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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與生活息息相關，修行即生活，生活即修行。從日復日的生活中，累積修行功德，

久而久之，自然水到渠成。

    一般人有一種誤解，以為出家修行就是安安靜靜，遠離人群，養尊處優，無牽無掛，與

世無爭。換句話說是不愁衣食，享受人生，不吃人間煙火。這誤解從歷史中惹來批評、埋怨

，說不事生產，虛耗社會資源等。從因果上看，若真如此，也是累積的福報所致，各人因果

，毋須妒忌計較。何況實情並非如此，當然，不事生產，躲懶度日的人亦有，但也許內裡忙

於修行，內心掙扎也說不定，我們外人無從得知。然而，真正的修行生活一點也不容易，亦

非一般人可以應付，這從佛陀及他的弟子當年生活可得知。

    佛世時，印度祟尚苦行生活，佛陀呵斥這些無意義的行為，主張不苦不樂的中道行，但

這“不苦不樂＂卻不是我們城市人能捱得了：每天起床，即忙於禪坐進修。隨即拿著鉢到村

落乞食去，不能專選擇富戶或容易乞討的施主，只能平等挨家逐戶去乞，讓每一戶人皆有機

會種福，而乞求的食物，不管好壞，美味或殘餘，多或少，必須欣然接受，從吃中去除貪著

。如果運氣不好，乞取不到食物，當天只能捱餓。因為日中一食，過午不食，因此，需要固

定時間內走到村莊去低聲下氣乞食，飯食訖，要清潔整理，有條不紋亦不會侵損別人，使人

煩惱。跟著就是禪坐，聽法，學習，清潔，處理私務等，到晚上，深夜時分，只能有四小時

睡眠。第二天，同樣以乞食度眾，禪坐實踐，聽法學習，修行為主，可說除了必要的生活活

動外，各人皆專精於自己的修行法門，如此全心全意，摒諸世俗的修行生活，當然能夠取得

成就。住方面，除了偶然有人招呼至較好的環境中，大部分時間均住在簡樸的屋內，或是樹

下住、塚間住，山洞中，寂靜處。衣服則穿糞掃衣，即別人棄掉的衣服，或多番補修的布料

。不能執持金錢，只可赤足到處遊行，流浪。佛陀不鼓勵弟子長期居住在同一地點，以免樂

著耽絆。除三衣一鉢外，不可擁有任何財產，或過多或剩餘的東西，可以無牽無掛，不分心

，簡潔專精。但如此簡樸的生活，能有幾人做得到？況且他們很多曾過慣皇室生活，不由不

叫人敬佩，讚嘆。從羅漢的繪像中，可看到都是清瘦，枯槁，刻苦，受盡生活洗禮的形象。

    中國的出家眾，大多住在固定的寺院中，悠閒修持，帶有儒雅的氣質，喜與文人墨客談

文說藝，清談論道，談玄說妙。仍秉持著印度佛教的風格，節儉簡樸，精勤刻苦，如隱士般

隱逸修行，與世俗保持一定距離。唐代禪宗寺院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耕生活，

自力更新，避免佛教“不事生產，虛耗社會＂的嘰嫌。隨後發展到將寺產寺田放租出去，維

持寺院生計，繼有將資金放貸，收取利息度日。當然，偶有朝庭的護持，不愁衣食，但畢竟

佔少數。近代數百年，更發展到以經懺佛事維生，為了收取酬金，將本身的專業，遷就施主

的要求，扭曲了佛法原有的規格，不但不能帶給施主應有的幫助，更使佛教沉淪，可悲可愍

。原來對佛教最強最久的支持，一如印度般，卻是廣大信眾的支持，而信眾支持的後面是有

修行人，有弘法人才將佛法帶到社會去，以佛教的智慧利益人群，使他們消除苦惱。自然得

到信施的支持，大量布施金錢，並將佛法推廣出去，輾轉循環，孕育更多修道者及弘法人才

。這才是佛教最主要最穩固的路向：先有修道者、弘法人才，將佛法推廣，使眾生去苦脫困

，自會得到回報及輾轉弘揚，踏上解脫之路。

修行與生活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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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與企業家  寂慧

    一家人

    西藏的修道者亦如中國般，長期住在寺院裡，或躲在寺院內的閉關房中，專心修行，較少遊方。生

活亦是簡樸節儉，克苦耐勞。由於各寺院有較健全的教育體制，故各人在學問及修持上皆有一定的基礎

，且成就者不少，要尋求善知識或依止師並不困難。一般民眾虔誠率直，將大量金錢布施寺院，使寺院

相對富有，不愁衣食，能專心辦道。西藏全民皆信仰佛教，修持專精簡樸，有終身念誦六字大明咒，或

修大禮拜，或朝聖，心無旁騖，要求不多，近乎迷信，優點是專精一心，缺點是智慧不足。但西藏的修

行與生活，與常軌不同。生活不會奢求舒適，亦不耽著五慾；修持卻與基本佛教大相逕庭，如修大樂、

財神法、寶瓶法、護摩等。佛教的流布，因時因地產生不同的別異風俗，是好是壞，難以判斷，只有從

其核心思想是否符合佛法，及能否產生大成就者的結果來衝量，生活的方式能否助道，配合修行。如果

能正常有序當更好。

    綜觀各佛教的修道者，皆能保持出離心、離俗心、清淨行。這些証明各修道者已有或多或少的“看

破＂，良好的基礎。只要朝著目標邁進，定能產生大成就者。而在修行與生活上，亦能做到潛移默化，

自化化他。

    成功的企業家，必定將他的企業融和到社

會去，與社會息息相關，自能經營得大及長存

。如果能夠融和到海外去，與世界接軌，企業

將更穩固成功，耐得起衝擊。否則只能祈求無

風無浪，平安度日。企業依存於社會，依存於

大眾中，因此不能閉門造車，必須與社會共進

退，共呼吸。企業與顧客，與週邊關係，應如

一家人般，互敬互愛，就是有所爭執，吵鬧，

只是一時鬧意見，過後仍然相親相愛。

    以開店為例，能夠讓顧客到來閒話家常，

或是訴說他們的喜怒哀樂；經常拿些小食來慰

勞；節日或特別日子不時諮詢是否繼續營業，

好讓他們仍能到來；如能關心參予更好，定能

提供不同角度的意見，或是義工形式幫忙，推

廣。如果顧客皆如此，何愁企業不能生存茁大

。如果店舖屬於大眾般仿似一個大家庭，何愁

沒有人提供援手及保護。相反，有些店舖充滿

企業主強烈獨佔的氣氛，如何能使顧客逗留，

必然很快萎縮。

    以開廠為例，不需接觸大量顧客，只整天

對著沉悶的工序，必然令人僵化，敷衍度日。

但仍有很多工友，可以因應各人的性格調配工

作，合作和諧，有如一個家庭般男主外，女主

內，各人互相扶助，鼓勵，關心，假期可集體

旅行，或作義工去。將家的概念搬到工廠去，

何愁生產不好。只要公司取得盈利，定會加薪

升職，惠及“家人＂。

    以辦公室為例，接觸面除了公司的同事，

且有當地的相關公司，甚至海外的公司，接觸

廣泛，這種家的概念更可推展出去，讓遠方的

人受惠。在因果法則下，能利及他人，自己必

能受益。

    在家庭中，各成員皆有向心力，愛護力，

家庭必然穩固，長存。同理，企業與社會大眾

也應如此依存，才能長久。從佛教的觀點，在

利他中必能自利，幫助他人是生存的動力，普

度眾生定能長存。企業的存在，必須如人生般

有使命，有意義，才能活得精彩。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