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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關於「成．人之美」 

一、 前言 
 

我覺得，每一位已經來到或者是潛在、未來想要來到法鼓

文理學院，選擇念生命教育學程的學生，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

心思：想要把自己弄得像個樣子，弄得讓自己滿意，讓自己覺

得此生無愧。當他進入到這個學習系統時，並不清楚將會經歷

什麼，可是那份初發心是非常動人的。在這樣的狀態下，不管

是學校也好，或者是老師們也好，基於這份初發心，就會常常

去思考。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是我們一路以來的思考。

當然，未來還會有一些變化。 

去年的這堂課，我也是介紹生命教育，那時候講的內容是

師徒關係，還有整個學習系統。但是，今年，我在準備這堂課

的時候，發現已經不一樣了，我想要介紹得更深入，所以用了

「成．人之美」這個題目。 

「成人之美」這個成語大家都聽過，也知道它的來源。可

是，我把它拆開以後，「成」，這個字就變成一個動態的進行

式。在這個動態的行動當中，人的美會漸漸地出現。 

在一次人社學群學生會的迎新活動中，他們用「聽見花開

的聲音」作為我的演講題目。當時我就很喜歡。我說：哇，這

個題目好美啊！它是一個禪境。可是，後來我發現，一個人如

果能夠在他的學習歷程中，不只看見花開，還能聽見花開過程

中種種的酸甜苦辣，那會是更美的一件事！ 

那些酸甜苦辣，說實話，如果獨自一個人在山下不一定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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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可是到了法鼓山上，因為我們有裝備好的路徑，可以讓

你開始往這個方向邁進的時候，你的美漸漸地會被看見，而且

更重要的是會被自己看見。這就是所謂的「成，人之美」。 

一個人如何能夠善終？因為他這輩子沒有牽掛了，他覺得

此生足已。當一個人能看見自己的美，就會漸漸地對自己有一

些滿意並對生命感恩。 

這個過程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所以生命教育的老師們

總會藉著開會或閒談的各種機會坐下來，聊一聊學生的學習狀

況，聊一聊目前的課程對學生還有哪些不夠的地方、能用什麼

樣的方式補足……。我們總是試著以各式各樣的方式，來幫助

學生能夠以生活或者是以他的生存方式來修行，使他的生命可

以得到轉化。當他能夠把過去生命經驗裡那些過不去的檻漸漸

地轉化時，生命裡的美才會被自己看見。所以，自己看見那個

美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二、 生命教育的目標 
 

有幾句話，在我們的招生資料，或者對外說明我們生命教

育的特色時，我們都會有類似的語言。今天，我想先提出來讓

大家想一想： 

第一個是「自我觀照與統整，認同生命價值與意義」，這

部分講的是與自己的關係。第二是「與人建立親近真誠的關懷，

落實社會關懷」，這是與他人的關係。第三是「創造跨領域多

元視野，涵容人境差異」，境指的是環境，人其實也是環境的

一部分。自己之所以會與環境之間有一些格格不入，或者是有

一些不順暢，其實都是因為差異所引起，與對錯無關，可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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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如何能夠涵容這個差異？ 

這當中包含了我們的胸襟、觀點，乃至我們的作為，因此

我們提供了許多跨領域多元視野的學習。例如上個星期葉玲玲

老師的演講，是站在社會與企業創新的角度。在其他學程的同

學看來，你可能會想這與我沒什麼關係，那你就錯了。其實人

文社會學群包含佛教學系，整個學校都是息息相關。如果從生

命教育作為出發點，我想先問大家，你同意上面所述三點是生

命教育的目標嗎？你同不同意這是你進入生命教育學程的目

標？或者是你同不同意這樣的方向？無論如何，它的確在我們

學習的過程中，漸漸地落實下來。 

今天除了在座的各位，還有一些線上的資深學生已經在學

校就學一陣子，也可以回頭看自己的學習歷程，在這幾個點上

面，自己到底做了多少？所以，這個目標不是口號，而是一個

實踐的方向。這個實踐方向的目的是我們共同的目標──提昇人

的品質。 

大家是否還記得辜琮瑜老師與各位介紹心靈環保時，提及

聖嚴法師如何建構大學院的體系？他為什麼這麼做？知道這些

事情的緣由以後，你會發現，「提昇人的品質」這件事情，真

的不是口號！我其實很感慨，我們在提及「心靈環保」，或者

提到「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時候，常常都流於口

號，甚至聽到耳朵都長繭了，可是行為卻好像沒什麼改變。我

個人認為這是一件很諷刺的事情。這是哪裡出了差錯？沒有，

是我們自己沒有盡力做到。所以，生命教育的目標就是希望透

過周邊的協助與學習歷程，讓學生進到這個系統之後，可以真

正想辦法在他的一舉一動在一步一腳印下，把自己漸漸地建構

起來，真正的走向「提昇人的品質」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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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藉此鄭重的向大家說，日後當你要說出「提昇人的

