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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萬清  

 

 

「菩薩」是泛指誓言以「利己利人」為職志的人；菩薩是對生命有所領悟，又希

望將自己的領悟與人分享的人；菩薩是雖然大部分時間處於有所覺悟，卻有時會迷惘

的人；菩薩是不斷淬煉自己，正圓滿具足途中的人。 

「教師」是「幫助學生成長，也促進自己成長」的人；教師是對學問、生命有所

領悟，也希望將自己所學傳授給學生的人；教師是大部分時間（在學生面前）清清楚

楚，偶而也會迷迷糊糊的人；教師是不斷追求學術成就，走向睿智成熟的人。 

「菩薩」、「教師」看來好相似啊！當老師就像行菩薩道一樣，得要「布施」溫和

的笑容面對學生，布施生命經驗協助學生面對生命的挑戰，布施自己領悟的學問給求

知的學生。還要時時記得「持戒」，在行為、語言、思想上遵守倫理道德，不能逾越為

師之道。若有學生不受教、叛逆或背離常道，老師也要「安忍」，瞭解學生正處於顛倒

妄想的狀態，需要老師無條件的接納、無條件的關注，才有機會從迷惘醒悟過來。 

知識會跟隨著時代不斷更新，人會因累積經驗而不停的成長，老師更需要不停的 

「精進」，追求知識、創新知識、改革自己的教學思想與技術，做一個日新又新的老師。 

站在講壇上，面對台下的學生，有人一邊吃喝著餐點一邊聽講，有人撥弄著手機

玩遊戲，有人累癱在桌上，有人看著雜誌，正是老師修「禪定」功夫的時候，能夠不

被外境干擾，能夠內心不亂，繼續教學工作，改變教學策略，將心思離散的學生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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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般若」是人最深沈的靈性智慧，能觀察到人接受一切物質現象之後，連結過去

的思想，採取因應的行動，再根據結果形成認識的過程並沒有誰能主宰，體證一切都

是因緣和合而成。因此，老師若能發揮「般若」智慧，對於半年、一年、兩年的師生

關係，學生選修某學科的態度和行為，以及學生在教室內的行為表現，均能以因緣和

合的觀點視之，不再解釋為學生故意藐視老師、學生缺乏學習動機，而能體認那是學

生、老師、學科知識、過去的學習經驗、社會價值觀等因緣和合而成的現象，不會被

學生激怒而以負面的情緒回報，能轉化學生的情緒，讓學生在老師的言行所反射出來

的鏡子裡，看到自己的正面價值。 

金剛經上記載，佛陀告訴須菩提長老說，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即非菩薩。佛陀的意思是說，菩薩在修行的過程中，若還執著有「我」如何如何的

觀念，「你」如何如何的想法，還區分誰是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誰是有所覺悟的睿智

者，還掛念著如何延續生命，計較我活得比你好或比你差，就不是修行中的菩薩。 

換做老師對來說，老師若有強烈的「我」的觀點，有我在意的學生形象，有我執

著的求學態度；或者老師對學生採取上下不平等的觀點，因掌握評定學生分數高低的

優勢而讓學生感覺受壓迫，因認為學生不如老師而蔑視學生；或者老師在自己的學術

領域上成就非凡，人生經驗體悟上有高人一等的看法，總覺得學生什麼都不懂，不想

和這些渾渾噩噩的小子混在一起：或者認為自己比學生年長，吃過的鹽比學生吃過的

飯多，學生的見解和經驗不值得聽，不值得重視。有這些觀念的老師在發現知識、創

造知識與體悟生命旅程中有所得，卻受學生的行為、態度影響而產生煩惱，疏忽協助

學生走上正確道路的理想，當然就無法達成「自利利人」的目標了。 

當老師就是在行菩薩道，老師就是「自利利人」的助人者。助人者會因助人而提

高自尊，過著快樂的生活，行菩薩道可以讓人的靈性更清明，讓身心愉悅，雖處渾濁

之境也不染著污穢之氣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