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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與末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06  

～ 

P.108  

無 1.趕牛還是趕車 
1.1趕車還是趕牛的公案 

1.2調心最重要 

 

1.趕牛還是趕車？  

  1.1趕車還是趕牛的公案  

    1.1.1故事內容： 

           唐朝的南嶽懷讓見馬祖道一打坐不息而不得力，便問他：「牛車不走時，是打車 

           還是打牛？是趕車子還是趕牛？」 

    1.1.2喻意： 

           修行首在鍊心。修行時候就像牛拉車子走，身體像車子，心像牛。如果不管牛(心)，  

           只趕車(身)，便是本末倒置。 

    1.1.3結論：佛法的修行重於心，而身體次之，只要調心得力，身體自然就調和了。 

       1.1.3.1打坐而身體發生問題時，如果基本的坐姿及方法無問題，聖嚴師父都教他們 

               不要管它。 

  1.2調心最重要 

    1.2.1初入門要先調身，身體疲倦時、有病時是不能打坐的。 

    1.2.2調心最重要：心若不穩定，身體再好，也坐不久。 

       1.2.2.1例：有人因為心不安定希望來學打坐。 

                   師父告以先要把心安定下來，才能學打坐。 

                   比如牛在暴跳如雷之時，在疲倦飢餓之時，是不可能拉車的。 

       1.2.2.2例：憂慮、焦急、苦難的時候，便有度日如年的感受。 

                   比如有一部電影「最長的一日」，以最長的一日來形容二次世界大戰中 

                   登陸諾曼第半島的一天。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08 

～ 
無 2.安心為蛹 

2.1修行的第一步 – 調心，讓心安 

    定、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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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9  2.2修行的第二步 – 恆心，有長久心 

 

2.安心為蛹  

  2.1修行的第一步 – 調心，讓心安定、穩定 

    2.1.1調心的重要： 

       2.1.1.1心的活動力太大，它老是在渴求什麼，焦急地期待什麼，有意無意地憂慮什 

               麼，甚至恨環境、恨自己。               

        2.1.1.2修行禪定的人不善調心，便是盲修瞎練 

          2.1.1.2.1便如狂醉的盲人，騎著跛腳的瞎馬去遊山玩水。 

          2.1.1.2.2又像一隻蝴蝶在蛹的階段，老是想快點變成蝴蝶，希望早些鑽出繭殼 

                    來，結果，它可能就提前死在繭中。 

    2.1.2打坐修禪定，可使亂心穩定，但是一開始打坐就要從不可心急做起。 

       2.1.2.1能放鬆心情，不管得失利害，不問得力與否，這樣，才算是走上了修行之路。 

  2.2修行的第二步 - 恆心，有長久心 

    2.2.1人都希望走近路，喜歡進速成班，希望能夠打一次坐便開悟。 

       2.2.1.1或者是希望打坐可以除百病，希望能知道中獎號碼，希望能夠靈魂出竅。 

    2.2.2這樣的人學了打坐方法之後，會繼續打坐是不大可能的。 

       2.2.2.1因為坐一會兒腿就痛，再一會兒渾身都不自在。 

       2.2.2.2他們捨不得付出磨鍊的代價，所以也就不會繼續坐下去。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10  

～ 

P.111  

無 3.萬丈高樓平地起 
3.1「本來無事」的體驗 

3.2修行要先把心調好 

 

3.萬丈高樓平地起  

  3.1「本來無事」的體驗  

    3.1.1本來無事是在說心不受擾的感受： 

       3.1.1.1有人以「本來無事」的體驗來求教師父。 

       3.1.1.2師父鼓勵他，要先把心調好，不要好高騖遠，不要妄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3.1.2修行到真能體驗到本來無事的境界，並不容易。 

  3.2修行要先把心調好 

    3.2.1不可好高騖遠： 

       3.2.1.1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是成了究竟的佛，而是走向成佛之道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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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什麼時候完成？什麼時候成佛？ 

       3.2.2.1要慢慢的來，要不斷的修行。 

       3.2.2.2不貪便宜，不求急功，好好地用功才是根本的態度。 

       3.2.2.3沒有耐心而想得到偉大的成果，想要不勞而獲，是不可能的。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11  

～ 

P.113  

無 4.誰能開悟？ 

4.1誰能開悟 – 一定是從根本上下功 

    夫的人 

4.2修行的態度 - 君逸臣勞 

 

4.誰能開悟？  

  4.1誰能開悟 – 一定是從根本上下功夫的人  

    4.1.1恆毅的修行態度是根本 

       4.1.1.1修行有了成就，就像樹開花、結果實；但是如果根幹沒有營養和不健康，怎 

              能開花結果？ 

       4.1.1.2沒有先在根本上下功夫去除草除藤和施肥，也就沒法得到果實的豐收。 

       4.1.1.3學了打坐的方法而不好好努力用功，並且持之以恆的話，希望得到結果可能 

              是很渺茫的。 

    4.1.2一定要有經驗的人個別指導，只看書只讀理論而自己修行是不夠的。 

       4.1.2.1 寫書的人，不可能把方法完完整整地寫出來。 

         4.1.2.1.1各人身體狀況不一樣，心理情形也不一樣。 

         4.1.2.1.2方法的原則和基礎的理論可以寫，多變的實際問題，一定要有經驗的人 

                   來個別指導。 

    4.1.3老師教人方法，開悟的人一定是那些從根本上下工夫的人。 

       4.1.3.1有人問師父，打坐多久能夠開悟，師父回答： 

              「我不開店，不能出保證書，也沒有開悟這東西可以出售；我僅教人方法，  

                為人指出開悟的方向。」 

       4.1.3.2老老實實持續努力，工夫夠了的時候，一花一木乃至一個動作、一句話，都 

               能觸發靈機，使你明心見性。 

  4.2修行的態度 - 君逸臣勞 

    4.2.1「君逸臣勞」的政治理想：大臣們宜各盡其職，為君者垂拱而治天下。 

    4.2.2修行的「君逸臣勞」： 

       4.2.2.1心為君，身體和環境為臣民。 

       4.2.2.2安定調心，努力調身，便能調伏身心所處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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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學佛的根本與枝葉： 

