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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府⼤學講座教授兼院⻑

The wisdom of Master Hong Yi

掃地亦是修行〜弘一大師，2016, p.116

Sweeping the Ground is a Kind of Practice〜Hong Yi, 2016, p.116

        「長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壺濁酒盡

餘歡，今宵別夢寒……」這是⾸⼤家⽿熟能詳且⾄今仍膾炙⼈⼝的曲⼦。原曲出⾃美國⾳樂家Jong Pond Ordway

的《夢⾒家與⺟親》（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中文則由集文學、詩詞、藝術、繪畫、書法、篆刻、

戲劇、⾳樂專⻑於⼀⾝（王鲁湘，2013，3⽉6⽇；維基百科，2018）的李叔同（1880-1942）填詞⽽成。

        弘⼀⼤師法名演⾳，出家前的俗名為李叔同，文濤乃其學名。1880年，出⽣於天津，曾留學⽇本（1905-

1910），潛⼼研究美學救國之道。留⽇前，他曾就讀南洋公學（即今交通⼤學前⾝），是教育家蔡元培（1868-

1940）的弟⼦；1905年，他於⺟親去世後，東渡⽇本東京美術學校和⾳樂學校（東京藝術⼤學前⾝），修習⻄洋

繪畫和⾳樂，是中國⾸位引進⼈體（裸體）寫⽣的藝術教育家。

        留⽇期間（1906年），李叔同為了中國黃河⽔災波及的兩淮（蘇皖兩省）受災難⺠，在其創辦的《春柳社》發

起義演，當年演的名劇乃法國著名作家⼩仲⾺（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5）於1848年出版之《茶花女》

（La dame aux camélias）⼩說（Wikipedia, 2018），並藉此進⾏募款以賑災（李叔同，2015；維基百

科，2018）。當時李叔同反串茶花女女主⾓瑪格麗特（Marguerite）—⼀位出⾝貧寒，隻⾝來到巴黎當交際花的

女⼦。當次的演出在⽇本東京樂座相當轟動，李叔同的藝術才能也因此備受⽇本藝術家的肯定與賞識（Wikipedia,

2018）。更重要的，該次的義演也開啟中國話劇之先河。

        ⽇本返國後，於1912年，李叔同曾擔任今浙江師範學院（當時為浙江省第⼀師範學校）的⾳樂及美術教師，與

教育家夏丏尊（1886-1946）是同事，豐⼦愷（1989-1975）、劉質平（1894-1978）等⾳樂與藝術的名⼈都是他

當時在浙江師範學院的學⽣，也是其在1918年（39歲）於杭州虎跑寺剃髮為僧後，冀望能傳其美學救國衣缽，代其

完成俗世未了宏願的主要⾨⽣（李叔同，2015）。可喜的是，這兩位⾨⽣均未辱使命，在此⽅⾯有傑出表現，只是

是否救了國，就非本文所能評斷者。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李叔同出家後，仍強調「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

佛」（⺠初思韻，2018），此乃弘⼀⼤師將藝術救國提升為「念佛救國」之具體明證。念佛能否救國，也非吾輩得

以任意置喙者。然⽽，李叔同出家為僧的24年間，就是⾝體⼒⾏，嚴謹⾃律，度化世⼈，即致⼒於以佛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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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具「翻轉」性戲劇效果的李叔同，其⽣命中的轉折猶如其個⼈的才學般，既多元、多彩⼜多磨難。他⾃

