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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裡，常鼓勵遠離潰鬧，阿蘭若，乃至

塚間住。修行該是寂靜，寡言，身體柔和，意

念集中，才是修行的典範。絕不是聚眾，吵嚷

，心猿意馬。這樣定境才易生起，無事不辦。

佛典裡，常提到佛陀及弟子有空便躲開宴坐。

佛陀常隨眾數以千計，皆嚴守律儀，守護身口

意，不會給人熱鬧繁雜的感覺，只會安靜，有

紀律，不會因為人多而妨礙他人，加重別人的

照顧、負擔。

    熱鬧群聚的過失有：1.說是非――不自覺

地說他人是非，不能適可而止，影嚮心地的清

淨，且浪費時間；2.言不及義――閒聊，盡說

些無意義，客套，花言巧語的謊話，無法利益

眾生，無目標、無宗旨，最低限度浪費別人的

時間，亦浪費自己的時間；3.心散渙――不能

專注辦事，多人閒聊影嚮工作的進度及導致出

錯的例子比比皆是；4.不能進入定境――熱鬧

影嚮無法專注思考，疏忽身邊事，無法觀察入

微或錯失機會；5.容易引起紛爭――言多必失

，相處太久，產生磨擦。

    人是群體動物，孤獨難過不好受。但修行

是向上，對向解脫，人生的改造，當然不容輕

鬆，敷衍。只有認真，決斷，全力以赴才能做

出成果。因此，不是每一個人皆能做到，對大

多數做不到的人不應深責，對做得到的人應讚

嘆、護持。修行的本質是摒棄一切，呵五欲，

出離心。因此，能出家最好，出家可心無旁贅

，全力以赴。

    孤獨不好受，但孤獨確能成就道業，只要

修行有成，再沒有難受苦惱可言。最後，從經

典裡引出下文，以證上說：

    喜歡社交，或在夥伴關係中得到喜悅或滿

足，或喜歡親密，或因而高興，這種比丘不應

受到讚嘆。受讚嘆的比丘，應隨其願達到出離

的喜悅、獨居的喜悅、平靜的喜悅與覺醒的喜

悅，但在群聚時，這是無法成辦的。

    在《清淨道論》裡，有卅二種「無用的談

論」。例如食物論、床室論、女論、男論、世

俗學說等，比丘談論這些妨礙修行。而比丘可

以談論的有十種事，例如少欲、知足、遠離煩

惱、無著、精、勤、戒、定、慧、解脫、解脫

知見。

修行集  寂慧

  孤獨

    農曆新年到來，一般人都會拜廟，拜太歲、黃大仙、車公廟、求神、求順境、健康、發達、

姻緣、學業等，或是還神、感謝神明過去一年的眷顧。身為佛徒，可有到佛寺求佛？就是求上述

各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能到佛寺，或家，佛堂，對佛像發願更好，發普度眾生的願，發菩

提心，祈求順景，少點障礙，以便加強利益眾生的力度，祈求學業進步，能有力深入經藏，祈求

健康，能有健魄度生，祈求發達，可儘作布施，最後祈求眾生順境，並普皆廻向、對過去一年的

順境，或是仍能親近三寶，仍有餘暇作利他事，應存感恩心，去「還佛」、「酬佛」。

    很高興每年都有兩個新年，一個新曆，一個舊曆。新曆年必然定下一年的大計，雄心勃勃過

日子，但大多虎頭蛇尾。轉瞬舊曆年到來，不是忙於整理家居，就是計劃新年娛樂、旅行等，日

子飛快消逝，舊曆年也過去。檢討損失的日子及所作的成果，總後悔不休，再來重新振作，努力

履踐，一年的大計能否成功，端看因緣了。

新年大計  提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