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尋找善知識  （修行人的標準）  勝軍

    台灣印順法師終身埋首著作，深入經藏。很多人都質疑他的修証功夫，說他「紙上談兵」、「學

術性」、「一介學僧」、「不專」、「戲論」等。那印順法師究竟有沒有修行功夫？在學佛過程中如

何識別善知識，修行人有否標準去鑑定呢？

    經論中曾說到，修証境界高的人可看出比他低的人的程度，但無法測度比他高的人的境界。況很

多修行人都有意無意地把他們的鋒芒收歛，且很謙卑。故此，要尋求善知識真的很不容易。這裏作一

個小小的探討，羅列標準，供大眾參考。

    但親近善知識有什麼好處呢？相信很多佛教徒都知道，還很注重，因經論都強調親近善士的基礎

性及重要性。善知識恰如一盞明燈，照亮及指引我們的道路，使我們不會誤入歧途，更是迷茫中的依

止，模倣，從學習中產生智慧，還是我們修福的一個好機會。

    一般人總認為修行人很少出外活動，終日打坐，最好能夠雙跏趺坐，動輙入定數小時，乃至數天，

最好能閉關數年或是數十年，不吃人間煙火，談玄說妙，飛天遁地，有問必答，無所不知，甚至修行

以外的問題也能解決，如該跟誰談戀愛？該轉工否？應今年成親嗎？該選那一學科？挑那一所學校？

幹那一種職業等？簡直就像黃大仙 － 有求必應。最佳是男性，老年，冷靜，凡事慢半拍，如是出家

人更好。

    善知識該有以下的特質及標準：

1.出離心――對世間的俗事俗務，紛爭不感興趣，能夠看破名與利，凡事不會用世間的標準及想法去

  看待事物。對世俗的情愛，包括父子、兄弟、男女不會執著，因為能勘破世事的顛倒性，故能超脫

  虛幻，產生出離心，如修行者的清淨，遠離塵囂。

2.菩提心――因為自己能勘破顛倒，見到眾生仍在顛倒妄想中打滾，就像昔日的自己，不期然產生同

  情的大悲心，普渡眾生，如心包的眾生愈多，所作的事業愈廣，則修証愈高。每件事都從利眾去想，

  往往將自己忘掉。為了利眾，不但關懷眾生，犧牲自己，滿其所願，更會金剛怒目地迫他們踏入正

  途。如菩薩的不惜一切為眾生，不會有瞋恨心。

3.空性見――體解緣起，體解虛幻，自能放下執著，絕不會貢高我慢，也不會計較得失，自然不會有

  貪念，不會有痴想，顛倒看事物，也不會有我執，我貪，我愛。

4.虔皈三寶――感恩三寶，體解三寶的重要性，心中油然產生對三寶高度尊敬與依皈，這非一般的仰

  敬，而是對三寶無限功德與恩德的感懷而產生的無我皈敬，無時無刻的感念。

5.戒具足――遵守各人身份的戒行，戒有多種，各善知識都會因應時，地，人去履行自己的清淨戒。

6.定具足――不但能制心一處，成辦事業，更能八風不動，不為外境影響，保持正念。

7.慧具足――對佛法義理、世學多聞，且懂得抉擇、應用。

    以上各點都是修行人的主要德目與標準，往往在言行中反映出來，愈深入愈有氣質。愈全面愈圓

滿。但要做到這樣深入而圓滿的善知識，看來只有佛才可達此標準。因此，我們不要對善知識的要求

定得太高，只要能有一份功德自要學習，但也應小心不要被他們的缺點所影響，這可推算到學者也有

他一份慧的功德，也應學習，但要小心親近。

    畢竟善知識的能否親近須講因緣及福報，如遇到大善知識，但因緣不足還是不能親近，只有先儘

量種一些將來能親近的因吧！

    而印順法師的定位該如何判斷，還是由大家自己來決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