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418《靜思妙蓮華》年少輕躁 道業難貫 (第 1395集)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年少涉世未深，閱歷淺不更事，心浮情操難守，愛道易守志難；沙

彌兒童稚年，好動活潑難靜，遊樂喜閒厭勞，不勤行道難會。 

⊙「亦復不近五種不男之人以為親厚，不獨入他家，若有因緣須獨入

時，但一心念佛。」《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若為女人說法，不露齒笑，不現胸臆，乃至為法猶不親厚，況復

餘事。」《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不樂畜年少弟子、沙彌、小兒，亦不樂與同師。」《法華經 安樂

行品第十四》 

⊙沙彌初入佛法，多存俗情，畜養易致擾動所謂嚴訓則乏慈言，寬待

則失教規，是故皆惹麻煩於心。 

⊙不樂畜年少弟子：年少之人，多諸輕躁，道業難貫注入心。 

⊙沙彌、小兒，亦不樂與同師：沙彌幼小，未稟具戒，小兒憍稚規戒

難，非受道器，亦不欲與是等同師。 

⊙畜年少弟子、沙彌、小兒及與同師，則均不免任教育保護之責，事

至紛擾，亦非菩薩志存宏道之時所宜。 

⊙以上種種，皆教菩薩之律儀離十惡緣，即為菩薩之修戒行也。此釋

修定行並總結，一切惡律儀之法；既已遠離，由是守護六根，不令放

逸，能與禪定相應，此為由戒生定，惡緣之處，既不應親近，益顯善

緣之處，當親近耳。 

 

【證嚴上人開示】 

年少涉世未深，閱歷淺不更事，心浮情操難守，愛道易守志難；沙彌

兒童稚年，好動活潑難靜，遊樂喜閒厭勞，不勤行道難會。 

 

年少涉世未深 

閱歷淺不更事 

心浮情操難守 

愛道易守志難 

沙彌兒童稚年 

好動活潑難靜 

遊樂喜閒厭勞 

不勤行道難會 

 

用心，要體會，我們前面已經一直在說，我們不要親近著，不要貪著

著幾種人群，我們不要去沈溺，貪著在那個地方，也就是要我們，好



好顧好我們的心，不要有煩惱、雜念，來擾動我們的心。所以，為我

們舉出了，種種不可親近，也就是針對初發心，針對道心還未很堅固

者。我們在外面，在人群中，萬一受人影響了，本來想要發大心，卻

是外面的環境很強，度人不成，反而讓人拉過去，讓人度過去。 

 

所以，佛陀要我們初發心的人，就要謹慎，不要去走入這樣，前面所

說過的等等，會惹起我們心混亂的地方。所以，這麼詳細，我們也要

聽得清楚，也要好好分別，這要很用心。 

 

下面要提醒我們的，就是少年，或者是童年，這樣年紀較輕的人，因

為他年少，年幼，對世俗的事情，人間事，還未很清楚，所以，他的

「閱歷」還是淺，不懂得事情，就是經歷、閱歷不夠；經驗不夠，所

以，好、壞不會分，這都是比較年幼，較年少。人間很複雜，他不知

道人間複雜的險象，所以，還是讓人在保護，這種少年，像這樣的

人。 

 

這樣的年齡，就是心比較浮，情操比較難守，因為，他事情看不清

楚，還沒有很透徹了解。什麼叫做守規矩？什麼叫做修行？他們現在

就是在娛樂場中，在人群中才開始，所以很容易對人間娛樂，心一直

被引過去。所以，他們的生活，總是在那分荒廢時光，也就是比較遊

樂的方向，所以，他們不知什麼叫做情操，也不知道志向要如何堅

定。類似這種對世事，沒有責任的年齡，對自己的人生方向還不清

楚，這樣的懵懂年齡中，這樣的年齡心很浮。這個情操，還沒決定他

的人生方向，你就開始要他守好這念心，困難啊！ 

 