品質」這幾個字之前，不妨先捫心一問，我的品質提昇了嗎？ 
三、 改變的可能 
 

雖然我們學校學生的年紀都比較大，但我可以很自豪的

說，我們學校大概是全臺灣唯一一所沒有年齡歧視的學校，更

重要的是，我們的學生個個都有豐富的人生歷練。這是一般學

校所沒有的。 

人生歷練似乎是很個人的事情，可是它也是眾人的事情。

為什麼？若不是如此，歷史、傳統文學是如何而來？ 

前天我去看了一場戲，是我的朋友製作，以及我的學生所

演出的《玄異筆記》，可能你們最近在媒體上都有看到。看戲

的過程中，在中場休息的時候，製作人很熱情地抓了我去與海

報照相。我藉著這個空檔的機會向她說：你這個台大中文系的

人，真的很厲害，能把國文課搬到這樣的一個親子劇場上。她

說，你不知道，現在的小孩子都沒讀過文言文，我當然要讓她

們讀一讀！這部戲，從頭到尾就是一個非常精彩的國文課，講

的是六朝文學。她用各式各樣的戲劇手法，把六朝文學以及那

裡面一些很玄異與妖魔鬼怪的小說故事呈現出來。 

我心裡就在想，如果沒有這些文學作品，我們今天的生命

會變成什麼樣？你會覺得很枯乾，對不對？如果沒有這些歷史

上的人留下這麼多故事的話，我們的文化會變成什麼樣？ 

所以人生的歷練本來就是很豐富的財產，關鍵在於我們有

沒有能力把它變成一個豐富且有用的財產。而這個能力，不只

是在我的手上，也不只是在你的手上，而是在我們所有人的手

上，我們要一起再創造一些東西。所以我們的生命教育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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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歷程當中，把每一個人的生命經過解構再建構之後，當

他的故事出現的時候，就是一個新的生命。 

這一個豐富的歷程其實是在漫漫的歲月裡，人一步一腳印

的走過來。每當我看到蘇東坡〈定風波〉中這句「也無風雨也

無晴」都會很感慨。這首詞的前面有這麼一段：「竹杖芒鞋輕

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竹杖芒鞋輕勝馬的意思是，

雖然他手裡拿著竹仗，腳上穿著草鞋，卻感覺比騎了匹馬還要

好。一蓑煙雨任平生，是指他身上穿著蓑衣，即便下著雨，走

到哪裡去都不怕。我會說那是一個年輕人的豪情壯志，可是看

到後面「也無風雨也無情」，就覺得好像看到日暮西山，進入

一個很「淡定」的狀態，好像老僧一樣，可是在這個時候，內

心中到底是淡定還是漠然？所謂漠然是對生命沒有熱情，好像

死灰枯槁般，對所有事情都不感興趣，對自己的生命，也不覺

得有什麼了不起。所以，「也無風雨也無晴」是你對於生命的

冷漠？還是你真正地走過了生命歷程之後，呈現出來的安定、

平穩、淡然處之？這兩者的內涵差異非常大。從竹杖芒鞋一直

到也無風雨也無晴，這樣子一路走來，其實是每一個人的生命

歷程，他都經歷過。這個就是我所謂生命的豐富。 

可是這個過程中，有些人，他可能有些過程讓他很欣喜，

有些過程讓他很悲慘，有些過程讓他覺得很得意，有些過程讓

他覺得很挫敗。在這樣子的生命流轉過程中，人有沒有一個主

動的力量出來主張自己要變成什麼樣？也就是說，我不去否定

自己的過往，而是以過往作為再出發的基礎點，然後讓自己可

以走向比較自我滿意的狀態。這個可能性有多少？ 

有的人可能心理狀況不是很好，也有的人可能生計出了問

題或是在人際關係上老是格格不入，各式各樣的狀況都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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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能改變多少？這個是我想要問的。 

