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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慧法师 社会良心的领航员      张晴 

 

昭慧法师在台湾被视为正义化身、社会良心领航者。 

 

昭慧法师并不因此自满，她提醒自己，即使是修行人，身为领导者也要留心细

行，以戒律守护身心，以免为自己的权力欲合理化，权力薰心而不自觉。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当佛教界面临外境的横逆或误解，大多只能默默承受；至

于一向被忽略的弱势团体，就更是只能躲在社会的角落，无言地面对所有的不

公平与不 平。但是，每当有这类的情境出现，还是可以看到一位瘦弱、娇小却

坚毅的法师，挺在人群中伸张正义，甚至带动许多人、许多团体，共同为理想

坚持着。 

 

这位瘦弱的昭慧法师，就是早年以专心研究佛学自期，最后却一步步扮演领众

的工作，面对社会的种种不平颠倒现象，转而成为佛教界护教、护生工作的重

要带领者。 

 

昭慧法师带领著学院的师生，以及有共同愿力的团体，从早年护卫化教形象的

“思凡事件”，七号公园护持观音像，乃至组织关怀生命协会，及近年来一连

串护教行动，带给世人极深的印象。 

 

要慈悲也要大雄力 

 

提起这些从引人瞩目，到吸引众多人共同参与的活动，昭慧法师感慨地说道：

“中国社会习惯不叫强者住手，而是要弱者住嘴。”尤其他长期观察社会对佛

教界的看法，发现大都只注重佛教的慈悲面，例如赈灾、济贫。但相对的，对

佛教的勇猛大雄力便被忽略了。 

 

法师进一步说明，其实佛教的布施包含财施，法施与无畏施，这三者同样都很

重要，但在现代社会中，无畏施的部分表现得并不够。佛教界虽常帮助弱者疏

困，但面对世间强权欺压弱者时，却很难能适时展现大雄力。 

 

“当众生在恐惧彷徨时，若能施无畏，就算不能帮他解决问题，至少可以让他

不孤独。”就这样一份陪伴的心，昭慧法师坚毅地走向这条其实对他而言，相

当孤独的道路。 

 

因为他面对的不只是外界的怒骂与丑化，还要突破佛教界的传统包袱。例如一

些佛教徒便会对他说：“法相非相，即见如来，你何必执著呢？”、“日日是

好日，以平常心过日子不是很好吗，出家人争什么？” 

 

不做不问世事的出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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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类似这样似是而非的话，昭慧法师一改传统社会的对出家人不问世事的误

解，以健笔回应一场场的笔战，以不挠的态度坚持到底。他认为，面对众生的

苦难如果还如此不动，那不是温和，而是种残忍了。 

 

甚至还有人担心，万一佛教徒走上街头，会不会引发暴力流血事件？法师则坦

然而肯定的指出：“五戒中有不杀生戒，所以佛教徒不会发动暴力行动，我只

担心佛教 徒太过温和被欺负。”法师并指出，这就如同转轮王一样，不必动用

武器，而是以十善法来领导大众，不以暴制暴却更能得到人心，甚至得到真正

的和平。 

 

此外，对于社会上的不公待遇，例如虐待动物、性别歧视，也有一部分人心灰

意冷的感慨，认为这是大环境的问题，只能认命。甚至也有佛教徒觉得，一切

若是业障所显，努力也没有用。而这时，正确知见的提醒，对这个社会就变得

相当重要了。 

 

昭慧法师便表示，佛教的因缘观不是宿命论，只要努力，仍有改变因缘的可

能。“与其将业障当做借口，大家何不以共愿来转共业，看是愿力还是业力

强？” 

 

他并以 1992年全台湾风行的“挫鱼”活动为例，当时他见到这种残忍的钓鱼

法，直接以鱼钩代替诱饵刺鱼的方式，不只对鱼类不人道，而且若不禁止，未

来还可能挫伤其它动物，于是便推展“反挫运动”，并成立关怀生命协会。除

发表文章反对，并极力到处奔走连署活动。 

 

用心过不会白费力气 

 

那时有不少冷眼旁观者，认为鱼被挫是业障所致，努力是白费的。但是在法师

认真投入的带动下，不但社会逐渐正视到问题的严重，行政院也因此通过立法

禁止挫鱼活动，大大的振奋了人心。 

 

而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随着社会声望的提升，追随者也与日俱增，但被视

为正义化身、社会良心领航者的昭慧法师，并不因此自满。她提醒道，即使是

修行人，身为领导者也要留心细行，以戒律来守护身心，以免为自己的权力欲

合理化，权力薰心而不自觉。 

 

面对这一领导者应有的危机感，昭慧法师建议领导者在领众时，“不要以情相

牵，要与法相应。”唯有此，才能做到佛陀所说的依法以摄身，而以清净善法

与众生相应。许多领导者与团体会发生分裂、解散危机，便是由于不是以清净

善法与大众相应，而产生种种烦恼。 

 

不过法师也提醒道，扮演领导者角色时，究竟是与法相应，还是与习性相应有

时不易觉察。例如一般团体成员会强调向心力、归属感，但是团体凝聚力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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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相对的，对于其他外来团体的排斥力也强，这只能说是一种对该团体的大

我之爱，而不是佛法所说的无我。 

 

法师进一步说明，若能与法相应，无论是领导者或成员，都能领略到无我的精

神，也会依实际的因缘，该做什么就什么，不强求但也不消极。如此领导者不

会将团体的整个责任老是挂在心头，而能信任每个成员，相信他们会负起自己

应负的责任，面对自己所遇到的因缘。 

 

昭慧法师以弘誓学院为例说明道，能以清净法与大众相应的团体，规模不会

大，但是大家不会有错误的期待与目标，而能相安无事。 

 

用清净心与大众相应 

 

例如，领导者若能以平等心对待团体中的成员，而不另眼看待某些表现特殊

者，将可减少许多像是嫉妒、不满等无谓的纷争。这样，虽然仍会有不相应者

离开，但不以控制欲留人，而以因缘法来看待人事流动，留下来的便是真正有

心要做事的人。 

 

因此昭慧法师所带领团体，便不是大规模的组织，相反地，法师强调要在需要

的时刻，与不同的团体联结，发挥合作的力量。他甚至指出：“小而美就好，

不要大一统。” 

 

于昭慧法师指出当领导者能放下心中对团体的占有欲、控制欲后，事情反而容

易运作。而如果只想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企图将别人纳入自己的阵营，便会

产生烦恼的众生心。 

 

从最初的一份心意，到如今拥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努力，昭慧法师的领

众方式未曾稍改，法师肯定地表示，无论遇到的是顺境或逆境，一路走来始终

如一。不 过对于自己的态度，法师则轻松的幽自己一默：“刚起来抗争时，为

让社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态度难免剑拔弩张，现在我好像成了既得利益者，

做事顺心，自然就 温和敦厚多了。” 

 

不过法师也认真地思索道：“现在社会会如此正视我，媒体常主动找我，或许

是因为社会进步了，逐渐能接受多元的声音了。”不过对于社会对他的种种推

崇与尊敬，法师则是笑着说：“我并不喜欢这样的形象呢！” 

 

虽然领众者在成功之后维持初心并不容易，但研究律学的昭慧法师，则期许自

己以佛法戒律的守护，带着为众忘己的菩萨心，继续为社会提供正知正见，这

样的领航员，或许正为这个纷乱的时代，提供值得学习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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