⼰愛做的事，他⼀件件去作；他⾃⼰該承擔的磨難，他也⼀個個去承受，絕不迴避、不推辭（弘⼀⼤師，2016），

其⼀⽣真可謂波瀾壯闊與蜿蜒曲折兼容並蓄。1942年10⽉13⽇，弘⼀⼤師圓寂於福建泉州，終年63歲，被尊為南

⼭律宗⼤師，是律宗第⼗⼀世祖，享譽海內外（維基百科，2018）。

        出⽣官宦富豪之家的李叔同，並非如⼀般世俗想像中的富⼆代，如「天知嬌⼦」般被對待，此乃因為其⺟親並

非正室，⽽是清同治進⼠李世珍的第三位姨太太，在家族中的地位極為低微，並備受⼤房欺壓（王鲁湘，2013，3

⽉6⽇；維基百科，2018），因此，李叔同的⽗親雖然官任吏部主事，辭官後⼜為天津⼤鹽商，並兼營銀號，但李

叔同五歲時⽗親便辭世，李叔同⺟⼦⼀家在家族中更失所怙，過著備受輕蔑的⽇⼦（王鲁湘，2013，3⽉6⽇）。復

以，李叔同的⾏為在家族⻑輩看來總是乖戾不受教，⽽且⼀天到晚無所事事，既不喜經商，⼜不為官，且無視祖制

與家規，亦終⽇沈迷於書畫篆刻和戲劇。此等⾏徑均不符當時之社會⺠情和家族期望（李叔同，2015；王鲁

湘，2013，3⽉6⽇）。家族中最了解與認同李叔同的就是他⾃⼰的⺟親，這種「相知之情」也棉密地將李叔同⺟⼦

的情感融為⼀體，彼此「相依為命」的鏈結因此更為緊密。

        如上所述，李叔同的⽗親去官後，經營鹽業和銀⾏業，此兩種⾏業都是當時具有強⼤政商背景者⽅可為之的⼤

⾏業。照理說，李叔同這樣的富⼆代，其⽣活應該無憂無慮；然⽽，實質上，李叔同的⽣⺟在夫家家族中的卑微地

位及其所承受的磨難（李叔同，2016），在李叔同幼年成⻑的⼼靈中已經深深烙下不為⼈知的「創傷」。他深深感

受到⺟親的⼀⽣不但辛苦，⽽且極不快樂。李叔同體會⺟親艱辛度⽇的「⼼痛⼜無奈的情結」，可能成為促使其⼼

中在不知不覺中已更趨向佛的世界。其後，李叔同剃度出家，由俗轉佛，可能亦與此有關。然⽽，⾃幼看到⾃⼰⺟

親因為⼩妾的⾝分，必須「寄⼈籬下」，看⼈臉⾊過⽇⼦，不能⾃主，⼜得委曲求全，這些⼼理創傷，在李叔同的

稚嫩⼼中，已深埋了對⺟親的悲憫和孝敬之情（王鲁湘，2013，3⽉6⽇）。此可由李叔同熱切渴望東渡留學之⾏遲

遲未果，且直到其⺟親去世後⽅成⾏的事實，可⾒⼀斑。

        李叔同的家族篤信佛教，⾃幼的⽣活早被佛教的氛圍所圍繞（維基百科，2018），李叔同悲憫天下的情懷，恐

⾃其幼時期即已萌⽣。惟，李叔同⾃幼志氣⾼，⼜有才⼦的傲骨，對世俗的貪腐和社會的不平都難以容忍。於是，

他只好把這份憂國憂⺠的⼼思寄予詩詞歌賦、文學戲劇、書法篆刻，以略慰⼼中苦悶。期間，李叔同亦結識了若⼲

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當時戲園⼦的名⾓楊翠喜（維基百科，2018）。

        李叔同的⺟親看到⾃⼰唯⼀的孩⼦對官僚強奪其所愛—梨園名伶楊翠喜，無法接受卻⼜無⼒抗拒的⼼靈苦悶下

導致的鬱悶和鬱鬱寡歡，意志也隨之與⽇消沉，於是為李叔同擇取芳齡20的天津商之女俞⽒與之成親，當時李叔同

才18歲（維基百科，2018；王鲁湘，2013，3⽉6⽇）。俞⽒不愧是名⾨閨秀，既是相夫教⼦，⼜溫柔嫻熟⽽善

良，是古代良妻之典範。李叔同⼀向孝順，雖然並非出⾃其本意成親，但仍未拂逆⺟親的⼼意，與俞⽒育有三⼦，