       4.2.3.1戒律是細節，定慧是根本；定慧若成，戒行必淨。 

       4.2.3.2戒律的目的：對初入佛門，不善調心的人，先從外表的生活上立一軌範，作 

                          為修行定慧的準備。 

       4.2.3.3禪定：是開發智慧的工具，修行禪定的先決條件是持戒。 

    4.2.4掌握到根幹之後，便可專注於心的鍛鍊。 

       4.2.4.1也就是只求心正心直及心的明淨安定，不拘外表的枝末小節。 

       4.2.4.2然而此時收放自如的灑脫心境，並不是放浪形骸。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13  

～ 

P.115 

無 5.殺活自在 

5.1「能殺能活，殺活自在。」 

5.2佛菩薩常現煩惱的眾生相 

5.3殺活自在的修行 

 

5.殺活自在 

  5.1「能殺能活，殺活自在。」  

    5.1.1大慧宗杲的《大慧語錄》卷七： 

          「殺人自有殺人刀，活人自有活人劍。有殺人刀無活人劍，一切死人活不得；  

             有活人劍無殺人刀，一切活人死不得。死得活人，活得死人，便能刮龜毛於鐵 

             牛背上，截兔角於石女腰邊。」 

    5.1.2釋義： 

          殺，指殺煩惱；活，指活智慧。 

    5.1.3意涵： 

       5.1.3.1能殺能活： 

         5.1.3.1.1剛進佛門的人，有心了生死，發願成佛做祖。 

         5.1.3.1.2勇猛精進修行的人要殺一切的煩惱心，包括不要被追求開悟成佛的念頭  

                  所困擾。                   

          5.1.3.1.3修行人要長智慧，斷煩惱。進一步用智慧度眾生。 

        5.1.3.2殺活自在： 

          5.1.3.2.1大修行人以智慧度眾生，可以隨機應現煩惱。 

          5.1.3.2.2若是不能隨機應現煩惱相，便不能做大佛事。 

          5.1.3.2.3例如以煩惱相 - 憤怒的威武相，來攝伏剛強頑劣的眾生。 

  5.2佛菩薩常現煩惱的眾生相  

    5.2.1修行層次越高，煩惱斷得越清淨，能現的眾生相越多，被度的眾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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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廣。 

       5.2.1.1如地藏菩薩，稱為幽冥教主，又稱為冥陽救苦。 

         5.2.1.1.1地藏菩薩到地獄度眾生時，也可能示現地獄眾生的樣子。 

         5.2.1.1.2這即是菩薩四攝法中的同事攝 - 到哪一道度眾，就可能變成哪一道的 

                   樣子。 

    5.2.2與人相處的應用： 

       5.2.2.1見到別人有煩惱相，應設想這是因為我有煩惱，所以佛菩薩現煩惱相來度我， 

               如此就不會因此而起煩惱了。 

       5.2.2.2老是在煩惱中打滾的人是凡夫。 

       5.2.2.3僅僅殺斷煩惱，而不能以智慧心現煩惱相的是小乘人，能度的眾生不會多。 

  5.3殺活自在的修行 

    5.3.1修行人應掌握原則，內心不起煩惱，煩惱起時，立即曉得自己還待努  

         力修行。 

       5.3.1.1見人有煩惱時，自己不要有煩惱 

       5.3.1.2自己沒有煩惱時，表示自己正在修行得力。 

       5.3.1.3如外表現起煩惱相，內心也真的有煩惱的念頭在動，那是凡夫的隨波逐流，  

               不是佛菩薩的殺活自在。 

    5.3.2日常生活之中，也要如此掌握原則。 

       5.3.2.1如果事情是對的，對眾生、對大家無害有益的話，我就盡心盡力地去做。 

       5.3.2.2把自我中心的得失心看得越淡，客觀化的成分越多，成功的機會也越多。 

    5.3.3能時時保持有一個旁觀者的心境，就能超越於自我中心的煩惱之外。           

       5.3.3.1如感覺煩惱，一定是自我中心的得失在作祟，把自己放開，煩惱就會解除。 

       5.3.3.2日常生活中，如果目標是為利益對方，為利益眾人，雖然對方反對，眾人批 

               評，也不要改變，不要難過。 

    5.3.4以這種只顧耕耘不問收穫的態度來修行，來過日常生活，便是從本到 

          末。 

    5.3.5本末兼顧，便能使你時時在愉快的情形下，向前程邁進，向高處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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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 

1. 「趕車還是趕牛」這個公案要表達的是什麼意思？ 

2. 打坐的時候身體發生了問題，要不要管它呢？ 

3. 有人因為心不安定要來學打坐，結果聖嚴師父說要先安下心來才能學打坐，

為什麼？  

4. 什麼樣的修行人會開悟？ 

5. 何謂「君逸臣勞」的修行態度？  

6. 什麼樣是「殺活自在」的大修行人？ 

7. 佛菩薩常現煩惱的眾生相，為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