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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五祖曾說：作務也是修行之一

Q1 現今道場上庶務性工作佔大部

分，以現今的修行情況，庶務工

作多，似乎無法避免，我們該如

何來教育與改變大家對庶務性工

作的看法，使能內化為修行的原

動力？   

※ 朱美智 

五祖曾說：作務也是修行之一。

例如：《六祖壇經》中提到六祖惠能

在黃梅住了下來，並在碓坊裡舂米、

搗磨，以此作為修行。後避難獵人隊，

六祖吃肉邊菜方便素，隨宜種善因結

善緣，也就是未成佛先結緣，了解眾

生。在獵人隊裡面生活了 15年，等到

因緣成熟，開始傳播佛法。惠能說道：

「迷時師度，悟了自度。」〈行由品〉

自性了悟觀其心，真修實練謙卑心，

自性圓融菩提心，佛性具足永不滅。

現今道場上庶務性工作的倫理觀

念，當恭敬隨緣，人人可學習，尊重

而不可輕易批評人、怪別人，學習要

求自己。在道場上學習庶務性工作，

自我若不要求，怎能進步？例如：因

應道務需求而有不同的庶務分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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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輪流分工合作，如廚房廚務工作、

打掃廁所等。這些庶務性工作需自律、

自動自發、多做事少抱怨；學習了愿，

就是見了做，做了就放下。並掌握做

事的節拍、水準、方法、程序，懂得

彈性調整工作內容，才能把握學習方

向；當各種事務完成當下，心存感恩

能學習了愿。

後學覺得進行庶務性工作可有下

列心態：

1.掌握方圓：對自己要方（嚴），

對人要圓（寬）；2.要求自己；3.不

挑工作：多做事少抱怨；4.要能忍辱：

忍是能忍之心，辱是所忍之境，意即

內心能安忍他人的侮辱或自身苦境。

修行之人，若能心不隨外境所轉，瞋

境不動、喜境不搖，無論遇順境或逆

境，皆能安住實相，如如不動，即得

具足忍辱波羅蜜也。總之，以儒家「存

心養性」，佛家「明心見性」，道家「修

心煉性」，透過所行外在庶務性工作

來提升內在「心性」修持。

後學在道場上學習到的儒家中心

理念：三綱五常中人倫為重，五倫中

禮義為本，皆注重人生現實生活面之

問題，若能透過道場上庶務性工作，

見了就做，做了就放下的心性修持，

運用在家庭、學校、社會職場之中，

將親身體悟融入生活，讓生活即是道

場，再印證三教合一，內在真正地感

恩、懺悔，培養慈悲心、歡喜心去修

行，如此內觀日常生活，點亮自己心

燈，並照亮別人。

Q2依你的經驗，從庶務性的作務

中，你體會的修行是什麼？ 

※ 王素真 

道場上，只要肯做，要做的事還

真多。如：公堂值班、厨房庶務、做

素料、做便當、出公差、公堂打掃或

電腦作業、資訊應用、攝影照相等專

業技能。

幾十年前，庶務工作好像比較單

純，現在道場越來越宏展，衍生出很

多不同性質的工作，如庶務、總務、

班務等等。每個細節、大大小小、內內

外外，都要有人來圓滿、來共辦共成。

記得陳阿味老點傳師說：「我們

道場上人才濟濟，有什麼工作，就有

什麼人才出現；有時候還出現得剛剛

好，在那個時間點，把事情順利解决

了。」老點傳師更滿腔感恩地說：「這

真正就是上天派來的。」感恩上天慈

悲！所以說：做道場的事，就是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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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的事。既是做上天的事，抱持歡

