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六倫

2008/10/21 國防部「國軍九十七年重要幹部研習會」

講於國防大學

◎法鼓山創辦人 聖嚴法師

陳部長、諸位長官，今天現場的長官，都是全中華民國最優秀的軍中

將軍和幹部，其實我懂得很少，特別是對軍中的演講並不豐富，今

天我要講的，是我很熟悉的東西。

一、心的倫理

這幾年來，法鼓山這個團體正在推動一個「心六倫」運動。「心六倫」這

個名詞是新的，而它的關懷面，是現在這個社會所需要的。本來中國

傳統的儒家思想已有「五倫」的觀念，即是父子、君臣、夫婦、兄弟和朋

友，「心六倫」則比「五倫」新增幾個不同的面向。比如族群、自然和職

場的倫理，都是過去「五倫」所沒有的；另外在原來的「五倫」之中，

如「父子」倫理對現代社會來講也不夠完整，所謂不夠完整，就是家

庭倫理之中對於親子、夫婦和兄弟姊妹的關係，並沒有完全含及，因

此「心六倫」也做了加強。

法鼓山推動「心六倫」，就是希望能夠涵蓋現在這個時代、這個世界，

所有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各種各樣關係。現在大家都

很注重環保，體認到環保的重要，實際上，自然跟人類的生命是息

息相關的，因此我們有一個「自然倫理」。還有族群的倫理，過去講族

群，都是比較偏重於宗教與宗教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係，我們

現在講的「族群倫理」，則是每一種生活背景、每一種生活環境，或者

不同的生活區分，以及不同的社會團體之間的關係。還有一個「職場

倫理」，也是過去所沒有的。這是多年前我聽到李國鼎先生的一場演

講，他主張講倫理之中，應當加入一種「群我」關係，就是個人與群

第 1 頁，共 8 頁



體、個人與社會的倫理；凡是超過兩人以上的團體的結合，都叫做群

體。在現代的工商社會，每個人都需要工作，凡是工作的場合，就會

有職場的應對、職場的關係，稱為「職場倫理」。因此，「心六倫」就是

包含了家庭倫理、校園倫理、生活倫理、自然倫理、職場倫理和族群倫

理。

至於倫理的意涵是什麼？又為什麼稱為「心六倫」？凡是講到倫理，

都必須由我們的內心開始，真正從內心去實踐倫理，而不是一種敷

衍的口號而已；以我們誠心誠意的心來實踐倫理的觀念和倫理的道

德，就叫做「心六倫」。

至於倫理和道德，是不是相同？這兩者可以說是相關，卻不盡相同。

倫理，主要是人與人的關係，比如夫妻之間的關係是倫理，長官與

部屬之間關係是倫理。但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一定都具有道德。

有句形容詞叫做「狐群狗黨」，也是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卻不是倫

理，也不是道德。而夫婦之間的關係，如果僅僅是講求平等，算不算

是倫理？如果夫婦之間彼此要求：你燒一餐飯，我也要燒一餐飯；

你生一個孩子，我也要生一個孩子，才叫做平等，可能嗎？這是「論

理」，不是「倫理」。講平等不一定是倫理。現在全世界都在講平等、講

民主，我想請問諸位長官：「人與人之間，是不是能夠做到樣樣平等，

絕對的平等，凡事都平等？」如果人人平等，那麼父子之間是不是也

應該平等？好像是應該平等，但是父子之間，父親有父親的職責，

兒子有兒子的職責；兒子有兒子的立場，父親有父親的立場，如果

父子完全平等，就不是倫理了。

一般講的理，是世間的道理，卻不一定是倫理。「心六倫」講的倫理，

是講人與人之間，每一個人都應該盡責、負責，自己在什麼身分、什

麼立場，就要負起自己應有的責任，擔當自己應盡的義務來。如果身

在其位而不謀其責，就是有失其責，也就不是倫理。

倫理一定是盡責、負責，在什麼立場就做什麼事，是什麼立場的人就

說什麼話。這就是出家人所說的「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但是，在某

些特殊狀況下，你不在這個位子上，能不能說這個話？有的人說：

「事不關己，何必多管閒事！」請問諸位：「多管閒事的事要不要管？」

在軍中，也許這件事不是你的職責所在，可是看到有人貪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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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非法之事，請問諸位要不要管？站在倫理的立場，應該要管。如

