的反思 宏 印 法 師 侯坤宏博士

9/20 中國禪宗史 宏 印 法 師 邱敏捷教授

10/25 印順導師的淨土思想 淨 耀 法 師 清 德 法 師

11/22 印順導師對密教的評議 葉瑞圻老師 慧 璉 法 師

▉ 活動時間：

 104 年 8/30、9/20、10/25、11/22（週日）下午 2:30 至 5:00

▉ 活動內容：

宗旨：激勵佛教界對「人文」的重視，進而提升人文水準。

▉ 時間安排：
主講人演講 85分鐘，休息 20分鐘 --- 洗手及用點心，開放大眾提問及解答 30分鐘。

▉ 講師介紹：

1 0 4 年度下半年

人文講座

※課程如有變更，依「慧日講堂網站」公告為準。網址－http://www.lwdh.org.tw/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36號（中興高中旁）

◆報名方式：

• 線上報名：http://www.lwdh.org.tw/

• 電話：(02)2771-1417

• E-mail：light.wisdom@msa.hinet.net 

停課通知

※（週四）《佛在人間》：11/5、12/31
※（週五）《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9/18、10/9、11/6、1/1
※（週六）《中論》：9/19、10/10、11/7、12/5、1/2

104/9/17~105/1/9

歡迎隨喜贊助 >>>
郵政劃撥：慧日講堂 / 00143225

印順佛教基金會 / 50024173（請註明「慧日佛學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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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 日 )　09:00~17:30　八關齋戒

1/27 ( 二 )　09:00~12:00　臘八菩提法會

2/8 ( 日 )　09:00~17:30　八關齋戒

4/12 ( 日 )　09:00~17:30　八關齋戒

5/25 ( 一 )　09:00~12:00　浴佛法會

6/7 ( 日 )　08:00~12:00　新竹福嚴精舍金剛法會

7/12 ( 日 )　09:00~17:30　八關齋戒

8/16 ( 日 )　09:00~20:00　盂蘭盆報恩法會

9/13 ( 日 )　09:00~17:30　八關齋戒

10/11 ( 日 )　09:00~17:30　八關齋戒

11/6~8 ( 五～日 )　藥師佛三法會

12/13 ( 日 )　09:00~17:30　八關齋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