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徒的除夕守歲 

果如法師 

 

過年到了，有個很好的傳統，做兒女要替父母守歲。什麼是守歲？就是在年終最後一

晚不睡覺，一直捱到第二天，替自己堂上的老人來祈福，祝他們身體健康、長命百歲。可

惜，現在大多數人年三十那天都是在吃喝玩樂，守歲的實質精神已經變質了。 

 

今年祖師禪林要舉辦真正的守歲，從除夕夜晚上十一點守歲到隔日大年初一凌晨一

點，共 2 小時，要帶領大家來做懺摩、拜願跟叩鐘。 

 

一方面是以我們禮佛的功德替父母祈求福壽綿長，給予雙親最好的祝福；另一方面，

是對過去一年來的所作所為，好好審視、懺悔一番。例如做兒女的能不能把自己照顧好，

讓父母不要擔心？即便一年到頭都很忙，起碼在年終最後一兩個小時做徹底反省，在新舊

年度交接的午夜之際，拜願祈求佛菩薩的加持，讓自己有個新的開始。 

 

￭自我反省與祝願，新年才有新氣象 

台灣話的｢春｣很有意思，新春，不僅指春天到來，它的發音也跟｢伸｣的台語發音相同，

所以亦有大伸展、大邁進的意思，就像筋骨老邁或機器運轉久了運行得不順暢，就是｢嘸

春｣（台語），上點潤滑油又會再度流暢，再度｢矮春｣（台語）。新春不是只向外祈求佛菩

薩賜福，而是自己要知所反省、知所祝願，但祝願不是靠佛菩薩加被、賜予的，而是我們

要給自己一個理想、目標跟希望，祝自己在新的一年有一番新氣象。要有新氣象不能光靠

空思妄想，要真正的實踐力行以及對生命的覺照跟期許，如此才能一年到頭都非常好，真

正的｢春｣跟｢伸｣（台語）。 

從今年除夕夜起，我們要在祖師禪林把這個很好的風俗，傳承下去。最先開始時，我

們以叩鐘偈來祈求，希望淪落苦道的地獄眾生，能聽聞到鐘聲而離苦得樂。但是，真的是

地獄道的眾生最苦嗎？其實是我們最苦。 

 

地獄道的眾生之苦，你只從佛經上聽聞，並未真實體驗到，真正最苦的是你在面對生

命各種問題時的心態，讓自己無時無刻不受摧折，那才是最苦的。好比你對一件事情的不

滿，可以從年初到年尾都擺在心裡，猶如燃起一把烈火在不斷地自焚，這就是將自己推向

刑罰沒有間斷的無間地獄受苦，如同佛經中描述的地獄道眾生一樣，受烈火燒灼炮烙，餓

吞鐵丸、渴飲銅汁、身抱銅柱、時時刻刻在刀山劍林中受割刺，被刑囚得千生萬死，死後

被風一吹馬上又復活了，再繼續不斷受刑。 

 



￭地獄不在外，而在我們心中 

 

佛法告訴我們，在地獄道中所受的痛苦是無間的、生死也是無間的，只要你沒有讓慈

悲、智慧、願力生發出來，當面對生命中無法跨邁的困頓與橫逆之時，你就會將自己推向

地獄，讓痛苦煎熬一輩子跟著你，如影隨形、永遠不死。 

 

所以，當法鐘一叩撞、<叩鐘偈>一唱誦出來，我們祈願仗佛的光明慈悲，在新年將來、

舊年逝去的時刻，鐘聲能傳達至六道裡最苦的地獄道眾生的耳中，令他們當下離苦痛、得

清涼，並祈願：有佛法的地方，處處在在都清涼。 

 

更重要的是明白：一切佛法都是要往心地去觀想、去匯歸，知道地獄不在外，而在我

們心中，因此就要知道如何仗佛法消融自我，不要把過去一切緊抓不放，不但常常掀自己

跟他人的舊帳，還要連本帶利追討，最後弄到血本無歸。要學會如何去｢度一切苦厄｣，做

到<叩鐘偈>所示：「聞鐘聲，煩惱輕，智慧長，菩提生，離地獄，出火坑，願成佛，度眾

生。」聞鐘聲，何以能消煩惱？因為鐘聲不單指耳際渾厚悠遠的鐘聲，它指的其實是佛法

之聲。 

 

￭叩鐘偈，佛教裡的平安歌 

 

希望大家都來一起學習唱誦<叩鐘偈>，這個偈子的字詞內涵很美，尤其是在子夜時

分，四下靜寂之時，唱誦起來往往會令人掉淚。這是佛教的平安歌，外國人在聖誕節的平

安夜要唱平安歌，但我們佛教平安歌的意涵，在於如何救濟苦難眾生能真正離苦得樂。不

僅只是救濟地獄道眾生，也是自我救濟，消融我們在心中構築起的地獄，解放自己。  

 

所謂的生命是每分每秒積累而成的，你能很莊嚴真切的對待它，以後的日子必然光

明，再回首時也不會覺得辜負自己一生，這就是我們學習、誦念叩鐘偈的意義。而不是只

停留在粗淺的表層，覺得叩鐘聲響很感人，或地獄眾生苦難有待拯救，卻不知如何藉此讓

法法匯歸到心地裡來，莊嚴、清淨自己。 

 

更進一步，還要積極開發出生命裡內在真實的美好。切莫佛法愈學愈消極，好像只是

一個行將就木之人，只會進出佛門念佛求來生，這都是錯誤的。愈到晚年愈是夕陽無限好，

要讓自己的夕陽餘暉甚至比破曉的朝日更美。 

 

￭活在當下，佛在當下 

 

大年廿九、三十到來，代表一年將盡，而我們的生命也有盡頭，佛告訴我們人命就只

在一個呼吸之間，不要想自己還有多少日子可活，只要一口氣上不來，就叫死人，所以，

大家何妨問問自己：對生命的盡頭有所準備嗎？ 

 



隨時要有準備，並對分秎秒秒的生命加以經營跟珍惜，每一分秒都過得很充實，即便

再回首過往，也會覺得很安慰。不管未來還有多少日子，只要你現在每一分秒都是自在、

灑脫、充實，對於未來尚未發生的事，有什麼好再去妄想、臆測的？根本不需要了！佛法

告訴我們，要去發現生命的價值跟可貴，這才叫究竟當下的解脫。活出自己真實的生命，

才叫做活在當下、佛在當下。 

 

從叩鐘偈、從守歲，我們都要能發現生命的意義跟價值。若自覺有任何缺失，就要去

補足、改正它，掌握住自我的生命真實意義，這才不辜負身為一位佛教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