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认识自己的哲学  
  

 

善知识与僧青年 

 

    教育的本身是无限止的，人生增上也是无限止的；要求得人生无限止的增上，必须要配合著教育的无限

止而前进。 

    以佛教教育范围说：自佛而下，大乘的等觉菩萨，小乘的极果阿罗汉，以及一切有情，都在受教育之

列。不用说，僧青年应该受教育，并且要依止善知识受教育，善知识是僧教育的精神中枢，不将这精神中枢

作我们身心行为的准绳，就同一艘船航行到了汪洋无际的大海中，没有罗盘针导航指明它的航程方向，盲目

前驶，很少不被恶风惊涛所掀翻的，僧青年也是这样，在欲浪滚滚的尘海中飘流著，无善知识指导自己应行

的坦途，任意乱闯，以致弄到无法找到一个安顿之处！ 

    佛在世时，常随众千二百五十人，这些人跟随著佛，全是为了求佛给他们说法??教育，佛深深地知道他

们求法心切，时常满足他们的「法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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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也不会轻易离开弟子们，做他们精神上的依怙。佛规定了半月半月 诵戒一次，比丘中除了特殊情形

或疾病者例外，一律都是要出席的；否则 ，佛一定会加以严厉地呵斥；这正是佛对来依止他的弟子们负最

大责任的 表示，籍著这诵戒的因缘，使他们反省自身的知见、思想、行为、功夫， 或进或退；上进了，佛

就举出来作大家的标榜；退堕了，就当面策励，这 是佛制中最好的检讨方法。我觉得佛集合弟子们听他诵

戒，不但是教弟子 们以律执身执心，主要的是使他们的知见??正知见??增上。所以佛陀 并不十分重视弟子

们机械式的律仪化，而重点在教他们自新增上。从上面 看，佛不舍离弟子们，弟子们也很诚服地跟随佛；

佛是尽量的对弟子们乐 说无厌，弟子们也很乐意的接受教诲，做到了佛在「以佛为师」的圣训。 

    佛陀组织了庞大的僧团，僧团的结合成功是奠基在六和上，从另一面 看：僧团在当时能结合成功而不

涣散，全赖多数僧青年做它的核心。僧青 年充满了沸腾无比的热血，佛陀具足了圆满无尽的圣德，僧青年

受了佛深 刻的感召和启示，於是生起了求法、知法、见法、证法的热切向上，清 净和乐的声闻僧团才在人

间屹立著。 

    我们去佛时遥，要想见佛闻法根本是不可能，佛法遗传到现在还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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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它的真义，这都是古今善知识的弘护之功。善知识如法海中的龙一样， 他是永远以法摄身以身为法的。

僧青年要求法、知法、见法、证法，就必 须依止善知识。善知识的确能知法、见法。由於他的知见纯正，

行为率真 ，做到了语默动静都与道??八正道??相应。佛经是建立在八正道上面 的，八正道含摄了整个佛

法，善知识澈底体验到八正道是佛法的命脉，因 此，那些不合佛法而表面却与佛法相似的外道邪说，全被

他淘汰了。学佛 法的人，最重要的是正知见，这惟有善知识方能给我指示明白的。僧青年 要依止善知识，

就必须把自己看作是缺陷、藐小、苦恼、愚痴的人，（这不 是教人故意作卑劣慢想，事实是如此的），我



们要恳求善知识给予新的人 生观，以弥补了这些缺陷！切不可自视太高，以骄慢矜持的态度对善知识 ，这

样，就不能接受他的教导了。慢为学道之障，僧青年必须先加以击破 ！ 

    真正立志向上的僧青年，他想亲近善知识的一颗热烈的心，就同渴极 了的鹿想找水喝一样，在焦急与

傍徨中蕴藏著无限的上进希望。但在这动 荡不安经济枯竭的时代下，想亲近善知识，是极其不易的事。因

此，我认 为亲近知识的方法，应分两种：一、思想亲近，凡是一个善知识，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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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有精心的著作；他的著作，就是他的知见、思想、智慧的结晶。我们读 他的著作，遇到难了解的地方，

不妨往善知识处执经问难，他一定会给我 们圆满的解答，使你得到从来未有的法乐。如果是远方的，可请

求善知识 函授。这是指一时不能依止善知识的僧青年而言。二、与善知识共住，在 经济许可的条件下，朝

夕亲近善知识，这是求法最理想不过的事，阅读经 论，随时质疑，可得大乘胜解。「深入经藏」，大半靠

善知识的助力。既 与善知识相处，对於他生活上的一切，我们要极其注意，一个在佛法上有 高度修养的

人，身教比言教来得多，或者是身言二教相等的。听他的话要 细心体会，可能治好我们的无限心病。对他

的行为要追踪步趋，可以纠正 我们的无限身病。治好身心，是学佛人的要事，善知识是我们净治身心的 导

师，所以我们要依止他啊。  

    善知识的风格是不同的；有的是慈祥和蔼，如春风秋月，使人乐於亲 近；有的是刚强正直，如夏日冬

霜，使人望而生畏。多数善知识的性格是 刚直的，如果以随缘、圆融等眼光来看他，这就错误了。凡是善

知识对学 人的开示，一定是斩钉削铁，不落人间情味的话，善於领会的人，真是终 身受用不尽；否则，还

以为他在恶口骂人呢！在一般人看来，善知识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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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是违反常情的，不错，确是这样的：不这样，佛法同世法有甚 区别， 学人又学些甚 呢？老实说：有

