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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百丈禪師的名句：「一日不作，一日

不食」，不但為佛教帶回很大的尊嚴，且為每

一位出家人打了一支精進針，為生活及修道作

出指引。佛陀時代，在印度的出家人皆以行乞

過活，印度的傳統亦有供養出家人的習慣，以

期修福。因此，行乞的生活方式在印度是通行

的，可是在中國，行乞不但不鼓勵，且被埋怨

為不事生產，蠶食社會。為免社會的鄙視，百

丈禪師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自力更

生。

    出家人是否不事生產？是否沒有存在的價

值？佛陀的宗旨是於世間耗用最少的資源，作

出最大的貢獻。每天只吃一餐，更是別人吃剩

的食物，且不會貯糧，貯財產，可以說世間沒

有因為他的存在而付出資源。佛教的修道者，

有淨化世間的功能，教導大眾互愛、減少紛爭

，引領大眾邁向解脫，功德比布施恒河沙的七

寶還大，當然比任何大企業家、政治家、官員

，總統大不知多少倍。印度出家人領取信施的

剩餘飯菜後，亦會說法或祝願作為回報，不能

說是白取。中國的出家人亦會在天災人禍上舉

辦法事，為國家，為眾生消災祈福，更肩負大

眾心靈上的指引，行善積福，不致墮落，同樣

為社會作出重大貢獻。可是卻遭社會批評，攻

擊，尤其智識份子，儒生更猛烈。說什麼「無

後為大」的狹隘思想。佛教當然要自强不息，

更反省到社會沒有感受到佛教的貢獻，因此要

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盡己責外，更

為社會作出貢獻。

    對外界的批評，我們也不應忽視，該好好

檢討，努力改善。1.外界批評不事生產，即沒

有感受到佛教作出的努力，也許真的過於安逸

，沒有好好精進，或是戒律行儀守得不好，讓

外界誤會。2.「一日不作」不一定是出坡等具

體勞務，亦可是祈願，計劃，早晚課，修道等

。甚至學習，上課亦是為了裝備自己，將來作

出更大的貢獻。如果卧病，當然放下，好好休

養等待康復，亦可為大眾祈願。3.反省有否虛

受信施，包括我們每天享用的，有否作出回報

平衡，切忌只追求享樂的寄生蟲般生活。4.反

省有沒有虛度光陰，「一日不作」可令我們反

思一天裏做了些什麽，是否蹉跎歲月，畢竟世

間太多浪蕩的人。5.反省有否實質，具體度過

每一天，有很多忙進忙出的人，卻一事無成，

表面上做了很多事，卻拿不出成績來，也說不

上自己做了些什麽，他們可能做了太多無關宏

旨的事情，或是重複某些工作，或是有可簡單

處理完成的工作，卻繁複，重叠而拖延。

    因此，要立志，發願：1.確立目標――例

如深入經藏、普度眾生、學好梵文或藏文等。

如果沒有明確目標，長時間過後，雖做了很多

工作，可能仍是原地踏步。確立大目標後，再

細分各小目標，皆是為了助成大目標而設，分

階段完成，過程需要不間斷，長年累月去完成

。2.排除外緣――做任何事情俱有障礙，「魔

考」，愈大的事，障礙愈多，因目標大了，費

時久了，牽涉的事情必定多；遇到障礙的機會

必定大，這是自然道理，別迷信什麼魔考，或

是自己特別倒運。此外，由於目標大，需時當

然較長，其間必定遇到引誘，使轉向，放棄原

有的夢想，這要看自己是否堅定，堅強。個人

的性格，平時的修為，對引誘起很大的作用。

當然，逆境必定會出現，同樣需要堅强的意志

去克服困難，對向目標。3.累積薰習――「一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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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丈和尚與數位隨從走過後園，老師父與小孩們忙從大石上站起來，合掌鞠躬。一位大男

孩嬉皮笑臉道：「我尊敬的方丈和尚，出家修道者。」

    「慚愧！慚愧！我那裏是出家人，更談不上是修道者。」方丈和尚急忙糾正道：「出家人

最重要是有出離心，出離生死輪迴，當然對世間事看淡，不在意，已看破事物的虛幻性、無常

性。縱然未到那境界，最少也要做到有遠離心，對世間事不爭不喜好，否則與一般人何異。別

看我外貌是一個出家人，其實與在家人無別，只是換了一個家，換了相處的對象，每天一樣營

營役役，為吃、喝、穿、住處打掃清潔張羅，為常住眾，雲水掛單者安住而操心，為不守秩序

，不盡己任的大眾補救，調停，終日為瑣事，無聊事而轉。可是信眾愈來愈興旺，住眾愈來愈

多，更要指導各人的修行功課，為佛教的應世，聲譽籌謀。人在江湖，那裏似一個出家人？在

一所佛寺內，方丈、知客、監院都說不上是出家人。政治、經濟俱是名、利、權；貪瞋痴的場

所，避之為妙，如無法不接觸時，亦須適可而止，步步為營，時刻有停步之心，離棄的打算。

」

    眾小孩似懂非懂地呆在那裏，不知如何開口，方丈和尚繼續道：「出家修道者最重要有出

離心，遠離憒鬧，生活簡樸，避免接觸擾亂心神的事物、言談，安住定境中。因此，應該遠離

人羣，少事少業，讓心保持清淨。這些我都沒有做到，有違出家修道者的標準。」

    方丈和尚低下頭，慚愧地離去，眾小孩失望地看著他走遠後，轉過頭來望著老師父。但聽

老師父道：「出離心當然重要，不論出家在家，出離心皆不可缺，否則修道難成，但方丈和尚

所說的只是身出離，心出離才最重要，處於劣境紛擾之處仍能保持心出離才最困難，亦是一種

考驗，去審視是否真有出離心，是否仍樂著世間。方丈和尚能如此清晰去分析修道者的標準，

堅守出家人的本份，實在不容易。況且，他能以應有的標準去衡量自己的處境，反省自己許多

不足之處，謙卑慚愧，當能緊守立場，不讓環境所轉，保持清淨心。而瞭解環境的不當後，還

抱著「五濁惡世誓先入」的精神去為眾人服務，不失菩提心，實難能可貴。如此有慚愧心，謙

卑，具足出離心，菩提心的智者，應離道不遠了。」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出家修道者

日不作」是累積小功而成大果，例如每天禪坐

一、二小時，數年後定可成就三昧；每天牢記

十個生字，數年後定能在語文上成就；每天讀

一卷經，數年後定能滿腹經論。成大事沒有僥

倖，必須經過長年累月的苦功。這長年累月正

是「一日不作」的精神。

    成功必須下苦功，堅定意志，日積月累，

沒有不勞而獲的東西，或三心兩意可以成就。

因此，排除萬難，努力不懈是不二法門，切忌

「事事曉」、「事事通」的炫耀，那是自欺欺

人的陷阱。

    可有想過「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應用在

每天修學一點佛法上，同樣可以有大成就，且

是人生終極的成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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