果不是從倫理，而從職務來看──這不是我的職務所在，不關我的

事，那我最好不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請問這是倫理嗎？這

不是倫理，而是一種敷衍的現象，也是不道德的。

凡是對於他人、對於團體，對於整體環境有害的行為，都應該要規勸

他們不要做；對於團體有幫助、對於環境有益處的事，我們自己要盡

力，還要鼓勵其他的人一起來做，這就是「心」的倫理。

通常的人都喜歡做好人，卻沒有盡到倫理之責。所謂好人，就是我自

己不做壞事、不說壞話，但是別人做了壞事、說了壞話，反正跟我無

關，我不管它。結果這樣一來，全體都受害。請問這是倫理、是道德嗎？

或者看到有人上吊或者投河，你要不要去救呢？還是想，那是別人

的命，跟我沒關係，我不管閒事！如果是見死不救，就等於殺人！

就像我們見到人做壞事而不去規勸，就等於自己是幫凶，自己也在

做壞事。我們是不忍心見人做壞事，所以去規勸；不忍心見人自殺，

所以要營救。但是在規勸的時候，需要有一點技巧；沒有技巧，可能

自己會受傷，也傷害到其他的人。

二、心是什麼？

其次我要講：「心是什麼？」

心，究竟是什麼？有的人講是良心，有的人講是本性，或者是人格。

但是，這個心跟我有什麼關係？心，究竟是思想的心，還是人格的

心，還是一個主宰的心？所謂主宰，就是主宰自己，對自己負責。可

是剛剛出生的小嬰兒，他是沒有主宰能力的，那麼心在那裡？有的

人老了，行為舉止返老還童，漸漸失去了主宰能力，那這個心是不

是還存在？也有的人說，心就是靈魂，出生時跟著身體一起來，死

亡以後跟著死亡一起離開。是不是這樣子？

心是很不容易弄清楚的，不管是儒家、道家、佛家，都各有各的解釋

法。而從佛教來講，心究竟是什麼？前幾天有一位學者跟我談起這個

問題，他問我「心」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我說，根本沒有「心」這樣東

西，如果有這樣東西，你現在就拿給我看一看。心是非常微妙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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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能量的活動，它活動的時候是有的，不活動的時候就沒有了。

因此在佛教來講，如果一個人並沒有「存心」要去犯法、去做壞事，可

是他實際的行為卻做錯了事，傷害到人，怎麼辦呢？像這種行為在

法律上叫做「無心犯」，他並沒有存心要去預謀或者犯法，可是他做

錯了事，算不算犯法？從佛教來講，如果一個人無心犯了錯，還是

要負責，要負過失之責；這個過失是有的，但是沒有犯罪。佛教講犯

罪，有一個標準：第一，你有沒有存心要犯罪？第二，你知不知道

自己犯了罪？第三，犯了罪之後，自己有沒有想到要悔過？從此以

後不再犯相同的錯？如果這三個心同時都具備了，那這個心是成功

的，心就是存在的。   

三、生命的價值

這幾年，我們也在提倡一個「關懷生命──防治自殺」的活動，我也

在電視上呼籲：「多想兩分鐘，未來還有許多的活路可走！」「只要還

有一口呼吸在，生命就有無限的可能！」這是因為這幾年我們的社會

瀰漫著一股自殺的風氣，在亞洲地區之中，台灣是在韓國、日本之後，

位居第三個自殺人口比例最多的國家。在全世界來講，亞洲地區的自

殺人口高於歐美國家。什麼叫做自殺？凡是有自殺的意念，不管是自

殺身亡，或者是沒有構成死亡的事實，都是自殺。從一個宗教師的立

場來看，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有權利自殺，沒有人有資格結束自己的

生命。殺人與自殺都是殺人罪，凡是有自殺的念頭，也就是我剛才講

的「心」，自己的心已經認知到有我這個生命存在，卻想要放棄生命，

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樣的人都應該要自我悔過，好好反省檢討一下。

我們個人的生命，並不是屬於我們個人自己，而是同時存在於父母、

家庭、學校，以及整個的社會。生命乃是存在於所有的群己關係之間，

如果把自己的生命給傷害了、放棄了，就是一種罪過。從法律的立場，

已經自殺身亡的人，而要去追究其責是不可能的，可是對於社會、對

於倫理來講，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對於家庭、對於學校、對團體都

是不負責任，對於整個國家社會也是不負責任。如果軍中也有這種現

象，請軍中的同胞們要瞭解：自殺跟殺人是完全相同的罪惡，雖然

自殺以後在法律上沒有負什麼責任，但是對於道德倫理是有罪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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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罪過很重大。

