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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教育與修行學佛 

敬愛的師父：

	 94年初開始，弟子有幸接觸到		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脈，而在

還沒接觸修行學佛之前的60年，弟子先將成長過程的歷史背景、求學及教

學生涯中，對人格教育的學習與推展，做個簡單的概述，以便跟最近六年

來修行學佛的體驗做個比較。

	 弟子於民國32年出生在濁水溪北岸，八卦山支脈山腳下的一個小村

莊，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尾聲，34年台灣光復，結束被日本統治50

年而回歸中華民國。在戰爭末期和光復初期，經濟困頓，百業蕭條，物資

極端缺乏，人民的基本需求食衣住行育樂，水準相當低落。弟子家有六個

小孩，在艱苦的環境中媽媽還很重視生活教育，常以我爸爸三歲就失去母

親，在逆境中努力學習，奮發向上的例子激勵我們，教我們要認份—認清

本份，要腳踏實地，不可站在這邊山看那邊山更高，其他像禮貌、勤勉、

節儉…等等生活細節，都會要求遵守，還要實踐力行。每天早晨起床，每

個大一點的小孩都有分配好的固定家事要做，有的打掃室內房間，有的掃

外庭，有的餵雞、鴨、鵝，有的養豬，課餘也會幫忙其他家事，從幼年開

始，就培養認份與守規的習性。

	 到了高中以後，當時鄉下人讀高中以上的並不多，所以很珍惜能有

讀書的機會，課餘之暇喜歡看些青年勵志文集，修養叢書，人生理念的探

討等書刊，邊看邊激勵自己，檢視自己的缺失，有則改進，無則嘉勉。而

在工作職場上，32年都在高中、高職任教，教育界對教師的要求最直接的

就是要把任教的科目教好，要以身作則，做學生的表率…等等。

	 依照教材教法，每個教學課程內容的學習可分三大領域：1.主學習

(知識)2.副學習(技能)3.輔學習(情意)，而在升學壓力之下，家長和老師

多偏向急功利近，只重視學生的分數。因此老師只好強調知識和技能的灌

輸，而忽略課程內涵對正面人格和道德情操的啟發，因為這個情意領域考

試不考。但根據教育統計，一個人的成功與否，人格特質佔85%，專業知

識、技能佔15%。因為有正向的人格特質才會有融和的人群互動，才有堅

忍的毅力面對變化多端的社會百態。

	 在任教的學校，曾與一位很重視人格教育的劉智校長共事8年，他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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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勵全校老師不只要當經師，還要當人師。他說如果一個老師把任教的科

目都讓學生考高分，還不算是個好老師，還要適時利用機會教育，給予學

生人格的教化，激發品德情操，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念和實踐的行為，才是

兼具經師和人師的好老師。弟子對這個教育理念深表贊同，並以此做為教

學奉行的標竿。除所任教的英文科之外，因興趣和希望從教學中學習，曾

申請教過商業禮儀和人際關係兩門課程。

	 民國76年劉校長由於多年來推展人格教育成效優良，學校被教育廳

指定辦理全省高職職業道德教育觀摩會，有很多觀摩項目，全省各公私立

高職都須派老師參加。當時弟子兼任教務處的行政工作，負責辦理將職業

道德教育融入各科教學的部分，協調十種不同科目的十位教師擔任教學示

範。每學期在擬定教務計畫時也會和實習處及訓導處協商，將人格教育列

入教學重心工作之一，並配合辦理相關活動。

	 這些是還沒學到如來正法前，個人很想學習也曾在工作上參與推展

的人格教育部份，但真正力行在行持上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還有很大

的改善空間，而且也不可以自己的舊知識為標準，將新來的知識拒之於門

外，成為學習新知識的障礙，所以必須隨時學習更新。

	 94年初因緣合和接觸到		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脈，經由共修、

恭聞法音、研讀論著而步入修行學佛，學到一些正確的佛學入門知見，譬

如：修行就是要修正自己的行為，日常生活中，行為、語言、思維都要符

合修行人的行持。學佛就是要學佛的佛教、學佛的佛學、學佛的佛法，三

位一體，才是勝義的佛門弟子。修行學佛，行在前，法在後，行不修，法

亦無法修，法與行結合起來才叫做修行學佛。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從學習和實踐的過程中，逐漸體會

