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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興法師 – 禪問答 

2015 年 9 月 18 日於金佛聖寺 

 

興法師：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出來。 

問題一：受了五戒和沒受五戒的人吃肉的時候，他的罪是一樣還是不一樣？

有人受了五戒但要煮肉食給家人吃，他自己是吃素的，罪業是怎樣的呢？吃

十條小魚和吃一條大魚的一小片，他的罪業怎麼比較的？ 

興法師：要開了眼才知道。這樣計較是不是還不想吃素呢？如果你問煮（肉）

跟不煮（肉）有什麼分別？可以講當然有分別。最清淨的當然是不碰葷食，

不煮葷食最好，不造這樣的因緣。但是你自己在這個因緣裏面一下子不能走

出來，簡單的做法是先還清應該還的債。從罪輕重來說，每個事情都不同，

人的心念會影響果報的輕重、長短，所以是很難講。這個要從每一件事來觀

察。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去做，也會有不同果報顯現出來。在這個情況下，

可以多做一些功德，多做一些功課來迴向，請佛菩薩幫忙，希望早日將這些

因緣改善一下，淡化這樣的緣，能早日了卻這些業。 

 

問題二：在修行的時候，怎樣不生氣，但也不會被人欺負呢？ 

興法師：這樣的修行要求很高啊。佛陀是福慧兩足尊，福和慧都是具足的，

他都被人欺負。他的堂兄提婆達多專門跟他作對，甚至跟他爭佛陀的位置，

其它的事情更加不用說了。做到佛的程度尚有這樣被人欺負的現象，那我們

想要求什麼呢？ 

我們修行是要求自己，不是要求別人怎樣。修自己的習氣毛病，改善自己的

習氣毛病，不傷害眾生。沒有傷害其它眾生的因，自然就沒有傷害其它眾生

的果報。戒定慧三無漏學是我們修行要認識、學習，甚至要圓滿它的。要依

止戒定慧來做和學習，增加自己的定力和智慧，到某一程度你就不會覺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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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委屈，自然就不會有這樣的感受。相反你會多謝人家給機會，讓你增

加自己的福報和定力，心念轉過來，感受完全不同了。阿彌陀佛。 

 

問題三：我最近剛好看了您說的虛雲老和尚禪七的開示，裡面有一個問題我

看的不是很明白。虛雲老和尚提到禪七參禪說，當你滿腦子都煩惱是疑情，

只有這一念的時候，自己要迴光返照，看這個念的起處，這樣才有可能明心

見性。如果這一念都是疑情的話，那為什麼還要生起一念看念頭的起處呢？

是說要像觀世音菩薩的耳根圓通章，要看能起疑情的是誰？ 

興法師：你有沒有這樣去參過呢？有沒有像你說的這個情況呢？（回答做不

到。）為什麼做不到呢？你沒有做到這個程度，為什麼覺得虛老的開示做不

到呢？（回答參禪不是念頭越少越好，只有一念就好？）如果你能有這樣的

境界，達到這個程度，你就知道做得到，還是做不到。如果你沒有這樣的境

界來問，這只不過是口頭禪。你做到這樣的境界時，你才會知道做到還是做

不到。就算講出答案來，你還是不知道、做不到的，就好像隔靴撓癢一樣，

只是文字上知道而已。 

 

問題四：去年在聖城問當六根對六塵，我們是如何對治它？您教的方法是

“隨出隨入”，我不會怎樣用這個“隨出隨入”的方法，請法師再教一下我。 

興法師：用一個比喻來說。你站在山頂上看下去，看到山下形形色色的景象，

車來車往，人來人往，你就隨著它人來人往，車來車往，你就保持這個看，

這個看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明明了了的，這個就是隨出隨入了。我們妄

想也一樣。妄想來的時候，我們不去理會它，它自然就會走。當妄想來的時

候，我們去理會它，跟他聊一下天，看它是什麼意思，就得花很多的時間和

妄想相處，就跟它做朋友了。你不理會它的時候，因為是生生滅滅的思想，

有生就有滅的，這是自然現象，它的本質。你就隨它保持他自己的本質，任

它來去，最重要的是怎樣保持自己的清明。努力這樣去做，多練習打坐，多

練習內觀。久而久之就自然做的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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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友補充：就像有人坐在河邊，看到樹葉、紙張、樹枝浮在河面上，隨著河

水飄過去，我們看到就好了，不會去撿那些樹葉、樹枝、紙張，只是任它們

飄走。妄念來的時候就像那些飄在河面上的樹枝、樹葉，我們也無須理會它

們。 

 

問題五 

楊果瑜：自從我們禮拜六來參加打坐課以後，禮拜一二的研習頭腦比較清楚，

比較能進入情況。我會發現經常打坐的甜頭。那請問法師，說參話頭，還有

妄念來的時候，就是不理會它，看著它，讓它消失。我剛開始學，就把這兩

種方法相互應用，那麼在參話頭的時候，我有一個問題，我是參父母未生我

之前的本來面目，未生之前只有七、八識，沒有前六識，沒有作意，那為什

麼還會去想？為什麼還會有跟想的判別的情況？我還起懷疑，打這個妄想？

這好像是很矛盾。有這個妄想的時候，慢慢就忘掉這個身體的存在，那這樣

的情況會有一陣子，有一陣子就會回來，我不知道自己起的這樣的疑情是不

是所謂的疑情？我在學習疑情，請法師開示。 

興法師：疑情和懷疑兩樣都有。又有懷疑，又有疑情，但可惜就是疑不起來，

都是在懷疑的裡頭。疑情是念出來的，不是參話頭的，是在念話頭裡面的。

用功的時候不要其它這麼多經教上的問題，用功的時候就用功，其它的事情

都放開，在功夫上用心。講道理是講參禪這個方法要打斷第七識，所謂打七

就是要打斷第七識，這個執持的識心。但在用功的時候我們不要理會這個，

而在功夫上用心。每一種靜坐方法，數息也好，觀心也好，功夫用到一定的

程度你自己是知道的，是對還是不對，你自己是知道的。明白嗎？ 

楊果瑜：明白了，就是在數息和觀心上下功夫，不需要參話頭了。 

興法師：這是你自己去選擇用哪個方法，哪個法門。你覺得哪個法門適合你，

你就用哪個方法。今天到這裡。現在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