所以，「愛道容易」，你發心，想要把這些少年帶來，要將他引導，讓

他們來聽法，讓他們來與法同行，與道同修，這可能他聽到會很歡

喜。歡喜地認為：很新鮮，修行好玩。所以，他們愛道容易。叫我來

拜佛，叫我來靜坐，來聽聽故事，很好玩，就這樣，愛道容易。是不

是他能夠將這個法，真正收入心嗎？入心之後，是不是堅定志向，能

守志奉道？這也是很不簡單。所以，修行者不簡單。在人群中，能夠

修行，守志奉道，就不簡單了，何況幼少年，對世間事經歷還不很清

楚，不知道人間什麼是苦？不知道人間什麼是道？哪一條路是應該走

的？因為他都還沒有接觸到，人間世事。所以，他雖然一時聽到法，

看到人家在修行，說不定歡喜心一起來修行、打坐、禮佛、聽經、聽

故事，歡喜，但是，還沒辦法說，他已經道心已生了，這我們要很清

楚。 

 



所以說起來，能夠從少年入道，更是不簡單。能夠修行已經不簡單

了，年紀比較大，歷盡滄桑，了解人間的疾苦，了解人間複雜，所以

看透了人生，入道來，這也已經不容易了。何況少年就願意入道，願

守志奉道，這實在是很稀有。像釋迦牟尼佛，從幼小，他對人間就會

起著疑問，這是佛陀現相人間，從童年，他的生活形態描述出來是這

樣。應該就是少年時，他就開始對人間有使命感，了解人間生態，「四

姓階級」觀念不平等，所以，他發心要去探討，道心堅固。出家，走

上這條路，再也沒有回頭，一路向前走，這是稀有，人間稀有，所

以，修行成佛，很難得。 

 

而我們自古也不少，有這樣的賢人、神童，也是少年時開始，就能夠

看出人生，該不該走的路，追求真理的，也有，不是沒有。佛世時，

像舍利弗，也是童年就懂得很多道理。八歲，就能和論師辯道，不是

沒有，古代以來，也有這麼年少、幼年，對道的看法。說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也很多。我們的靜思書軒，一群幼童，三五歲、五六歲、六

七歲、七八歲，從三五歲開始，一直到現在，在讀中學了，從這樣．

幼稚園而小學的，從小學到中學也有，還是「書軒小志工」。不論是北

中南，在書軒，帶起了這樣的小兒入道，也不少，他們的道心還是很

堅固。 

 

在現在，有時候會回來，就問他：「你的發心、發願還在嗎？」「堅定

的志願，永不變。」「真的嗎？」「真的！」「你的願，你還記得嗎？」

「清修士。將來清修士，要護持慈濟，要為天下擔米籮。」「而你

呢？」「我將來要當醫生，同時也要當清修士，我要救人的性命，我也

要為天下做好事。」而你呢？…各言其志，幾年前的志願，現在還是

不忘，這都是幼童。 

 

所以，我們在聽，總是不要說這個(經)文，就是這樣說，我們就排斥

年少，要聽清楚。年少、幼稚的孩子，有他的缺點，是從大多數的心

態來說，特殊的孩子，我們應該要相信。反過來，在這些孩子的身

上，我們也能看到我們的道心，有時候看到這些孩子，自己內心起著

慚愧、反省，孩子年紀這麼小，這麼的懂事，年紀這麼小，這麼能夠

投入，而且道理分明、精進。我們就自己反省自己，我們是不是跟這

些孩子一樣，用很單純、純真的心，道心是不是像孩子，這麼的純真

堅定？我是不是和他們一樣，這樣志願堅切？ 

 

所以，在孩子的身上，我們也能取來，回顧自己、反省自己，這是很

重要，不要一概認為孩子心很浮。慈青來受證，就會說：「您的孩子回



來了，我的心都沒變。」是啊，一句無意中和孩子說：「唉呀！孩子心

多變。」他們學成了，大學畢業了，事業有成了，投入慈濟，見習、

培訓，來受證了，走到我面前，就很得意：「上人，您的孩子回來

了。」每一位走過面前，若在分享時，他就說：「說孩子心多變，我都

沒變。」是啊！這些都沒變，所以，他們少年的心，童貞的心，開始

進來，一路一直走，到現在都沒變這個道心。所以，心不是浮，其實

他們的心很堅實。 

 

