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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常，是佛教的真理。一般人因為不了解無常的
真義，所以會感到害怕。其實，無常並不可怕。
因為無常，才有希望；因為無常，才有未來。無
常，讓人珍惜生命；無常，讓人珍惜擁有；無常
，讓人珍惜因緣；無常，讓人珍惜關係。

野狼150cc

有位年輕人草創事業，開辦了一間工

廠，一心想要發大財的他，每天早上上

班前都會到王爺廟拜拜，祈求王爺賜福

，讓他發財。 

有一天，年輕人到王爺廟燒香禮拜後

，便騎著野狼150cc的摩托車電掣風馳

而去，由於車速太快，剎車不及，不慎

撞上一座橋樑，當場車毀人亡。 

年老的父親承受不了喪子之痛，就跑

到王爺廟裡，指著王爺像責怪道：「如

果我兒子不來禮拜你，也不會送命。他

每天虔誠禮拜你，你不但沒有保佑他，

還讓他命喪黃泉，你這個王爺有什麼用

！」 

老父親愈說愈氣憤，作勢要將王爺像

搗毀。廟祝見狀，立刻上前安撫，說的

話倒也是有理。他說：「老先生，你

千萬不要怪罪王爺不靈感，沒有保佑你

的兒子。你要知道，你兒子騎的是野狼

150cc摩托車，我們王爺騎的是白馬，

王爺雖然也想救他，但是任憑白馬如何

追趕，都趕不上，只有眼睜睜地看著車

速太快的摩托車，砰地一聲，出車禍了

。」 

世間的一切，因果是不會錯亂的，快

也有快的因果。所以，故事中的父親沒

有理由責怪王爺的不是。 

有的人做起事來，總喜歡怪罪別人，

殊不知凡事都有因果關係，要想怎麼收

成，就必須怎麼栽種。又例如，有的人

想要身體健康，自己卻不保重身體，既

不運動，生活也沒有規矩，當然就得不

到健康；有的人夢想賺大錢，自己卻不

勤勞奮鬥，開源節流，必然就無法發財

；有的人想要獲得幫助，自己卻不結緣

，關懷付出，又怎麼能得道多助？ 

所謂「因果」，什麼因招感什麼果，

這是必然的道理。因此，健康有健康的

因果、經濟有經濟的因果、道德有道德

的因果、信仰有信仰的因果，各有各的

因果，平常無論做什麼事情，我們都要

明白因果關係，不能隨意遷怒，怨天尤

人。

貧僧有話要說 二十二說

我被稱為「大師」的緣由

    佛門稱呼  有專精有次第

在佛門裡，稱「大師」的也多，如：太虛

大師、弘一大師、圓瑛大師、虛雲大師、來

果大師、印光大師、法尊大師、法舫大師、

敬安大師等，光是近代佛教的大師，不知道

就有多少，可以說比比皆是。

 甚至，在家的居士也可以稱「大師」，

從印度佛陀時代的維摩大師、善覺大師，到

中國歷史上的善慧大師、龐大師（龐蘊），

到晚近的楊仁山大師、歐陽竟無大師等，大

師之多，不在少數。

除了「大師」，在佛教裡面，對律學有研

究的，稱為「律師」，如：道宣律師、僧祐

律師；對禪學深入的，稱「禪師」，如：百

丈禪師、臨濟禪師；對論藏有貢獻的，稱「

論師」，如：龍樹論師、世親論師、無著論

師等。另外，在各處傳戒的，稱「戒師」，

而一般弘揚佛法、講經說法的，就稱「法師

」了。

此外，還有稱為「和尚」，和尚就更不容

易稱呼了。在叢林寺院裡，可以有很多的大

師、法師、師父，但是管你住了三百人、

五百人，和尚只有一個，就是在六和的僧團

裡，他是主席、親教師，等於是校長的意思

。其他的出家眾，只能以職務稱之，如：當

家師、知客師、糾察師…好比，一個學校有

很多不同專業的老師，但校長只有一個。像

在佛光山，我沒有被稱為「和尚」，但後來

的弟子做了住持，如：心平和尚、心定和尚