我的訓練背景是專業心理工作，這一路的學習，對我來

講，最大的心得是：人要改變，真難！很多人都想要讓自己可

以漸漸地滿意自己，甚至對於自己曾經在這個世界上活過而感

到感恩。因此，我很感恩有這個機會可以與我的同事們一起為

大家設計一個場域，讓改變成為可能──讓人有機會越老越美。 

關於人的美與老這件事情，很多老人學或是長照的相關人

士都在想，要如何讓老也可以有活力？但我覺得變得有活力有

點困難，因為身體這個機器是真的老了。可是，人能不能越老

而越來越美呢？我覺得絕對是有可能的。也許你的外表不是美

的，但如果你的心是美的，你看到的世界就美，然後別人看到

你也美！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形而上與抽象的過程。 

我想要問問所有學佛的人：如果我們今生沒有辦法成佛的

話，我們先成人可以嗎？因為，能不能成佛這件事情，並不是

你我可以掌握的。可是，能不能做好一個人，則是我們可以掌

握的。所以我們今生就可以做到成人之美，如果你盡力的話。

我想這也是生命教育之所以會存在的一個很重要原因。 

 

貳、 如何成人之美 

一、 解構再建構 
（一） 轉化：療傷與成長 
 
有人說：生命教育的學生都是來療傷的。我想問：誰的心

裡沒有傷？每個人每一天都在想辦法療傷！所以你會發現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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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總是比較少，而常盤踞在心頭的都是一些沉重的憂傷，

或是淡淡的哀傷。隨著你的年紀越來越大，憂傷這件事似乎也

成為你生命中的一個主旋律。於是，我們就在這樣的主旋律下，

想辦法突圍。所以，喝下午茶是個快樂時光；找自己的家人吵

吵架，是個快樂的時光；有人可以訴苦，也是個快樂時光。 

許多人進到我們學校來，名正言順的來療傷，我覺得不用

遮掩，為什麼？因為人的一生當中，從竹杖芒鞋一直到也無風

雨也無晴，這個中間不受傷才怪。在我這個學心理的人來看，

人沒有不受傷的，只是這個傷，你能不能承受得了，你能不能

夠想辦法轉化它？有些傷在你自己的努力之下它就過去了，有

些傷卻一直留在那兒。 

有些人覺得去找心理治療師療傷很丟臉，或是覺得怎麼自

己會淪落到需要人來幫忙改變？於是，我們就使用「成長」這

個名詞。 

「成長」和「療傷」好像很不一樣：「成長」就像一個人

要長大一樣，需要營養、需要運動、需要陽光……需要種種的

外在資源來滋養；當你受到滋養，你就可以長大。而「療傷」

則像是你心裡頭有一塊壞掉的肉，需要把那塊肉給治好。它們

看起來好像一個是加法，另一個是減法。可是如果不是有計劃、

有系統的去滋養自己的傷，常常就會像是我們在吃的養生補品

一樣，這個吃了沒感覺，換一種吃──試了很多方法，還是在

原地兜圈子，兜了半天原來的傷還在，並沒有發生改變。這樣

很可惜！ 

過去，我像很多人一樣，也有一種傲慢，那個傲慢就是：

馬上就要。我舉個例子：我認為參加法會，其實就是要至誠、

懇切，就如同你在禪堂裡面的狀態一樣，所以十幾二十年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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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參加水陸法會的時候會起那個傲慢心──我看到那些我