但是一般多數的差不多都是心浮，而少數能夠向道堅定，這畢竟還是

較少數，所以令人讚歎！佛陀要說的是大多數，擔心我們若是道心不

堅定，很容易受世間，多數這種年少、年幼不懂事，這種心態，亂了

要修行的人，心還沒很堅定，亂了這群人的心。 

 

所以，佛陀是為這群人所說的。所以擔心他們，你發心要去度他們，

反過來受他們的心氣浮躁，給影響了。愛玩，把你帶去玩；愛遊樂，

把你帶去，這就是這樣要警愓我們，所以讓我們知道這種年少的人，

就是還太年輕，他的心浮動，「情操難守」，愛道容易，守道難。 

 

所以，還有沙彌，「沙彌兒童稚年，好動活潑」，難靜下來。看若到

這，我們就想到，我們那一群很端正的幼童，很可愛。但是，多數都

是這樣，這種沙彌年齡童稚，比較幼稚的年齡就好動、活潑，沒辦法

靜下來，要靜下來的機會很少。他們的心，都是向著「遊樂喜閒」，就

是這樣能夠閒閒地來去遊玩，你要他去勞動，去做一些較勞動的事，

定在勞動，玩一下可以，做太久，不耐煩，這就是孩子心。所以「不

勤行道難會」，不勤行，道就難會。所以我們要知道，這樣的年齡的心

態，我們道心還沒有很堅固，我們要去接近他們，我們要很警愓，提

高警愓，不要心與他們在一起，心被他們帶去，帶他們不過來，反而

讓他們帶過去，所以我們要謹慎。 

 

接下來，前面向我們講的經文就是這樣：「亦復不近，五種不男之

人。」前面是說，不親近小女、處女、寡女，不可單獨親近。接下來

再不要親近，「五種不男之人以為親厚，不獨入他家，若有因緣須獨入

時，但一心念佛」。 

 

亦復不近 

五種不男之人 

以為親厚 

不獨入他家 



若有因緣 

須獨入時 

但一心念佛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我們不要想獨入人的家庭，我們的心要照顧好，若有特殊的因緣非進

別人的家，我們要怎樣的心？就是一心念佛。所以根、塵、境、識，

意識多數都是在說，男人面對著這種景象，有女人的境界，或者是有

不男之人，這種的人群，你們就要好好提高警覺，這是佛陀對比丘用

心叮嚀。 

 

所以說：「若為女人說法，不露齒笑，不現胸臆，乃至為法猶不親厚，

況復餘事。」 

 

若為女人說法 

不露齒笑 

不現胸臆 

乃至為法猶不親厚 

況復餘事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我們叫人面對著這個境，外面的境界是女人，修行者，男眾要好好警

惕自己的心，你要向她說法，你要很端莊，不要單獨和她談笑風生，

不要講話露齒哈哈大笑，這樣對自己很輕浮，沒有莊重，就容易引起

對方的境，也是會不尊重我們，不崇敬我們，所以要用心，這是佛陀

向修行者所說的。 

 

尤其是穿衣服也要端正，不要坦露胸背，女人也不行，男人更不行，

同樣的道理。所以「乃至為法猶不親厚」，哪怕你是要為她說法，說法

就是說法，不要再越界去親近，要有分寸，不能越界，所以何況其他

的事情。說法都不行了，何況其他的事情更要有分寸，守規戒。 

 

接下來這段經文就是這樣說：「不樂畜年少弟子、沙彌、小兒，亦不樂

與同師。」 

 

不樂畜年少弟子 

沙彌 小兒 

亦不樂與同師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沙彌初入佛法 

多存俗情 

畜養易致擾動 

所謂嚴訓則乏慈言 

寬待則失教規 

是故皆惹麻煩於心 

 