、心培和尚、心保和尚，現在已經到了第九

任，他們統統稱「和尚」，就是佛光山以他

們為住持方丈。

「大師」一詞，也有「菩薩」的意思。菩

薩有初發心的菩薩，要經過十信、十住、十

行、十回向、十地，五十階之後，到等覺、

妙覺以上，才能稱「佛」。但在佛教認為，

人人都可以做菩薩。所以我們稱呼大眾為：

各位菩薩、各位初發心菩薩、各位男菩薩、

女菩薩、各位老菩薩、小菩薩。大的菩薩是

等覺位，快要成佛了；小的菩薩才初發心，

正要起步，但不論是大菩薩、小菩薩，統統

燒香、敬佛，不可以用世俗之心與聖者接

觸；只要你心意真誠，任何地方、任何時刻

，獻上心香一瓣，也可稱為「燒頭香」，就

是到寺院裡敲鐘、擊鼓亦是如此。

台灣民間的信仰，到了每年的正月初一，

許多民眾都會到寺院裡「燒頭香、撞頭鐘、

擊頭鼓」，乃至不少廟宇還有「搶頭香」的

習俗，認為搶到頭香來年諸事亨通，平安順

利，因此，只見大批民眾蜂擁而上，爭先恐

後，不惜大打出手，拚了命要搶插頭香，真

是讓人看了膽戰心驚。

甚至於過去在大陸，還有人事先躲在香案

底下，等到零點一秒，時間一到，立刻衝出

來把香插進香爐，表示「這是我的頭香」。

這樣的想法實在不合乎佛意，確實有改善的

必要。

在《六祖壇經》中有一個故事，有一次，

六祖惠能大師集合大眾，說：「我有一樣東

西，它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大

家還識得嗎？」當與會大眾遲遲說不出個所

以然的時候，座下弟子神會立刻就站起來，

回答說：「是諸佛的本源，是眾生的佛性。」

惠能大師聽後，卻呵斥他說：「已經跟你

說是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你卻

還要喚作本源、佛性，就是將來能有出息，

也只不過是個知識分子，不是個大徹大悟的

禪師！」

其實，佛教對於時間的概念是圓形的循環

，沒有前後、頭尾之分、無始亦無終。

「燒頭香、撞頭鐘、擊頭鼓」也是一樣的

道理，它並不是在時間上規定，也不是搶在

別人之前就叫作「燒頭香、撞頭鐘、擊頭鼓

」。燒香是一種恭敬，你有你的頭香、頭鐘

，我也有我的頭香、頭鐘，與別人沒有關係

。你在正月初一燒頭香，我到三月十五才有

時間燒香，那也是我的頭香。頭香並不特定

在哪一天、哪個時間燒，比如，世界各地的

時間都不同，如在台灣是清晨，在洛杉磯則

是傍晚，那麼全世界有一、兩百個國家，寺

廟這麼多，信徒這麼多，哪一個人燒的香才

是頭香？哪一個人撞的鐘才是頭鐘？哪一個

人擊的鼓才是頭鼓呢？

所以，在佛光山我們不稱「燒頭香」，而

稱「燒年香」。往年的過年，佛光山都要等

到晚上十二點零一秒才讓大家撞頭鐘、燒年

香，但我認為要人家等到十二點敲了鐘、燒

了香才回去，路途遙遠，會造成別人的不方

便，佛法是給人方便的。所以，過年到了，

大家燒一炷香，那個年香就是頭香。我們的

心不要給時空、地理錯亂了，燒頭香是沒有

時間標準的。

佛陀上忉利天宮為母親說法，回到人間的

時候，蓮花色搶先於眾弟子之前迎接佛陀。

可是佛陀卻告訴蓮花色：「事實上第一個來

迎接我的人是須菩提。」蓮花色疑惑的問：

「須菩提不是還在室中打坐嗎？怎麼會是第

一位來迎接您的人呢？」佛陀說：「蓮花色

，須菩提現在正在觀空入定，他與真理相應

，就能見到佛陀，這就是迎接佛陀。」

所以說，燒香、敬佛，不可以用世俗之心

與聖者接觸；只要你心意真誠，任何地方、

任何時刻，即使是在家中的佛堂，獻上心香

一瓣，也可稱為「燒頭香」，就是到寺院裡