我現在要問大家：「生命是有價值的嗎？生命是有價錢的嗎？」一般

人都說：「生命可貴，生命無價！」比如軍人為國家犧牲是無價的，

但是自殺卻是一種罪過，對不起父母從小的養育之恩，也對不起國

家社會的栽培，以及自殺之後，需要大家共同來輔導、幫助，全都是

對不起。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人的生命從出生開始，到自

然死亡為止，都要好好珍惜，我們沒有權利結束自己的生命。而這個

生命屬於誰呢？屬於整個社會、屬於整個世界，甚至於屬於整個的宇

宙。有的人認為，年輕時可對社會貢獻，中年還是為社會奉獻，可是

年紀老了，沒有用了，活著大概沒什麼價值了。但是人老了，就是沒

有價值嗎？比如王永慶先生活到九十二歲，直到生前的最後一天，

他還是非常的有貢獻。

生命的價值，是無法用數據來衡量的。比如說我今年八十歲了，可能

比諸位都大一些，而我的生命有沒有價值呢？如果我不善用它，社

會不用它，就是沒有價值；但是我善用它，社會也需要它，我們的

世界還需要用它，那就是有價值的。也就是我前面講的：「生命的價

值在於它的功能。」不能發揮功能，就沒有價值；只要產生功能，生

命就是有價值的。

但是，有的人說，這是有用的人，那是沒有用的人。好像世界上分成

好多種不同的人，有的人大用，有的人小用，有的人有用，有的人

沒有用。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有用。我們每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雖

然渺小，甚至有的時候好像只在消費社會的資源，生產的功能很小。

即使如此，還是有用，還是有價值，仍然有無限的潛能。它隨時都可

能產生價值，只是這個價值也許現在看不到。有的價值是潛在的，是

不能用金錢、數據去衡量的。人的價值，要從倫理來衡量。

比如說我是一個和尚，有的人好奇和尚有什麼用處？我說：「當你看

到的時候、發現的時候，他就有用；當你沒有發現，就是沒有用的。」

這聽起來好像是很弔詭的一樁事，怎麼會發現的時候有用，不發現

就沒有用呢？在中國禪宗的歷史上，有許多的禪師他們平常看到人

的時候並不講話，看他在山裡面好像也沒做什麼事，可是他們真的

沒有用嗎？有用！他是寺廟的負責人，是山上的住持，這就是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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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人問他：「山上的負責人是誰？在哪裡啊？」他說：「住持在啊，

就是我！」他是這個地方的方丈，他的職務就在那裡，這就是他的功

能。

昨天我在醫院遇到一位老先生，他說他年老沒有用了，活著一天只

是消耗一天的資源，不如早點自殺，好讓子女減輕負擔，社會也少

一些負擔。我說：「你錯了！你活著一天，消費一天，就是一種功能。

兒孫要盡孝，就是靠你來消費；你不消費，不產生做父母的一種消

費的功能，兒孫就沒辦法孝養了。」

活著就是一種功能，就是生命的價值。生命的價值，並不是我今天能

做多少的工，我今天能賺多少的錢，我今天能幫多少人的忙，不是

這種算法；如果是這樣，這不是倫理的價值，而是一種現實、物質觀

的算法。生命的價值，還是要從倫理來衡量。今天我講到這裡為止，

謝謝諸位長官。

◎現場問答

問：報告大師！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在這裡一親您的芳澤。我要問的問

題，說起來簡單，要做到可能很難。前段時間一個朋友叫我寫《心經》，

我寫到一半就想到「佛」這個字，後來有人跟我說：「無憂便是佛！」

但是我想，如果無憂便是佛，那麼大師可能也有憂愁，佛陀可能也

有憂愁。「佛」可能只是個境界，我們只能朝這個理想追求，卻很難很

難達到。您能不能告訴我們一些基本方法，幫助我們進入到無憂的境

界裡去努力、去學習。報告完畢，謝謝。

師：很難啊！世界上最困難的事，往往就是最容易的；而最容易的

事，常常也是最難的。比如說我們會講：「你把心中不舒服的事放下

就好了，放下就沒有事了！」這樣的話任何人都會講，對不對？有許

多的人他們家裡發生事情，你會說：「看開一點嘛！放下好不好？」

但是，真的要自己放下卻做不到。昨天在法鼓山我遇到一個菩薩，他

已經禪修十來年了，還是經常有煩惱。他就問我究竟要修行多久才能

修成功？我說，有的人修一輩子也修不成功，可是有的人修行卻很

容易，只要一句話，他心中的問題就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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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怎麼講法？當你面對這個事實而放下事實，你就是放下了，也就