的僧青年懂的世故太多了，而懂的佛法却 浅薄，善知识固具有即俗明真的智慧，无如他们溺俗忘真，不用

忠言逆耳 的激发式教育，是不能使他祛迷趋觉的。这样，我们知道善知识虽违反常 情的，但却是合乎佛

法，他为了使学人投身佛法的大海，不得不表现这样 的作风。  

    「汝今比丘：设与善知识从事者，便能分别诸法，亦当与人演其义。 设当闻法已，则能分别；能分别

法已，则能说其义，无有欲想、瞠恚愚痴 之想；以离三毒，便脱生老病死，我今粗说其义」。（增一阿含

经卷二十 三）「所以然者，夫善知识之人，即是全梵行之人，与共从事将视好道， 我亦由善知识，成无上

正真等正觉；以成道果，度脱众生，不可称计，皆 悉免除生老病死」（增一阿含经卷四十）佛令弟子们亲

近善知识，而他老 人家自己也说：「我亦由善知识、成无上正真等正觉」。这证明亲近善知 识是怎样的一

件重大事情！像印度的善财南询，常啼东行，中国的赵州八 十行脚，都是承受这种圣训而实践的。所以，

我们这一代的僧青年，已经 与善知识共住一处，当生难遇想，「於法精进，於法炽然」。没有与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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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共住一处，要效法上面所说的几位古德去做，所谓「举措莫随时流，期 待当效先哲」也！  

    僧青年经过长期的依止善知识以後，受了他人格的感化、德行的薰陶 、智慧的启示、悲愿的激发，培

养成一种崭新的人生观；这新的人生观就 是学菩萨或成佛的基础。善知识教授我们的正法，是超知识??智

慧?? ，它是斩断邪见的金刚王剑。他掘发出我们的智慧，就像替我们擎著光明 宝炬引导我们向人生正道??

八正道??上迈进。使我们尽未来际再也不 会堕落。中国佛教最缺乏德学品行的僧青年，其故即在於办僧教

育者太不 注重善知识的选聘，随便找几个学养不足的人来教课，试问这怎能培养出 好的僧材吗？我常常这

样想：设使今後还有办僧教育的机会，务必要著重 以善知识为主体的佛学院；否则，依旧让那些稍识之无

的人来主办，越办 越糟，不办还好些呢！  



    善知识的处境，往往是很穷困的，一部份的物质享受，他并不重视： 一般人的经济欲望，他也加以扬

弃。善知识体验到厌患离欲的真义，才能 进一步，「见於苦则不见我，见於我则不见苦」。善知识时常在

体验世间 的一切，确实是苦的，由于思惟苦，所以忘记了我，我们所以贪爱世间的  
 

178 

一 切，是我促使著；而我们贪爱的动机，是见到世间的一切是乐不是苦； 殊不知道这乐当下即苦。善知识

勘破了这点，所以时常观苦、制我，因此 不为物质所诱惑。不过正当的物质需求善知识还是要的，他是著

重在见苦 上面，因为他深刻地观察到苦的可怕，进一步想断除它，所以他对於人类 认为快乐而适足以引起

苦的东西，他是决定划开的。因此他的物质生活， 在一般人认为是太苦了，而在他是毫不介意。苦、在善

知识看是助道之缘 （这与外道专以苦行求解脱不同），他非但不讨厌，还正视著它向佛道勇 猛上进。 

    这在有些僧青年看就成问题了，认为四事不周，是不能安心学道的， 在这种见解下望崖而返的不知多

少。因此，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应该无条 件的放下一切走进他的门下，请求他做我们的依止阿 黎。我们

恭敬善知 识同恭敬佛陀一样；佛陀是过去的善知识，善知识是现在的佛陀；将善知 识与佛陀等量同观，对

善知识的崇拜心理升华到极点，我们向上精进的志 趣也跟著不退了。在这种的心理和志趣下，养成了为法

忘身的观念。「法 门忠臣」，全靠善知识的手眼锻链成的。现在的僧青年，空喊复兴佛教的 高调是无用

的，应当发愿亲近菩知识，如果大家都人同此心的话，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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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善知识为佛教中心的局面，到了那时还怕佛教不复兴吗？我们应牢记著 两句话：「打头不遇作家，到老

终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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