敲鐘、擊鼓亦是如此。

我認為宗教不可以走向商業化，不能買賣

，宗教是純粹的信仰，宗教是神聖的。每一

個人只要在一年當中，到寺廟插的第一炷香

就是頭香，敲的第一鎚鐘就是頭鐘，擊的第

一陣鼓就是頭鼓，如此才符合佛法平等的意

義。

燒香等提問

問：至今仍不少人相信在大年初一，第一
個將香插在寺廟香爐的人，可為自己帶來一
整年的好運。然而星雲大師提到，人人都可
以有自己的頭香，那麼在為自己上頭香時，
該有什麼樣的心態？
答：燒香是表示恭敬，是表示犧牲，就如

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別人。要燒去自己的

貪欲，才能得到無求的財富；燒去自己的瞋

恨，才能得到無恚的慈悲；要燒去自己的愚

痴，才能得到智能的光明，要把自己的七情

六欲，各種憂煩悲苦、嫉妒狐疑、妄想顛倒

，都能一起燒除，才能獲得自己的所求。希

望每個人在焚香的同時，點燃自己的心香。

問：鐘在佛教裡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答：鐘聲在佛教裡有覺醒的意思。鐘聲除

了當為號令，或者作為宣告事情的訊號，具

有計時、紀事、集眾的功能以外，也有提醒

人反省的意思。所謂鐘聲可以敲醒人的迷夢

，讓人有警覺的提醒，可以使人釐清思路，

往人生的前途出發。基督教的教堂裡，過去

都有鐘聲；佛教的寺院裡，也都有鐘樓、鼓

樓。但由於戰爭的原因，廢止宗教敲鐘，現

在已經很少聽到鐘聲了，所以今日做著迷夢

的人，也就愈來愈多了！

鐘聲雖然是來自教堂、寺院所帶給人的警

覺，但是真正的鐘聲，要來自於每個人的腦

海，來自於每個人的心靈。在日常生活中，

腦海裡要不時有警鐘響起，心靈上要不時有

鐘聲迴盪；自己也要不時的想一想，什麼是

該做的，什麼是不該做的。

問：傳統的佛教寺院裡，都有「晨鐘暮鼓
」的儀式，有什麼特別的含義嗎？
答：寺院晨昏都會敲鐘擊鼓，早晨先敲鐘

後擊鼓，夜晚則先擊鼓後叩鐘，所以有「晨

鐘暮鼓」之說。鐘響，代表醒來了、覺悟了

；暮鼓咚咚，表示偃旗息鼓，大家應該要休

息。鐘鼓，也就代表早晚作息的意思。敲鐘

擊鼓，還有警覺的作用，警惕行者要精進。

  ─節錄自《星雲大師現代詮釋》

頭香與頭鐘、頭鼓

都可以稱「菩薩」。

    稱謂意含 如學位增上

就等於學生，幼稚園的稱為「學生」，中

學生、大學生，甚至碩士生、博士生都是「

學生」。可是，博士生與幼稚園的學生，他

們的差距是很多了。所以，「大師」一詞，

從沙彌大師到菩薩大師，當然此中就有很長

的距離。

不過，過去的大德，他們自己都不太願做

「論師」或「律師」，而都願意稱「菩薩」

。例如，太虛大師都自稱「太虛菩薩」，慈

航法師都稱「慈航菩薩」，為什麼？就等於

明朝的蕅益大師說，稱他比丘，覺得自己還

不夠受持比丘的清淨戒，說他是佛，也還不

敢承擔，所以他們都有一句話說：「比丘不

是佛未成，但願稱我為菩薩。」因為菩薩是

「有學位」，也就等於學生，是慢慢往上升

級的。

所以，稱一聲「大師」，無論是小大師或

大大師，都沒有什麼好計較。就例如我們中

國人經常稱人「先生」，你是教授、學者，

我稱呼你王先生、張先生；你是農夫，甚至

你都不識字，我也可以稱呼你陳先生、林先

生，但沒有人計較這個先生稱得對與不對。

因此，應該在稱「大師」上，也沒有所謂對

與不對。如果我們明白「大師」的意義，便

知道它只是一個假名，還代表「你」的含意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