不被它困擾了。如果你老是想著又想著，想著又想著，老是說要放下、

要放下，不受它困擾，可是事實上你老是在受它困擾，是不是這樣？

修行並不難，把方法真的用上，可能幾秒間就修成了。

問：師父好！您推動「心六倫」，以及規勸很多人在面對感情、生活和

家庭困擾的時候，要他們多想一步，不要自殺，我們都非常佩服您

對社會的許多貢獻。事實上，我們也在部隊從事類似的工作，但是面

對很多的官兵弟兄，有時他們心中有很多困惑、很多困擾，我們都希

望能夠及時幫助他們。師父是不是能提示我們幾個重點，讓我們可以

更積極有效協助這些官兵弟兄，讓他們在困惑的時候獲得及時的幫

助。謝謝。

師：事實上，這種事是沒有什麼特效藥或者是仙丹妙藥的，而要的

是付出耐心、付出愛心。就是我對一個信眾來講，也是要有耐心，要

有慈悲心，付出滿長的時間去傾聽他，然後協助他、瞭解他。最好能

夠多花一點時間去陪伴他，讓他對你生起信心，產生感激心，覺得

你好像就是自己的親兄弟一樣，只有你懂得我，讓我想要把心中的

事告訴你。否則，對於想要自殺的人你跟他講：「你不要自殺，你不

要自殺！」這種話的幫助並不大，他可能會說：「我自殺又不關你的

事！」或是你講：「自殺是很愚蠢的事！」他說：「愚蠢也是我愚蠢啊！

跟你沒有關係！」

最好的辨法，是付出耐心、付出時間和付出慈悲心，同情他、幫助他、

陪伴他，多花一點時間。這樣的效果比較大些。用說服的方法很難有

效果，講再多也沒有用。只有以慈悲心跟他相處，知道他有自殺的念

頭，就多花一點時間跟他相處，才是辨法。

問：師父曾說：「智慧不起煩惱，慈悲沒有敵人。」但是我相信上從部

長，小至小兵，每個人都有煩惱。請師父開示：怎麼樣開啟我們的智

慧，消除我們的煩惱。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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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這兩句話，是我們這個團體裡

面每一個人都在用，都在練習的。智慧，並不是絞盡頭腦去思考，而

是面對當前的事情，是什麼就是什麼，而不用你的思惟、用你主觀的

思考法來看它。它是什麼就是什麼，這看起來好像不是智慧，實際上

是真的智慧。為什麼？因為你沒用你自己的愚蠢的頭腦去想，就是智

慧。

至於為什麼智慧不起煩惱？如果我們能夠平等地看待人，不論這個

對象是我的親人、是我的仇人、是我的家人、是我的鄰居，或者是我非

常痛恨的仇人，當他在我面前出現，都是一視同仁。把他放在人的一

個基本立場，這個時候，你心裡產生的反應是平等的，不會說我恨

他、我怨他、我愛他、我要怎麼對付它等等這些念頭都沒有。當這些念

頭擺下的時候，你的心中就不會有那麼多起伏不平的情緒。情緒不起

伏，你的頭惱是清楚的；頭惱清楚，你的心胸是寬廣的；心胸寬廣，

就是有智慧的一個人了。

因此，「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這兩句話是有關聯的。慈悲就

是平等看待人，平等看待人，你就沒有煩惱；沒有煩惱，你就有智

慧。

對軍人來講，如果大敵當前，這時是需要智慧，還是煩惱？當然需

要智慧。智慧是讓我們不起煩惱，心不受當前的狀況所影響，那就是

沒有煩惱了。但是，這兩句話要做到並不容易！有的人念了好幾年，

始終還是做不到。我說實在沒辦法的話，那你就念觀世音菩薩吧。謝

謝你的問題。

 

（結語）陳肇敏部長：各位同仁，我們非常感謝聖嚴師父，今天師

父可以說是抱病前來為我們開示的，昨天師父還在醫院洗腎。

非常感謝師父給予我們所有的幹部開示，也解說了各位心中罣礙的

問題。希望今天聆聽師父的開示以後，各位都能帶回去，不管在軍中、

在家庭，甚至在社會上，都可以把今天的所學，用來跟你的家人和

親朋好友共享；也希望透過聖嚴師父的教誨，促使我們的社會更和

諧、更團結，大家共同為我們的國家社會來努力。再次感謝師父撥冗

前來演講，請大家起立，熱烈鼓掌感謝聖嚴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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