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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一個嚴肅的會議中，二十多

位與會者熱烈的討論著一項問題應如何

解決，卻看到會議桌的一旁有一位學佛

者，盤起腿閉上眼，在打坐。已經記不

得這位朋友當時有無發言，或說了什麼

話，但是他在這麼嚴肅熱烈的場合中打

坐倒是令我印象深刻。

我必須說，我並不贊同這樣的舉動，

並不是因為這舉動唐突，而是它讓我有

一個深深的感受，似乎這位朋友無法在

這樣的場合中維持心靈的一般狀態，只

有盤起腿，他才能思考，才能獲得平

靜。

打坐的時候快樂，打坐的時候內心寧

靜，打坐的時候如如不動。而一不打坐

難道心就不平衡，就起煩惱，就不平靜

了嗎？在那麼熱烈的場合中打起坐來，

莫非企欲恢復內心的平靜？莫非已經習

慣依賴打坐來使自己恢復平靜及能量？

有沒有一種境界是無時無刻都能平

靜，隨時隨地都能保持內在的平衡，不

管於各種境界之中，都能常保內心的喜

樂，真正做到金鋼經所說的「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

動靜分離，動靜相對立，是人之常

情；動的時候容易亂，需要休息，需要

靜一靜，這是我們凡人調養自己的方

法。所以我們學打坐，練瑜珈，彈琴，

學畫，接近大自然，在喧鬧中找一個幽

密僻靜的處所，讓自己藏休息遊一番。

這無不都是為了求得靜。現代人遠居

鄉野，返樸歸真的有之，在會議翻騰之

際，所幸盤腿打坐，潛心冥想的也不少

見。但是難道古人陶淵明所言，「結盧

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

遠地自偏」的心靈境界不見了嗎？心遠

地自偏，正是心不被境界所牽絆，心不

隨境轉的一種修養及定力。

二○○三年我回到花蓮，進入靜思精

舍任職，得以讓我在上人身邊學習。我

看到上人全年無休，每天從清晨天未亮

就開始忙著準備各種開示，志工早會結

束，一漣串的行程等著他，各地會務，

訪客，志業體的工作報告討論，他幾乎

無一刻能閒暇，可是我總看到上人神情

及態度如此沈靜，清朗。智慧判斷如此

敏銳。他如何能辦到的呢？凡夫早就受

不了，早就希望能休息休息，請大家一

陣子不要吵他。但是上人四十年如一

日，誠如他所言，休息就是換一種方式

工作，他沒將工作及休息分開，因為他

沒將動與靜分開。他真正做到動中靜。

那是人格徹底展現的一種偉大的定力。

那定力來自慈悲，來自對人、事、物的

大愛。

凡人平常都是在打坐、拜佛的時

候靜，沈浸在高山古剎的氛圍中

靜，但是待境界來磨，橫逆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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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衝突考驗來了，心立刻跟著浮

動，跟著紊亂，動靜總是無法兼

具；但是真正的修行就是要練就動

中靜，靜在動中實現。慈濟人在災

難現場面對滿目瘡痍，生命殞落，

親人離散，大地殘碎，但是志工們

的心必須鎮靜，必須堅強持續的為

受災之人伸出愛的援手。不只賑濟

他們，更要在心靈上膚慰他們。其

實任何人遇見巨大的哀傷，內心是

會跟著受傷的。但是為什麼災難現

場的志工人不會呢？因為他們心中

有真誠無私的愛。清澈無私的愛，

是真正讓內心喜悅平靜的究竟之

道。

平靜是關乎情感及意志的錘鍊，那是

知識、思辨，閱讀，或其他方式無法企

及的。連靜坐祈禱都只是獲致平靜的一

項手段及工具，真正的靜必須在境界中

修練，必須在無私的愛之實踐中尋得。

心於境離境，不即不離，在一切境界中

都保有一份堅固的定力。

儒家思想有言，「君子是於道也，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學佛萬不能

拜佛時靜，打坐時靜，考驗一來就亂。

或是總希望躲進那個使我們逃避焦慮，

逃避考驗的心理機制裡面去。就像我一

開始提到的那位朋友，明明在開會時須

要專心聆聽，須要他給意見的時候，他

卻要寧靜，竟打起坐來。

磚塊磨不出鏡子來，這是禪宗的名

言。只有在現實中歷練，才能練就出

動中靜的真工夫。才能真正做到「無所

住，而生其心」的境界。

無所住生何心呢？生慈悲心，生無

所求心、生不退轉心，生精進心。只有

無私，才能節制人們無止盡的貪念和根

深蒂固的我執。只有愛的付出，才能使

我們具備承擔現實苦難勇氣；貪念及畏

懼是心紊亂的根源，無私、有愛是根除

煩惱的關鍵。能無欲，能無懼，心自

然定，自然不被境和業所轉，自然動中

靜。能付出、能愛人自然遠離煩惱。愛

別人的力量有多大，內心的喜悅平靜就

有多大。

證嚴上人常常在志工的身上看到那

一份生命的純淨及清澈的愛，這種愛的

激盪交融，正是證嚴上人永遠不會覺得

煩、不覺得累的重要源頭。無私、智慧

的愛使人的心靈常保平靜。

還記得古代名詩，「半畝方塘一鑑

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

許，唯有源頭活水來。」心要如平靜的

湖面，映照萬物，唯有源頭活水來，這

源頭活水是什麼呢？當然就是覺悟的

愛！

下一次當你覺得煩，覺得亂，解決

之道可能不是躲到孤獨及寂靜裡去，

孤獨經常是欲念及怯懦滋生的溫床。

如果您覺得煩亂，不妨想一想身邊有

哪一個人缺乏愛，好好的、無私的、

智慧的去愛他，您就會重拾內心的平

靜及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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