然⻑⼦出⽣後隨即夭折（維基百科，2018）。此李叔同與其第⼀任夫⼈在⻑⼦夭折後，⼜有⼆、三兩⼦，此說明李

叔同與第⼀任妻⼦鶼鰈情深？抑或這是掩飾其婚姻⽣活不快樂的障眼法，尤其是為了不讓⺟親察覺⾃⼰的不快樂。

孰真孰假？耐⼈尋味。

        ⼈最強⼤的時候，不是堅持的時候，⽽是放下的時候（弘⼀⼤師，2016）；所謂「⼀念放下，萬般⾃在」是也

（弘⼀⼤師，2016）。弘⼀⼤師（2016）也說，⼈⽣就像是旅⾏，有些⼈為了輕裝上路，把責任和道義扔下，這

是⼀種錯誤的取捨，可⾒，李叔同的出家並非單純地為了逃避責任。世⼈迄今對於弘⼀⼤師棄絕塵世，遁入空⾨仍

有不同的臆測，但是，就弘⼀⼤師本⼈的陳述，則是為了追求⼀種更⾼、更理想的⽅式，以教化⾃⼰和世⼈（弘⼀

⼤師，2016）。⼀⾔以蔽之，弘⼀⼤師出家的本意和其實質的作法，都⾒證了其承擔社會責任的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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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推動⼤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2015）指出，為落實全國各⼤學實踐⼤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教育部⾃106年起，啟動「⼤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勵各⼤學組成夥伴學校，

藉此積極落實⼤學社會責任。

        析⾔之，⼤學應⾛出學術的象牙塔，主動結合社區文化團體和地⽅政府資源，營造學⽣對社區的在地認同感，

進⽽發覺或挖掘問題，並共同尋求解決問題的夥伴和策略，俾透過在地優勢之跨域、跨校、跨領域的分⼯合作及合

作參與，協助區域整合，藉由學習和為社會服務的過程，讓學⽣感受到被社區需要，讓社區「看到」⼤學對社區整

體營造和未來永續發展所推動的師⽣社會創新，創造出符合在地城鄉、產業及文化發展的新價值。此即21世紀⼤學

的社會責任。

       ⽣活於塵世的李叔同立志以藝術救國，弘⼀⼤師則以其24年的僧侶⽣涯，⾝體⼒⾏地以佛救國，兩者雖是塵俗

和出世兩⼤不同的環境，但⼼智和⾏動的本質則均在盡⼀份個⼈的社會責任。所謂「⼀個偉⼤的城市應該有⼀所偉

⼤的⼤學」（教育部電⼦報⼩組，2017），此⾔道出，⼤學應該承擔其社會責任的使命感。

       惟⼤學的社會使命感與其學術研究和化育⼈才的⽬標有否牴觸？仍是值得深思的議題，也是眾說紛紜，尚未有

定論。舉凡對⼤學之社會使命抱持正向⽀持者認定，⼤學實踐其社會責任，消極地可破除⼤學⾃我封閉於「學術象

牙塔」的窠⾅，⼜可積極地讓學⽣的職能培育，能和社會的脈動無縫接軌。當然，最重要的是，隨著資訊社會呈現

的地球扁平時代和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學的學術不應再局限於⼤學殿堂中，⽽應該步出⼤學圍牆，昂⾸闊步地引