稱他們為老菩薩的婆婆媽媽，，只要一到中午休息的時候，就

在壇場外面又吃又喝又聊天的，我就覺得這些人來幹嘛呀？ 

可是，一年一年這樣看下來，我自己的心裡面鬆了一下。

意思是，我明白對他們來講，他進去壇場的時候，他的至誠、

懇切可能也可以提起來，也真的在懺悔，這樣就夠了。因為，

他可能好不容易來這邊看到老朋友，這些同修道友其實平常不

太容易有機會聊聊天，甚至有一些人很久沒見面了。我覺得對

他們來說，那個也是一種滋養，所以我的觀念就慢慢地改，我

開始可以接納他們聊天，而壇場的規矩就為一種加持。 

以前法會的點心好吃得不得了。可是，我後來才發現，如

果我全程參加法會的話，我七天都不知道點心是什麼！現在我

自己變成老菩薩也慢慢地體會到這些老菩薩也面對了很多生命

中的困難，然後也是一關一關的過，他們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

頭，在進壇場、出壇場的節奏中，讓自己可以真的被滋養，然

後發生變化，所以可以在這個兩個世界裡都悠遊自在。 

所以我覺得當一個人要改變自己的時候，不管是療傷還是

成長，他的目的都在於轉化：讓生命當中的一些過不去的關卡，

或者是只是稍微卡卡的地方，能夠真正的被看見，然後用一些

方法讓自己漸漸地度過那些過程，於是生命中一些片片斷斷的

事情，不管是喜怒哀樂，都可以漸漸地融成一體、形成你自己。 
 
（二）以人為主體，以關係為明鏡 
 
這個是一個成人之美的過程：以人為主體，以關係為明鏡；

在學習互動中看見五蘊如何運作，然後五蘊運作的過程當中，

把自己拆開來看，然後再把自己重新建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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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記憶是會騙人的，感覺也會騙人。那些存在於我們生

命歷程中的故事，不能說全部，可是大部分都是自以為是的，

也就是說，我們在我們的生命歷程當中，建構起我們自以為是

的感覺跟想法。 

這話說起來有點過分，但想想那個你討厭的人。你知道他

就是討厭，在你的記憶當中，他沒有辦法翻身。可是，這個人

真的這麼壞嗎？不一定。很可能就是他的某一個部分被你看見

了，再加上你自己主觀的解釋。於是，你就把你們的關係定義

成這個樣子，這就是以關係為鏡。 

當你進入轉化過程當中的時候，你看見了五蘊如何讓你看

見了這面鏡子。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你用五蘊就可以看到鏡

子。這個過程仍然是那個自以為是的五蘊在運作，是你在生活

世界裡，透過五蘊，在原來的資訊之外又增加了對這個人的看

法：有一天你看到了那個你討厭的人對另一個人非常溫柔的在

講話。這個讓你有點驚訝。然後某一天，你又聽到了某人說這

個人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幾次以後你可能會想，這個人是讓

我很討厭，可是為什麼別人會喜歡他呢？別人為什麼會說他的

好話呢？ 

當這樣子的疑問出來的時候，你原來記憶當中的那個討厭

就已經開始解構了。於是，你會有更多的機會去進一步明白：

沒錯！在他跟我的經驗裡面，我是討厭他的；可是他跟別人的

經驗裡面，別人是喜歡他的。這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個

時候，你的思考就會回到自己身上來：為什麼我會討厭他？ 

當你回到自己身上來的時候，你又可以發現：噢，原來是

我見不得人家好、原來是我很容易產生比較心……。當這些訊

息漸漸出來的時候，你對兩人的關係也漸漸有了更全面的觀

看，於是你就會發現你跟他的關係改變了：你可能是很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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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不願意見他……各種可能性都有。為什麼？我們常常不

願意見的是自己。可是在這樣子的歷程當中，改變靜悄悄的發

生了。 
二、 成人之美學習系統 
 

如果把這些細節多思考一下，你會發現：其實人每天都在

這些細節裡面過日子，只是現在被你自己知道了。這個是我們

在生命教育的學習系統裡面常做的事情。所以，我把這樣子的

學習系統畫出來。 

前面所說的，就是一個覺、察、知的歷程。以上述的例子

來說，一開始先發「覺」自己很討厭一個人，也發覺別人喜歡

他，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差異？於是你就開始去考「察」，發現

這是一個人在環境當中，自己跟自己在運作的一個過程。對於

這個個體來講，他如果有傷，就會療傷；如果看不見傷，就會

成長。無論如何，這都是轉化的路線，是非常基本的過程。 

透過這樣的一個過程，你就漸漸地能夠把自己過去片片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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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零零碎碎的點點滴滴統整起來。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當