「沙彌初入佛法，多存俗情」。沙彌就是還沒有受大戒，都稱為沙彌，

不論他是幾歲，還沒有去受戒都是叫做沙彌。所以，沙彌有幼小的沙

彌，也有少年沙彌，年齡不分，初入道都叫做沙彌。入佛法來，就是

存著俗氣，還有世俗的情在，這都已經在世俗家庭生活的人，入佛法

來，這種習性還是在。所以「畜養易致擾動」，你若收容，收沙彌來同

住，他們的俗情很重，我們要很謹慎，我們要如何來教他？如果要教

他，這些年輕的，你要教他，這可能要拿捏，俗氣若出來，不守規

戒，你若要訓示他，若比較嚴厲一些，會感覺缺少慈悲。 

 

你若是比較寬待他，就失去了教訓的規戒。因為入佛門來是要很嚴

格，規矩，行、住、坐、臥要很有規矩，這麼嚴格的規矩，甚至在作

務上也要很嚴，在叢林，擔柴運水，這些都要歷練過。但是這些世俗

剛捨去，入佛門來，俗氣還沒有去除那種，或者是年少，或者是俗氣

深，這都是很難去教化。所以說來，道心若不堅定，你用比較嚴厲，

我們失去了慈悲；你寬待他，不管他，那就會失去了教規的教育。因

為這樣，皆惹麻煩的心。真的惹來很多麻煩，到底是要怎麼教他才能

剛剛好？所以，在僧團裡面，若是有沙彌，不論是年輕，年輕、年幼

不懂事情，涉世不深；或者是年紀比較大的，那就是俗念很深，要去

除不簡單，所以要把他調教過來，實在是麻煩，較困難。這是在僧團

裡面，你教人不來，自己惹來麻煩。嚴教，說不慈悲；不教他，就沒

有規律，這實在是很煩惱的事情。 

 

不樂畜年少弟子： 

年少之人 

多諸輕躁 

道業難貫注入心 

 

所以，「不樂畜年少弟子」，這就是年少弟子。「年少之人，多諸輕

躁」，所以「道業難貫注入心」。這道業要將它貫注入心，不簡單啊！



所以，「沙彌、小兒，亦不樂與同師」，像這樣是沙彌，這些孩子進來

叢林裡面，我們也在叢林在修行，我們就要知道那些人，都還沒有受

規戒，這些沙彌年幼，或者是還未受大戒，規矩都不懂。像這樣，我

們要很警惕。 

 

沙彌、小兒 

亦不樂與同師： 

沙彌幼小 

未稟具戒 

小兒憍稚規戒難 

非受道器 

亦不欲與是等同師 

 

要知道「小兒憍稚規戒難」。這小兒很嬌弱，很幼稚，你要規戒他，為

他設規矩，要叫他守這樣的戒律，這很難。所以「非受道器」。這不是

能夠和我們一樣，在這個法能夠接受，能夠在這個道和我們一起走。

所以這樣的年齡還無法受法，所以「非受道器」。就是說，像盤、像缽

髒了，或者是桶子骯髒，還不能裝乾淨的東西一樣，所以非受道器，

還不是器具。所以，亦不樂欲與是等同師。一樣同師父，你就要和他

同樣在那個環境中，可能在那個地方，我們自己的心也靜不下來，所

以不要和這群這樣伴在一起。 

 

畜年少弟子 

沙彌 

小兒及與同師 

則均不免 

任教育保護之責 

事至紛擾 

亦非菩薩 

志存宏道之時所宜 

 

所以，「畜年少弟子、沙彌、小兒及與同師」。與這些人，「則均不免，

任教育保護之責，事至紛擾，亦非菩薩，志存宏道之時所宜」。我們若

和這些，收這麼多沙彌的人，這些幼小，這樣的老師父，我們若是在

這裡面，難免我也要負起教育，或者是保護責任，就要和這些孩子打

成一片。「事至紛擾」，這很麻煩。所以「亦非菩薩，志存宏道之時所

宜」。菩薩，我們現在就發大心、立大願，現在要學習的是菩薩道，要

如何把法貫注入心？如何把這個法能夠帶入人群去，非常莊重的教



法。 

 