喜心了愿、了業。 

有一年，後學與老點傳師住在

天華山，有一天，颱風來襲，到晚上

更是風雨交加，一陣一陣地颼！颼！

颼！蹂躪著山上的花草樹木。到隔天

早上，風雨已停，想要開門看看，但

門已被颱風刮下的樹枝落葉堆積了約

一尺多高而擋住，門打不開，只聽到

外面值班學長在清掃樹木枝葉的聲音；

等到門可以開了，但見那位值班學長

自己一人勤快地不知裝了幾布袋的樹

枝落葉，還面帶微笑地直說：「不好

意思！吵到老點傳師！」他還說：「要

趕快清掃完，趕著八點，別人來接班，

我也要去工廠上班。」老點傳師大拇

指舉得直直地說：「你真是個標準的

修道人，一個人默默地、低心下氣地，

做得全身髒兮兮， 沒有一句抱怨、埋

怨，沒人來幫忙，真是功德無量！」

其實，道場上大部分的前賢都是

很明理的，為道盡心盡力，做到大粒

汗、小粒汗的。曾見到有一位前賢來

到 堂，就去廚房磨菜刀；另一位坤

道前賢，跟先生說要去買菜，但她會

先來 堂看當天有什麼班、要排多少

椅子，排好才去買菜等。這都是自己

的愿心、愿力要來了愿的，很棒！隨

著道務的宏展，道場多了很多了愿的

機會，在隨眾作務當中，同修之間互

相鼓勵、成全，和氣無爭，團結和諧，

藉著偉大的聖業，大家同舟共濟，有

福同享、有難同當、有事共辦。

Q3聖凡分野的迷思：在道場上，

大家聽道理聽很久了，仍有一些

道親，在道場看起來修得很好，

但在日常生活上，好像不是那麼

一回事，嘮嘮叨叨、埋怨家人、

與鄰里不和、堅持己見、習性依

舊，經常抱怨，生活過得很痛苦，

這樣的情形，發生在道場上還不

少。請嘗試說說看，是否我們道

場教育有所欠缺？要如何改進？ 

▲  透過不同主題的研討激盪出真理的火花。



30 NO.404 2022.8

※ 班務組

A.道不是教來的

懂了好多好多的德目，但是依然

故我，沒有改變，為什麼會這樣？因

為內心沒有啟發，教沒有用！良知沒

有感召，多說無益！《論語‧為政》說：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內心啟發了，就有反身以誠的觀照；

良知覺醒了，就有勇猛精進的動力。

B.聞思而修

學習前人，到底要學的是什麼？

我們在學習時若沒抓到核心，與前人

的心境也就不一樣了，只學到一點樣

子，學到的只是一個外表而已！學習

前人，在於精神。

學佛，學什麼？不要只學到外表

的莊嚴肅穆，而忘了去體會那平等齊

觀的慈心悲愿！自覺需要反觀自照，

別人提醒你，只是表面知道；自己覺

醒，自性開悟。轉心向內，找到自己

的出路，復回本來的面目，識透生命

的基礎。（非從外得） 

C.強恕而行

覺他，就如《論語‧雍也》所說

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

人。」內功的修持，必須寄託在外功

的行持上。

如善書中云：「天地撒種缺灌鋤，

一半苦心等於無，真理教育不落實，

一日點千亦枉然，大道珍貴暗釣賢，

勿成教化之集團。」

而《論語‧述而》所說：「仁遠

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和《孟

子‧盡心上》所說：「求則得之，舍

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

者也。」也都是相同之理。

※ 蘇郁晉  許筱君  陳冠宏  游禮郎

起——認識並找回本自具足的真我

鄉野生活似悠遊，雜活勞役亦難閒，

車水馬龍似繁貴，開銷支出如流水，

道務繁忙似宏展，庶務繁雜人心亂，

道齡似高不識本，赤子之心亦遙遠，

人間哪有千般好，萬事均是煉心藥，

道非遙遠日用間，凡俗雜務豈誤身？

歲月靜好由心造，只需二六心不離。 

承——修心方能過出有滋有味的人生 

原靈佛子本無分，後天習染緊纏身，

自覺不易自省難，尚有積習陷溺深，

白陽大開普度門，去執棄妄理提昇，

莊嚴道場修聖果，福田新耕愿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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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米細事內藏道，反身而誠三施勤，

琢切方得美玉顯，心莫境隨相由生，

庶務雖雜不離道，迷是凡夫悟成聖。

轉——當真我迷失時，是誰在欠缺

苦痛埋怨與嘮叨，習氣依舊難隨緣，

短視近利執妄念，有求皆苦不得閒，

道名道利與道權，口號形象掛帥前，

若要齊心同修辦，莫再自欺講表面，

誤把辦事當修道，竹籃打水一場空，

迷時福中猶覺苦，悟時苦樂皆一同，

若問離苦得樂訣，聖凡迷悟一念行。

合——沒有完美制度，只求完善人心

完美制度世間無，完善人心定慧持，

心外無物惟培德，修性了命天心合，

一貫道場理勤修，聖凡分野心內求，

真誠無妄中道守，此時無為勝有求，

肯做肯學真人才，三清四正良善顯，

克己復禮皆在己，吾心有主忠恕虔，

弘揚大道移風俗，厚積薄發天道成。

結語

感謝點傳師出了如此巧妙的三道

題目，讓我們藉由題目返觀自照。

一開始來到法施學系，以為只是

像在地方一樣聽聽課。但是在課堂上，

每位點傳師都用生命的力量在授課，

點傳師用自性的聲音在講課，我們也

都用「心」在聆聽。

除此之外，更有術科研討、小組

研討，使我們在課堂之餘，能夠學習

自己小組組員乃至於每一位班員的台

風與德行，更可以透過集體討論激盪

出真理的火花！最妙的是，還有像點

傳師這樣課堂上隨機出題或課後繳交

心得作業的方式，使我們無時無刻都

保持精進之心。

這四年來，每位同學在心性涵

養及法施技巧的進步，大家都有目共

睹！感謝　天恩師德，前人輩的智慧

遠見，真的！來讀法施學系真好！

（全文完）

▲  結業感恩會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