一個人可以統整自己的時候，其實是建立了自己的主體性，也

可以說是自我認同。 

接著來看看生命教育學程的課程提供了些什麼？ 

我們的課程其實每年都在調整，希望藉由課程讓學生可以

「浸泡」在課程裡面。「浸泡」這個詞的意思是，它讓你沉浸

在其中無所遁逃；因為你泡在課程裡頭，你不變都不行。 

另外，雖然目前相較於學生數，我們的老師人數很少，但

是每一位老師都很賣力。對學生付出的心力，可以說是無所不

用其極。而更重要的是同儕互映，我們以班為單位，每一個班

就是一個系統，就是一個動力場。所有與教育心理有關的研究

都指出，團體的影響力大於老師。一個班級的學習成效如何？

最重要的指標是同學關係，當然師生互動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指

標，可是團體的學習效果比老師教導的效果要好很多。 

簡單來說，你過去生命當中曾經經歷過的喜歡的也好、討

厭的也好，這些所謂的愛恨情仇在你周遭的同儕關係裡面都會

顯現出來，就像鏡子一樣，這個我們叫做投射。會利用投射關

係的人，可以從這個裡面學到非常多的東西；不會用的人，就

會重複他過去的關係。 

所以，我們當老師的看到這些狀況的時候，因為我們的學

生都很要求尊嚴，我們可能不會指名道姓的給予提醒，希望能

在自己的角度上做調整。有的學生聽到老師們說：你們整班都

在退化、你們整班都在競爭的時候，他會開始去反省：我真的

退化嗎？我們很和樂啊，有什麼好競爭的？也可能會想到，過

去我在社會上跟人家競爭的習性是不是到這兒來又再一次重現

了？當學生會回頭來看自己的時候，這個學生是有慧根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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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好好的善用周圍這些同儕的鏡子，讓自己不停的往前走。 

目前為止，我指導過的生命敘事論文的這些學生，大概有

百分之至少六、七十，轉化的力量都是來自於同儕。孔子說：

友直、友諒、友多聞，這些益友並不是去碰運氣得來的，而是

你會運用這些人，讓同儕變成友直、友諒、友多聞。 

我們最大的浸泡場域，就是法鼓山的理念、禪法和境教。

我常常鼓勵學分班的同學，到山上來成為正式的學生，有一個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讓自己浸泡在這個環境裡頭，一個你看得

見的物理環境。這是相當有效的。在座的各位已經在學校裡面

泡了一段時間，當你走在校園裡面，是否感覺到自己比較有氣

質了呢？ 

當你願意讓自己做一個有氣質的人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你的心要夠美、你自己要夠平穩，你對自己的自我要求就會漸

漸地出現。 
 
三、 Eric H. 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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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此提一下 Eric H. 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他

把人生化分成八個階段，他的妻子 Joan M. Erikson 在他過世以

後，又加了第九個階段。這個理論說，人生的每個階段都有它

的發展衝突，而克服這些衝突就是該階段的任務。一個人的人

格就在這個過程，漸漸地學習適應不同的困難、化解不同的危

機，而後逐漸上昇，最後完成其整體性的自我。這個是這個理

論的功能。 

心理學很重視一個人六歲以前的生活，為什麼？因為在六

歲以前要去建構、發展的是信任、自律自主和主動。但是小孩

在六歲以前能夠做到這些的人其實不多，為什麼？因為其實很

多做父母的人不明白什麼是好媽媽、好爸爸，當然也就不知道

孩子的需求是什麼。如果六歲前沒有完成這個階段的任務，你

就會產羞怯、缺乏信心、面對新環境會焦慮，也缺少自我價值

感，畏懼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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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是小學階段，小學老師是非常重要的，他要能夠想辦

