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善根本從師出         常務理事：王鴻鳴 

    從民國八十八年開始參加『菩堤道次第廣論研討班』，認識我們師父—日常

和尚。他看到時代洪流趨奔物質國度，身與心被錯置，不快樂的指數節節升高，

於是帶領一群弟子成立「福智」團體，以《菩提道次第廣論》為依憑，學習佛法，

凝聚眾志，推展各項志業。從有機農法、德育教學到生命教育，從身體健康、心

地良善到心靈提升，從體認生命無限、確立長遠目標到實踐觀功念恩，點點滴滴

的努力，都有著自利利他的願力。如今在台灣已有七萬個學員，也在海外十幾個

國家建立了弘法中心。 

    《菩提道次第廣論》的作者宗喀巴大師，他是文殊師利菩薩的化現，史稱釋

迦牟尼佛第二，後人稱他為業果喇嘛。在法尊法師翻譯的宗喀巴大師略傳說：「大

師生已，截臍帶時，滴血於地，任運生一白栴檀樹」，就是大師出生剪臍帶的時

候，滴血在地上。然後任運地就生出一棵白栴檀樹（菩提樹），在樹葉上或者有

獅子吼佛像，或有曼殊五字咒文，就是文殊咒。這個葉子越長越多、越長越多，

咒也越長越多，「漸滿億萬」；有那麼多、那麼多的佛像和咒語，然後就在這兒建

了寺，就叫「十萬身像佛寺」，就是塔爾寺。今生我們能夠學到聖者的教典，是

多麼殊勝多麼幸運。 

    我們團體的學員每星期上一堂課研討廣論，這是理論上的認知，認知了以後

要在生活當中運用，就是「以見導行」—— 把在廣論研討班所學到的正確知見帶

入家庭、工作乃至於投入義工的工作，在實踐的同時，也建立起十善社會。由於

十善社會的層面非常寬廣，我們無法同時推動，所以日常老和尚為我們抉擇了兩

個主要的領域，就是身、心的淨化與提升。心的淨化與提升屬於文教事業（福智

文教基金會），身的淨化與提升屬於慈心事業（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隨著師父創辦的事業越來越大，個人在福智的學習越來越忙碌，經過這麼多

年的聞、思、修，在此願意提出一些在團體的見聞來和大家分享： 

一、 觀功念恩 代人著想 

日常和尚勉勵學員這是學佛下手第一步，我們應該時時觀察思惟有

情眾生的功德以及對我的恩惠、觀待他人的利益如同觀待自己的利益。 

觀功念恩、代人著想幫助我們造善業，造善業我們的身心會保持正

向的能量。反之觀過念怨就是造惡業，看人家的缺點，凡事只想到自己

的利益，這是我們最大的問題；做事時，要「盡」本分，不要跟人家爭

道理；提婆達多一直要害佛，可是佛認為提婆達多是要來成就他的，佛

最感激他了。   

因此我們凡事要正向思考，練習縮小自己看重別人，你如果能夠把

最好的給別人，最後所有的好處都會回到你的身上。 

   二、慈心護生 光復大地 

           日常和尚眼見台灣農業生產過程裡大量使用農藥、化學肥料、食品

加工過程裡廣泛使用人工添加物，不但傷害了無辜衆生，最後受傷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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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定是人類自己；未來人類不是因為吃了太多有毒物質而病死，要不

就是餓死，最後不免為了搶奪乾淨的生存資源而相互征戰而死。 

福智在 86 年成立「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推展有機蔬果耕種、

安全食品認證工作。原先許多

專家、學者、農夫都認為這是

不可能的任務，由於團體學員

的大力護持，以及師父用慈悲

來教導子弟要與昆蟲對話，誦

大悲咒祝福他們，不再是對立

心，而是包容、接納對方。在

無數次的失敗挫折之後，最後

得到成功。 

目前基金會在雲林縣古坑鄉，經營一百多公頃全台灣面積最大的有

機農地；同時靠著『誠信、互助、感恩』理念，銷售有機健康食品的『里

仁』商店有一百多家，也是台灣最大的直營有機連鎖店。有學員提出里

仁店要像統一超商一樣一直展店，老和尚卻說﹕「如果這件事有別人要

做就讓他們做，我們再去做大家都不願意做卻應該做的事」，這是多麼寬

大的心量。 

   三、德育學校 光復人心 

           日常和尚說：「教育是人類升沈的樞紐。」福智舉辦各項生命成長

營隊，例如教師營、大專營、企業營……十幾年來為數眾多的各界人士

從中得到身心靈提升。90 年福智在雲林縣古坑鄉向台糖承租的土地，籌

設從幼稚園到大學、體系一貫的「福智教育園區」。 

教育園區以建立崇高人格為教育目標，涵養成聖成賢、安邦定國、

安定社會三種人才的德育為主的學校。在這個質樸的環境中，園區的學

生透過熟背聖賢經典、專注恭敬寫字、惜福培福造福的生活、以及耕讀

習勞的基礎學習，培養出淳善、恭敬、服務利他的氣質與恢宏的氣度。 

92 年第一屆福智國民小學、中學正式開學以來，在師父弟子的努力

耕耘下，展現豐碩的成果，學生在校際間各項競賽或測驗中，都有相當

出色的表現。佔地 40 公頃的園區，如今已有 20 棟教室、校舍等建築物，

現有 2000 多位師生、職員和志工，每天在一起生活與學習。 

校園外環繞著一百公頃的麻園有機農場，維護了學校純淨的學習環

境，農場具有生活、生產、生態與生命的內涵， 成為學生培養耕讀精神

的最佳場所。園區整體體現出以心靈為本的教育價值，傳遞出活力、光

明與希望，正也代表著未來國家人才培育與環境永續發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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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日常和尚 28 歲畢業於台