你若是在這年少童貞的群中，可能我們的心就會散掉，所以我們要好

好，盡量要避免入這種沙彌，畜養沙彌群眾之中，我們要找好我們的

時間，向著我們真正要學的道路，去修持，這就是我們要用心。因為

進入這種事情，要負這樣的責任，「事至紛擾」，很煩，整天都在聽那

些聲音，整天都是和孩子這樣在周旋，這不是菩薩所要修的志向。這

樣說也是很不公平，沒有孩子，哪有大人呢？沒有兒童，哪有少年

呢？沒有少年，哪有中年？道心要堅定，就是要從幼年開始。剛才說

的，那些書軒小菩薩，他們若能好好帶，將來就是居家的居士，或者

是真正入他們的心，心志要當清修士，願意投入人群，這些都是，從

幼年、少年出來的啊！ 

 

所以，我們這段經文，要很用心去體會。畢竟少年懂事不是很多，多

數是這樣很浮動。不過，浮動也得要教育，我們若是不肯教育，什麼

人要教育呢？當然，教育要有教育的環境，你就是像現在，要教育有

教育的環境，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一貫教育，他有他教育的

環境陪他長大，這也就是教育的方式。在學校的裡面，若有老師能夠

有道心，將這個法也帶進去學校裡，孩子能夠受一般的教育，又能接

受到佛法的洗滌，讓他們的心常常保持清淨，讓他們的願能夠培養入

人群，去利益眾生，這是兩全其美啊！所以，我們教育不是不可，一

定要有教育，不是叫你去排斥他，是叫我們要道心顧好。教育有教育

的環境，我們道心要顧好。「以上種種，皆教菩薩之律儀」。 

 

以上種種 

皆教菩薩之律儀 

離十惡緣 

即為 

菩薩之修戒行也 

此釋修定行並總結 

一切惡律儀之法 

既已遠離 

由是守護六根 

不令放逸 

能與禪定相應 

此為由戒生定 

惡緣之處 

既不應親近 



益顯善緣之處 

當親近耳 

 

所以，「律儀」，那就是我們的教規，我們要怎麼樣的行儀，在人群

中，我們若是失去了戒律威儀，我們可能一不小心，十惡就出來了。

十惡，只在我們的身、口、意而已，「身三」、「口四」、「意三」，合起

來是「十惡」。「身三」，殺、盜、淫，這是惡；「口」，妄言、綺語、兩

舌、惡口，這也是惡；「心」，貪、瞋、癡，這也是惡。所以，光是

身、口、意，緣著外面的境，「六塵境」，起「六意識」，這就是造成

了，我們那個造惡的業力。所以，這外面的環境，和我們的心意，外

面的境界會誘惑我們的心意；這個境界，我們盡量要遠離。上面說的

有很多，我們要謹慎，我們不可親近的，我們要遠離，這是環境。所

以，我們要很用心去體會環境。 

 

這以上種種，叫我們不可親近，不論是女色也好，或者是生活的惡律

儀，或者是人間少年，這種行儀不端等等，要逞強逞很多的惡，前面

都說過了，共起來也有近十項。我們一定要遠離、遠離、遠離，一直

到現在，連少年，年少，或者是沙彌，都要遠離。想想看，我們要顧

好道心。其實，這段經文有很多，我們要很謹慎。自古以來，這種重

男輕女這個觀念，佛陀的時代、孔子的時代、我們能夠很明顯看出，

是不是真的重男輕女呢？其實不是，是境界，根、塵對立，根與塵的

對立。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對外面的聲、色……等

等，我們的無明煩惱。在這當中，有這個「根」和外面的「塵」，當中

我們的意識，所以已經失去了道心。煩惱無明，不知累生世來就是這

樣的習慣。男女之間，貪色惹禍，衍生出了很多的禍端出來。 

 

所以，佛陀名稱說：「女人，你不能去親近。」那個「不能親近」，就

是你的意識。你也是修行，你的意根守不好，這個根去緣外面的塵，

你起貪念，對這種塵境，你要很謹慎。到底是塵境的過錯呢？或者是

自己的意根，意識和根去犯錯？這是要好好用心去體會。為什麼女

人，會讓人有這麼多文章提出來，有歧視？因為女人依賴心大，一直

都是要依靠、依靠。所以，女孩子長大以後，若沒有嫁，以後要怎麼

辦？好像若沒有嫁，就沒有辦法活下去，自己沒有辦法生活的樣子，

這就是錯誤的觀念。男女之間的心態，就是自古以來就有這樣的看

法。 

 