到佛學的浩瀚偉大，人格道德只是修行學佛的基礎，學校的人格教育沒有

宗教色彩，但所講的內容也離不開五戒中的四戒(沒講不殺生)，十善中的

九善(沒講不殺生而行放生)，慈悲喜捨強調應用在待人處事的部份，但沒

有佛學中要把四種心發大宏願到無量的功德，願一切眾生永具安樂及安樂

因…等四大宏願那麼超凡的境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人格教育是強調

培養明辨是非善惡，多做好事，遠離壞事。遠不如三聚淨戒—攝律儀戒、

攝善法戒、攝眾生戒，那麼明確的戒律。行善的最高層次是如四書中大學

之道所提到的抽象目標—止於至善，而非佛學中所提修行人的身、口、意

要與佛菩薩相應，要符合佛菩薩所要求的具體目標。不做壞事一般是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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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違法的事為基準，但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標準，凡人世界的道德標準是界

定在做個好人為目標。而佛法教凡人要先變成行人，再轉化為聖人，由凡

入聖一系列非常嚴謹的修練歷程，發大悲菩提心行，利益一切眾生的修行

次第，更有循序漸進的八基正見，雙運七支菩提心可資遵循。

	 修行的根基要先打好，沒有穩固的根基，要修更高深的佛法，猶如

緣木求魚，入山求珠，縹緲無實。所以修行必先落實到生活中去，才不會

成為空談諦道。也就是說把佛陀的教戒，依教奉行於日常生活的待人處事

當中，但後人編造出來的旁門左道、怪力亂神以及巧作詐騙等負面的人

格，都與佛陀的教戒相違背，都不是修行人生活佛法化的範疇。	佛陀師

爺的法音也有開示：「自己的人格徹底圓滿才能成聖格，菩提心才能提得

起。」

	 嘎堵仁波且師父教導我們要多恭聞		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

因為每一盤法音都是至高無上的正法，是濃縮三藏十二部精華中的精華。

由於	佛陀師爺開示的對象、時間、地點不同，法義的開示用字、遣詞、

舉例也各有不同，從恭聞多重、反覆的開示，可以更加領悟甚深微妙的法

義，其他的論著亦須經常恭讀，師父所傳的法要常做功課，只有依教奉

行，才會受用，因為佛法是騙不來的。弟子把這些都時時惕厲自己，反躬

自省，一有偏失懈怠，立即懺悔改進。但因累劫業力深重，至今仍處凡夫

層次，必須更加精進，知行合一，虔誠地依教奉行。	

	 除了每個人修行學佛的精進之外，一個團體佛堂氣氛的營造，也很

重要。因為一個佛堂要能充分利用，引進更多人學習如來正法，團體必須

和諧，而且每個組成分子對團體要有向心力，對團體的目標的運作要能認

同，彼此之間要能遵照	佛陀師爺法音的開示，以最真誠最和善的心對待

每一個同學，相互關懷，有事、有病要相互扶持。但不可拉幫結派，搞小

圈圈。舊同學要協助新同學，讓新同學儘快適應，沒有被冷落而是有被尊

重的感覺，新同學也要常來聞法，早點建立正確的知見。新舊同學除師父

主持的共修之外，其他場的共修也盼能抽空參加，共同學習，共修完畢若

沒急事就留下來喝個茶，互動溝通，團體才能融合在一起。慈、悲、喜、

捨四無量心，是要從最親近的家人、親戚、朋友、師兄師姐做起，逐漸擴

及到廣大的人群、眾生。否則連身邊的人都沒做到，而奢談願諸眾生如何

如何…，這只是在唸誦文字，沒有真正發心、沒有實踐，幾年已經過去或

往後再過幾年，依然不會有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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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學佛沒有時間性，而是恆久長遠的發願與行持，從生死的此岸

到涅槃的彼岸，或者說由眾生輪迴的世界到聖人解脫佛境，方向已定，又

有		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法音、論著的指引，嗄堵仁波且師父的帶領，而

途中的修練工夫，還是要靠自己一步一腳印的真修行，加上同學們之間的

相互打氣，相互扶持，也可助長精進，擺脫懈怠，減輕千山我獨行的落寞

感。期盼有緣眾生把握千載難逢的法緣，認真修行學佛，早日成就，早證

菩提，誠摯願與所有有緣人相互共勉，阿彌陀佛。

																							 	 		虔誠的佛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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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文章請至【運頓多吉白菩提會】www.yungton.org	官方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