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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的標準」，這

句名言多半是用來說明真理是經由實踐證

實。但是真理仍是偏向思想的，慈濟實踐

法門是經由實踐通向情感的覺悟；情感的

覺悟才是生命的終極出路。情感的感受無

法用思想取代。但是情感也包含慾望，包

含超越慾望的崇高心靈與信仰。一個人要

墮落，思想擋不住他的墮落；一個人能覺

醒，思想不能完全帶領他走向崇高心靈廓

然而聖的境界。獲致情感的覺悟必須經由

實踐，必須經由真實的行為。因為情感是

維繫在實踐與行為之上的。 
只有通過實踐，體會實踐，了解實

踐，在創造性的行動過程中，人才能通向

情感的覺醒。

人的苦，一方面是因為思想產生的分

別心，因為分別，讓自己孤立，讓自己無

法與更廣大的生命相結合。苦的第二個因

素是私慾。私慾一興起，人就苦。慾求這

個，欲求那個，人就陷入無邊的苦惱慾望

的大海之中。慾望是屬於情感的部分，我

們已經說明它是無法被思想的透澈所完全

取代。情感比起思想對人的影響更為根

本。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誕生許多偉大的

思想體系，但是一實踐起來，又回到人的

私慾裡面，所有自我宣稱是完美的思想體

系，在落入實踐之後都因而變質。實踐成

了真理的墮落場。馬克思主義強調共產，

強調消除剝削形式，但卻造成新的統治階

級。人心的慾望，自私的控制慾造成共產

理想的質變。實踐如何能不落入情感的慾

望裡面，而造成理想的變質？

這就要回到一切實踐過程中，是否能

創造情感的覺悟，是否實踐的場域會引領

人活出本性的善？許多歷史的先聖哲人都

不相信人性是可以改變的，認為惡是人的

本質。因此一切的制度必須建立在對於人

性惡的防備。美國開國元勳喬治‧華盛頓

把這種思惟說得更為露骨。他說：「只有

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人們才會拋下私

慾，去為公益奮鬥努力。當危機過去，人

們又重新回到私慾之中。」但是證嚴上人

所創造的慈濟世界，卻是引領許多人走出

自我生命良善的一面。過去的流氓，今日

成為謙卑的志工；過去紙醉金迷的商人，

如今到最苦的災區為他人的苦難出生入

死；過去在社會上高傲的高成就人士，如

今是師父座下潛心修持自我、投身人群的

弟子。成千上萬的慈濟志工加入慈濟這個

大家庭，改變他們的生命，去除他們的惡

習，無所求地奉獻於社會。這個實踐的場

域是如何造就、如何形塑的？

慈濟的實踐場域對於人性善的激發，

不是透過公權力的強制，而是經由接觸苦

與貧，而得到啟發。他們的奉獻是自發

的、自願的。行善對於慈濟人不是責任，

而是使命；不是任務，而是終生甚或永

恆的願力。這願力經由證嚴上人的親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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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以身作則，傳遞到每一個追隨他的弟

子身上與心中。

慈濟學的真正意義，是證嚴上人開啟

了一全新的領域，這領域「以實踐著手，

經由實踐讓情感得到覺醒。」實踐，一如

先前所言，能夠將主觀與客觀世界結合為

一。情感的覺醒，能夠糾正思想二元化的

困境。只要落入實踐，主觀的個人與客觀

的世界就開始互動而結合。 
實踐的第一個要素是「做」，做的那

一剎那，一定有一個做的人、有一個做的

環境和對象，因此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已

經打通，主體與客體開始結合，這解決了

純粹思想體系，難以避免將自己孤立於客

觀世界的困境。 
實踐的第二個要素是「做什麼？」做什

麼就是價值判斷的問題，什麼該做，什麼

不該做，涉及倫理學議題。傳統哲學探討

價值多半在思想上打轉，但是通過實踐，

價值體系可以在現實中真正建構起來。

實踐的第三個要素是「如何做？」如

何做涉及社會客觀因素的判斷，與主觀的

創造力，如何能夠建構情境因素，讓一件

事能夠經由良好的方式與過程實踐出來。

達到美與善的境地。一個醫療體制要做到

以病人為師，以病人為中心，要如何做才

能達成。一個環保資源回收站要如何做，

才能讓參與者感受到大地資源的可貴，讓

參與志工感受到萬物有情。這些都是決定

於如何掌握客觀環境因素，與主觀創造力

之產生。

實踐第四個要素是「做了什麼？」做

了什麼，必須論及被幫助或從事行動的人

是否真正為他人增進福祉。這是高度社會

意涵與導向。做了什麼可以量化，可以測

量，可以評估。這是實證的體系，以避免

純粹思想因為脫離現實所可能造成的謬

誤，也可以避免進入心靈內向之追尋，與

世間苦難脫離。

實踐的第五個要素「為什麼做？」具

有更高的心靈層次的意涵與自省。究竟我

對他人付出了什麼？付出的志工們卻發覺

得感恩他人給了自己機會去付出；付出之

後才知道自己才是最大的獲益者。雖然人

的常情是在做了些正向的奉獻之後，可能

執著於自我滿足與成就，但是慈濟的實踐

場域卻引領志工心無罣礙地保持無所求的

心情，甚至感恩的心情。這種超越心靈是

慈濟實踐法門最重視的關鍵情感。

慈濟式的實踐法門，突破主客體分離

的困境，將正向價值觀導入，改善社群，

又繼而賦予更高的心靈層次，讓個人在付

出的行動中，獲得情感真正的覺醒。情感

的覺醒是通向生命存有，以及把握真實生

命的完整性之關鍵力量。

而這過程，大愛是關鍵。如果沒有大

愛，個人的行動無法和萬物萬事融合為

一。沒有大愛，就沒有包納融合的力量。

沒有愛，個人的行動會在每一個行動中與

他物、與他人、與世界、與萬有衝突與分

裂，而這是無情的苦惱之根源。

大愛的實踐，是通向情感覺悟的關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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