法將小孩帶成勤奮、進取。然後到青少年階段，進入自我認同。

這兩個階段是滿關鍵的，會跟前面三個階段產生很大的互動。 

很多人在艾瑞克森的理論裡面找到自己缺點的來源：啊，

我很沒有安全感！唉，我不太容易信任人！我會說這是當然

的，為什麼？因為這些重要的、正向的人格特質，都不是很容

易去建構起來的。畢竟小時候的我們其實沒有什麼自主能力，

而這些都是在環境裡面被形塑的。但，重點是在後面。 

我首先特別就所謂的「認同」進一步說明。青少年的認同

跟老年人的認同，是不一樣的。青少年的認同，比較注重在認

同自己將要成為一個成人的身分。有人形容這個階段是風暴

期，那是因為在這個時期的人時而像小孩，時而像大人，內在

有兩套不同的價值觀在打架。青少年的爆衝，其實就是結果的

呈現而已。當你明白這些以後，你就會發現青少年的暴衝還挺

有創意，因為他跟他自己打架的結果，產生了很多跟這個社會

規範不一樣的行為。如果從創意的角度來看的話，人在五十歲

以後，還有沒有創意的機會？絕對有。所以剛剛我會講到創新

這件事情，生命教育就都在創新，生命的創新。 

這件事情如果照馬斯洛 Maslow 的說法，人生在五十歲以

後才開始。因此，你們來的正是時候！人在十九至五十歲的這

個階段，是人生的工作期。你需要繁衍後代──這是生產，你

要工作、養家餬口，要以符合這個社會期待的方式，一步一步

往前走。然後你也會發現在五十歲之前，你有非常多的機會遭

遇創傷。想想看在青少年的階段，你是不是也有類似的狀態：

覺得生活沒有目的、沒有方向，感到彷徨迷失等等，還有社會

疏離，就是你想要跟別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或者親密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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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你的人際關係常常出岔、格格不入。在三十一至五十歲

的成年中期應該是生產力最旺的階段，可是這個時候反而你開

始感到無聊了。你發現自己忙得跟陀螺一樣，卻不知道是為誰

而活？可是等到五十歲以後，有的人面臨退休了，有的人可以

隨心所欲、安享餘年，有的人就開始想我以前如果怎麼樣又怎

麼樣就好了。 

表格最下面的兩個階段，跟我們的關係會比較大。為什

麼？因為人生的第二個青春期是五十以後。這個時候，你的人

生面臨轉型。在這個轉型的過程當中，所有的創傷，或是你未

完成的事情等等，都會在這個時候慢慢的浮現出來，讓你開始

有一個動力，那是一種想要把自己那些片片斷斷、零零碎碎的

過往統整起來的力量。 

那些因此感到徒呼負負的人，正處於一個悲觀、絕望的狀

態。這樣的人不太容易進我們學校來，可是我們真的很希望他

們可以進來我們學校。因為每個人都需要把自己統整起來，並

且接受不論自己這一輩子活得如何，即使風風雨雨，它都是有

價值的。那麼，這個價值在哪裡？ 

這個價值必須自己去建構起來，而建構就是會有一個歷

程。我們希望這些在統整階段的人進到學校，經過了兩到六年

的浸泡以後，當他走到八十歲以後，他的超越性會出現；也就

是透過這個階段在學校裡的轉化，能夠把自己的過去統整起

來，於是當你走到老年的時候，你可以有一些超越，而不會覺

得自己白活了。 

人們常常以為要功成名就或是有其他條件才是沒有白

活，但你去看看那些年紀大了以後自殺的人，很多是功成名就

的人，對不對？從這裡，你就可以知道為什麼人需要做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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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個王公貴族、總統或是財團負責人、大企業家，擁有無

數的財產，可是到頭來能夠讓你真正感到安心的是什麼？是你

覺得自己沒有白活。所以，唯有此時把自己的過往好好地整理

一番，親身經歷這個轉化的過程之後，就可以告慰自己，我曾

經活過，此生我沒有白來！這是艾瑞克森的理論帶給我們的很

大的啟發。 
 
四、 在生命教育中的修行與轉化 
 

在我們的生命教育當中，剛剛講到的「覺、察、知」是每

個人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回頭看自己，把自己沉浸在自己的生

命歷程當中，然後用觀照的力量來看曾經走過的路。你可以去

分析它，考察它，建立起自己的詮釋；而這些詮釋，通常都不

是句號，而是逗號。 

於是，你可以跟你周圍的同學、道友以彼此的故事互相的

參照。因為故事會召喚故事，所以當你說出自己的故事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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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會用他們的故事來回應你。這個時候，鏡子就產生了作用。 

