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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传闻法师■本期特约 
  
近来有感于佛弟子的修行有些倾向口念佛

法者多,心行佛法者少,因此激发自己开办了

三天两夜的行者培训营--游戏三昧。寓于游

戏的学习，增进对佛法的体悟，通过戒定慧

的修行，达到信愿行的圆满。  

何谓行者？ 

根据佛光大辞典的解释如下： 

（一） 梵语 yogin。乃指观行者，或泛指一般佛道之修行者。又称行

人、或修行人。一般修念佛法门者，诚"念佛行者"。密教中，诵持真

言、修供养法、护摩法等真言门之修行者，称为真言行者。专持法华

经之行者，称法华行者。（观无量寿经、大日经卷一具缘品） 

（二） 禅林中，行者乃指未出家而住于寺内帮忙杂物者。有剃发者，

亦有未剃发而携家带眷者。据释氏要览卷上行者条载，善见律毗婆沙

谓，善男子欲出家，而未行衣钵， 欲依寺中住者，称为畔头波罗沙。

此畔头波罗沙即行者之意。又据禅林象器笺职位门行者条载，旧说日

本与中国之行者有别，日本之行者，虽剪除须发，而行事与俗 人同；

在中国，则唯有僧人及沙弥剃发而已，行者不剃发，持守五戒。然若

据日本之诸宗阶级卷上载，喝食行者皆有发。故知日本行者未必剃

发。 

我 常觉得在寺庙或佛教会服务者被称为法

工或义工，似乎不够贴切。因为当称自己

是义工或法工时，我们会有一个服务的对

象，那就是三宝。只要有一个我和我所

（对 象），分别计较的心态就会比较多，

因此会障碍自己的修行。寺庙或佛教会的

义工或法工服务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缺乏修行，分别计较之心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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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教奉行而忘记初 发心的愿力，而开始怀疑学佛的意义，这真是辜负

了佛陀四十九年弘法的悲愿。 

其实佛弟子的责任就是听闻佛法之后，欢喜信受，依教奉

行。不管自己在任何时空都应该学佛所学，行佛所行。珍

惜每一个发生的因缘，从中见到因果关系之后，去学习和

体会佛法的真谛。从观缘起法至了解无常故苦，之后欣向

苦的解脱而得自在。 

" 行者"一词可以代替义工和法工之称，而且还可以提醒自己不能再停

于口念心不行的阶段。"行者"也可以加强自己的信心和愿力，修改自

己的行为，然后发菩提 心，以慈悲心为上首，空慧是方便，实行菩萨

的六度万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行乐，以自利利他的精神而达至戒定

慧的庄严和信愿行的圆满。 

举办行者培训营的第二个目的是感恩各位行者的行佛所行，

成就鹤鸣禅寺的弘法工作。借此机会祝福各位行者，新年新

愿望继续行、行、行……. 

 
编者按："行者培训营"由吉隆坡鹤鸣禅寺举办。 

  
释传闻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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