南工學院（成大前身）土木工

程系，37 歲剃度出家， 38

歲有因緣幫印順老法師改建房

子，見到印老獲贈《菩提道次

第廣論》海內孤本，依印順

法師學習經論，這段時間

中，在精舍授課的仁俊法師，對他的啟發最多，在此數年中

他也學力大進，奠下以後講經弘法的基礎。  

    師父他不參加場面應酬，精進學習佛法，通曉經、律、論

三藏，是具有大慈悲、大智慧的法師，58 歲一個人遠赴印度達隆沙

拉（達賴喇嘛駐錫地）辯經學院求法，得到《菩提道次第廣

論》的傳承，回臺後不遺餘力地弘揚和推廣這部大論，一生

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培養僧才和弘揚佛法上面。  

    師父為什麼在晚年要不遺餘力地來弘傳《菩提道次第廣

論》？因為這部論指示我們這樣一個從凡夫地到佛地的次第。佛

陀告訴我們身處在六道輪迴的現象裡，它的體性是苦的，要如何

從輪迴中徹底地超越，那麼一定要尋覓能夠超越苦輪的方法。天

上、地上遍尋覓，只有佛陀講了如何擺脫三惡趣、超越痛苦輪迴

的方法，那就是世尊所有教法顯示的，從出離道到究竟成佛的這

樣一條路。為了能夠解決自他在生死中流轉的痛苦，我們要去證

得無上正等菩提。  

    《菩提道次第廣論》所有的內容都在解開我們煩惱的結，師

父在解說《廣論》的每一行字裡，傳遞著生命的希望，傳遞著我

們生命宗旨的確立——就是一定要為無上菩提，不要為此生的安

樂憂悲苦惱，得不到安樂就痛苦，得到了就高興，不是這樣，要

為無上菩提去奮鬥。生命是一個無限的延伸，不是只有這一生就

完了，我們大可以把目光從眼前望向無盡的未來。  

    生命的宗旨要趣向無上菩提，那麼此生的我，要珍惜暇滿，

要好好地利用人身存在的光陰，去賺得一筆大大的資糧。至少一

定要得到增上生，來世的命運要比今生好得太多太多，這樣的人

生其實就不用害怕。因為來世如果比今生更好、更有學問、長得

更莊嚴、更有錢、學習教法更深，那增上生就完成了。所以痛苦



是暫時的，希望是一直都有的，如果沿著這樣的道次第修行的話，

就是一生一生這樣轉下去——從樂趣入勝樂。  

    以研討班的方式修學佛法，這是劃時代的創舉，我們團體每年在

春（4 月）、秋（9 月）兩季會開『廣論研討班』，要深入了解《菩

提道次第廣論》內涵，一定要參加研討班共同來學習。 

   五、福智讚頌 有機音樂 

           在日常和尚悲願力的攝持，

以及讚頌作者——福智真如上師

的引導下，一群有心的愛樂者經

過多年努力，終於使福智讚頌正

式成立合唱團、交響樂團及絲竹

樂團，也逐步走上音樂殿堂演

出，並陸續錄製、出版、發行相關 CD、DVD、樂譜等，以饗有緣人。 

           神奇的是真如上師未曾修學音樂，透過向三寶虔誠祈求，音樂的旋

律就從虛空飄送過來，目前已經發表一百二十多首，在《福智全球資訊

網》開放下載。能夠每天聽聞如此美妙的讚頌是多麼幸福，祈願「福智

讚頌」能引導所有人進入純淨音樂的殿堂，尋得心靈的淨化與提昇。 

普願作者、頌者、聞者歡喜自在、福智圓滿！ 

   六、護持義工 利人利己 

           在師父創辦的事業中，個人護持過兒童讀經班、廣論研討班、園區

有機農場、育苗場……，目前在園區國小擔任體育課教學義工，長期的

護持當中要用心去準備，其實先利益到的是自己。 

『盡世所有樂 悉從利他生』：在承擔的過程看到學員們滿臉笑容用

心的付出，大家依著廣論的教授教誡，對境用法、歷事練心，讓我們很

實際、很積極的造善業，避開惡業，善根因此得以增長，同時也利益了

別人，此中的快樂是金錢無法換取的。 

           『但摧自忿心 怨敵悉調伏』：學員之間代人著想、互相關懷、幫助，

也就是「依法和合增上」。和合不是指沒有爭議，而是有爭議時願意坐下

來想辦法溝通，依著廣論的教誡調伏自心。這個過程雖然辛苦，但能得

到內心的提升，生命的格局也因此拓展。 

在扯鈴協會看著協會的成長，我們有著共同的目標，也是非常和合

的團體，將來的發展不可限量。 

            『學而時習之 不亦悅乎』：「聖人不出， 萬古如長夜」，個人在福

智團體真實感覺到學習的喜悅，不管任何任務出現，我都當成是學習的

機會，我會在『菩提道』這條路上，追隨師父的腳步，學習師父的慈悲

和智慧，堅持學廣論、認真學廣論、歡喜學廣論、繼續堅定的走下去。 

http://www.sangha.blisswisdom.org/2015-03-08-12-07-19
http://www.sangha.blisswisdom.org/2015-03-08-12-07-19


 參考資料：1、福智全球資訊網   2、福智之聲 

3、福智之友         4、真如上師宣講《四家合註》 

 

後記：有人說︰「這是最壞的時代，卻也是最好的時代」。 

壞在：現在世界動盪不安，巴黎市區的恐怖攻擊、普遍世界的食安問

題…… 

好在：我們還有一個機會翻轉，從內心的和平做起！ 

讓我們一起沿著智者的指引，看到亮麗的一道光，踏出一條改變世界

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