其實，人間沒有女人，世間是要怎麼辦？本來是陰陽相伴，女人，沒

有女人，哪有人呢？沒有女人，這個家庭如何維持呢？剛，就缺了



柔；有柔、有剛，一個家庭才有辦法維持下去。社會也是需要啊！有

女人，能夠生活很美，很美，這樣善、美，這種的生活。女人她的心

態細心，她能夠整理家庭，布置每項都是，很細，很微細，她的考

慮，她的看法，她的……等等，這全都是女人的良能。 

 

但是，女人也能夠很堅強啊！看看慈濟裡面多少女人，創立了慈濟。

過去不是三十支竹筒、三十位善女人嗎？就是這樣一路，才能完成一

把沙、一塊磚，不就是她們這樣步步踏實，句句勉勵去勸募來的？這

也是女人。尤其是這時在承擔四大志業，也有很多，多數女人。四大

志業裡面，慈善，也很多；醫療、教育、人文，現在醫療的醫生，女

醫生也不少，女醫生也有外科的，不論是拿刀、開刀等等，很準確，

也是不輸男人哦！現在女人開火車、開飛機，也有，這不是沒有，世

間女強人倒也很多。 

 

非洲慈濟人，看，那麼苦難的地方，卻也有在那個地方，弱女子承擔

起，在這麼困苦、貧窮，這種的環境中，去承擔起了慈濟的志業。賴

索托、非洲，南非國家中間一個小小的國家，它的周圍都是南非將它

包起來。這當中的賴索托這個國家，美娟，她幾年了，在那個地方承

擔慈濟的志業，那裡全都是黑人，她生活的周圍都是黑人。 

 

在那個地方開始做救濟，一直到現在(2017年)，潘明水居士，非洲執

行長，他將這個棒目前就是交給她，交給她，一個女人，她要承擔整

個南非慈濟的志業，現在同樣潘明水以前負責的，潘居士到了賴索

托、史瓦濟蘭等等，他出去跨國去開發。同樣還是帶著非洲這群人，

他們也是這樣陪伴，他們現在發願，要入非洲所有的國家，現在已經

進展到第七個國家了，美娟真的是一個女人，她要面對這麼多。當

然，也有我們臺商的菩薩，在那個地方，好幾位是我們的委員，當

然，非洲是男士開始在那裡帶動；現在也是女人，她也來帶這些，這

些居士同樣是支持，現在已經跨過幾個國家了，也是南非要去關懷。 

 

莫三比克也一樣，岱霖，一個弱女子，她就是在莫三比克有因緣。

看，現在在那個地方，一個人帶幾千個人，慈善，去為他們發放、去

關懷他們，帶這些人。南非去為她起個頭，接下來的她就接下去了，

身體沒有很好，在莫三比克常常感染到，卻是意志堅定。在那裡帶得

這麼好，光是志工就將近三千多人；志工投入，也隨喜，常常一直在

帶，名稱上也要近五千人。想，一個弱女子，從臺灣嫁到那裡去，她

也能夠承擔。 

 



所以，我們要很用心，女人不是不能接近，就是要看，經不得起那個

色的挑逗。因為有的，確實女人就是要依賴，女人的習氣，有女人不

好的習氣，就要改。但是，對女人的看法，我們不要歧視她，應該也

要尊重。女人有大丈夫的志，外形是女人，她的志節是大丈夫。就像

龍女，累生世修行來，現在她也能夠成佛了。 

 

所以，我們在這段經文，說是很難說，其實，我們現在能夠證明，也

不是說佛說的不對，不是。佛陀的教育是很細膩，希望修行者要警

惕。所以會擾亂我們的心思，我們要預防，因為這樣，所以我們聽經

就要很細心，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年 3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