領社會的變⾰和創新。套句李叔同的話，⼤學是學術的殿堂，所以，⼤學應「以學術救國」，⽽步出校園，為社會

做出貢獻，即⼤學以學術救國之具體作法。

        相對的，持反對意⾒者則堅持⼤學應是學術研究的聖地，並非實踐之實⽤場域。因此，雖然教育體制乃社會與

政治體制的縮影，但是，⼤學培育出來的⼈才，毋庸置疑地需要擔負社會公⺠的責任，然⽽，此與⼤學汲汲營營地

要求學⽣進入社區，並勉強學⽣去認同在地的理念，此兩者間⼤不相同。⼤學協助或⿎勵學⽣⾛入社區，並提供學

⽣將其所學貢獻社區，也讓社區提供學⽣做中學的知能轉化機會，原不是壞事，⽽是學⽣成⻑歷程必經的⼀環。然

⽽，若此社區服務、⾃我認同和學⽣專業知能的提升有所牴觸時，則⼤學就應義無反顧地以豐富學⼦的專業知能為

主，⽽以服務社區為輔。孰優孰劣？⼤學⼜該如何安⾝立命？

        協助學⽣認同在地，並能被在地認同，此乃⼤學學習⽣活化的特⾊；然⽽，⼤學若欲其學⽣在社會有所作為，

有能⼒服務或引領社會的發展，則⼤學應讓學⽣在學習期間好好充實其專業知能，扎實其學術研究和專業知能，同

時，提升其智慧⼼靈，尤其是獨立思考、批判能⼒和問題解決能⼒，因此，⼤學雖不必急於讓⼤學⽣實際地「參

與」社會，更不宜以強迫的⽅式，要求學⽣在求學期間即完全實踐其社會責任。

        實踐社會責任是每個⼈⼀輩⼦的事，故，⼤學或其學⽣也必須按部就班，先以充實專業知能和提升⼼靈⾼度和

廣度為要務，學有遺⼒後，再奉獻社會。再者，終⾝學習是⼀輩⼦的任務，更非⼀蹴可幾，⽽⼤學的社會責任乃每

位⼤學⽣畢業後必須承擔的天職，其承擔的能⼒和智慧，則繫乎⼤學學習的品質與成效。可⾒，縱令承擔社會責任

是⼤學的使命，但是，無論政府、學校教師或領導者，均不可揠苗助⻑，⽽應循序漸進，耐⼼培養，循循善誘，此

⽅是正道。

        《⼤學法》第⼀條，揭櫫我國⼤學的任務，旨在研究學術，培育⼈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

但是，該法並未闡明⼤學這麼複雜⽽多元的任務是否可以因⼈⽽異？是否可以因校⽽不同？該法亦未指明，⼤學應

以研究學術、培養⼈才為⾸要？抑或以服務社會為優先？那麼，⼤學的宗旨應是學術研究為先？抑或社會服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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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以李叔同的塵世⼈⽣與弘⼀⼤師出家為僧的⽣命意義⾔之，既非孰先孰後的問題，亦非⼀個「緣」字的因緣際

會，⽽是每個⼈⼼中掌握的⼀把尺。就此⾔之，⼤學的社會責任應由⼤學本⾝或⼤學⽣⾃⼰定奪，⽽非政府的⼀紙

命令或⼀個政策的制定就為各個⼤學或⼤學⽣決定其學習與⽣命的何去何從。

        綜⾔之，李叔同甚為重視個⼈的⾃由，他不喜歡受到環境或文化的羈絆，⽽其出世亦是本乎其⼼之舉。同理，

社會責任雖然是⼤學的使命之⼀，但是，⼤學在學術研究與社會服務之間如何取捨，應交由⼤學⾃⾏抉擇，此⽅是

尊重⼤學學術⾃主性和其學術研究⾃由度的表徵。或許如弘⼀⼤師所⾔，「掃地就是⼀種修⾏」（弘⼀⼤

師，2016：116）。掃地不僅僅是淨化環境，更旨在淨化⼼靈。由此可推，⼤學⽣在畢業之前承擔服務社會的責

任，也是⼀種修⾏—⼀種淨化⼼靈、增⻑智慧的法⾨。如此，則⼤學的學術研究與社會服務不再是無法交融的平⾏

線，⽽是可以有機結合的相交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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