在這個過程中，你慢慢地在觀照裡看見原來自己是這樣

的、那樣的。你可能會因為發現自己其實活得很窩囊，而感到

挫折，也可能會發現自己活得樣子很令自己不滿意。但最可貴

的是，你發現了。發現常常是所有改變的開端。 

很多人對於改變都會有一種烏托邦的夢想，好像睡一覺起

來，就變成公主之類的。但，這是不可能的。對自己生命有新

發現的時候，你心裡頭可能七上八下、酸甜苦辣……各種感受。

可是當這些感受呈現出來，而且你願意去面對的時候，那就是

改變的開始。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感受就是在那裡。當然

這個過程不好過，可是你有了再詮釋的機會，這是統整的必經

之路、必要的過程。 

於是，你對自己的看法有了改變。如果你在這個地方工夫

下得深，再加上你來到了山上，不管是參加禪修活動也好，法

會活動也好，這些都會幫助你泡在裡頭。這會慢慢滲透進這學

習系統裡，然後你會對於自己的本心是什麼越來越清楚。 

到了這個時候，本心不再抽象，而是一個你心裡頭可以踏

踏實實地感覺到的東西，而且你會覺得自己心裡頭踏實了。這

樣的本心，會讓你慢慢地發現自己心的作用。於是你會知道這

一路走來，你都在建構你自己。也許有的人對於自己到了這個

年紀還可以改變覺得很不可思議，我要跟大家講，改變自己這

件事情是絕對有可能，而且只有你自己才能改變得了自己。所

有課程、老師、同學都是敲邊鼓，真正要提起勇氣來做這樣的

轉化跟統整工作的就是你自己。 

這個過程中，你慢慢地發現了你自己的存在，以及生命當

中的一些誤謬。誤謬這兩個字，可能有點重，但我幾經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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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用了這兩個字。因為，如果說人生如夢，那麼到了這個時

候你才發現原來自己一直活在夢境當中；而當你開始跟自己真

正的踏實的接觸時，你會發現，世界並沒有變，可是你變了。

這個時候，你才會體會到，原來存在這件事情是很奧妙的；你

會對生命的本質有一份了然。當你帶著這份了然下山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眼睛所看見的人間已經跟以前不太一樣了。當然，

這是我們的理想。 
 
五、 生命教育中的課程模組 
 

這學期生命教育學程開了一些新的課，例如：人格統整與

生命發展、聖嚴行思與教育、幸福社會學。在下學期預計要開

的新課：認識利他，禪的理論與方法，禪宗思想史等等，大家

有空時可以上網去看一下。 

我們總共有七個課程模組，每個模組間都層層相連。例如

生命觀照跟生命美學是與自我的關係；自他關係包含了他人與

環境實踐的能力，關懷與會通把文化層面、社會層面都放進課

程的安排中。我們希望同學們能夠沉浸在課程的體驗與認知

裡，透過這個過程，慢慢的成為你自己，然後進一步可以放下

你自己。這是我們的理想。從課程總表來看，你會發現，我們

每年都在想辦法，並隨著學生的增加、老師的增加，我們的課

程也越來越多。 
 
六、 生命教育中的轉化溫床與明鏡（mentoring +coaching） 
 

在校期間，不管是師生之間的分享互動、回饋反思，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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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學間的，友直、友諒、友多聞，彼此之間的鏡映與扶持是

很重要的。再說到我們的教學團隊，是以團體的方式來面對學

生。所以不管你是從哪一個老師的課進入自我統整，脈絡都是

相通的。另外，聖嚴法師創辦了這個學校，我們會希望他的典

範可以傳承下去。 

在這個互動的過程中，我們學會信任、學會承諾，並形成

一個互助的社群，如同一張溫床，也如同一面明鏡，讓你泡或

者躺在這個溫床裡頭時，仍然可以透過鏡子將自己看得清清楚

楚，於是在這樣一個柔軟當中，逐漸的形成你自己的改變，或

者是你自己的自我創新。 
 

參、 結語 

最後，我想與大家分享一個我很喜歡的圖，這是很久以前

果光法師給我的，以下這段文字我也非常的喜歡：「網之一一

結皆附寶珠，其數無量，一一寶珠皆映現自他一切寶珠之影，

又一一影中亦皆映現自他一切寶珠之影，如是寶珠無限交錯反

映，重重影現，互顯互隱，重重無盡。」。《華嚴經探玄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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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華嚴五教章卷一、慧苑音義卷下》 

這段文字說的是，經過互相映現之後產生的影響力。簡單

來說，當你經歷過這些過程並帶著改變後的樣子離開學校、回

到社會或者家庭，也就是回到生命原來的脈絡。這時你就像是

一顆寶珠，而這讓身邊的人也可以有機會成為一顆寶珠。 

生命教育的理想是建構人間的因陀羅網，所有人在其中交

互映現萬象，相互鏡映與共情，進而達到提昇自我品質，建設

心境不二的淨土。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的生命教育差不多就到這裡，可能沒

有辦法面面俱到，但最重要的是在這一個過程需要由老師和學

生一起走。期待你的加入，讓我們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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