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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這不是一本宗教的書籍，

而是介紹一位資質很普通的人，

如何通過 25年的尋找，

終於找到了心性答案的故事。

我生長在一個幸福溫暖的大家庭中，

生命的前 28年，

我沒有甚麼心靈方面的追求，

只是順著現代社會的標準人生軌道，

隨波逐流，

進了普林斯頓，入了投資銀行；

進了哈佛MBA，入了麥肯錫。

直到父親送了我很多西方學府的科研報告，

使我對輪迴是否存在產生了巨大的懷疑。

它要麼存在，要麼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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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不存在，那最好，我可以照常生活；

萬一存在，哪怕只有萬分之一的可能，

那我的生命非得改變不可。

因為，

即使在看這一本書的每一位，

在生生世世中，

都可能做過我的父母師長、兄弟姐妹、妻子兒女……

為了找答案，我上山參加禪七（連續七天的禁語密集禪修），

意外地發現，

本來以為自己的心念、思想、情緒，

完全是在自己掌握之中，

但一靜下來，腦海中，

過去未來，歡喜煩惱，如翻江倒海，根本不受控制，

才發現自己竟然並不是自己身心的主人，

我的心並不完全受自己掌控，

怎麼回事？怎麼辦？

為了“專業”地找答案，

我出家為僧三年，

在禪宗、漢傳佛法、藏傳佛法中找尋修心的方法。

離開寺院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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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自台灣，找到了大陸，

找到藏區—西藏、青海、雲南，又找到了印度、尼泊爾。

　

我曾經追隨四十多位高僧活佛學習，

生起大信心、大歡喜。

但由於自己知見不清楚，向心外求法，

也曾受了不少騙，傷了很多心，吃了很多苦，走了很多彎路。

但是，

我一直沒有退轉，沒有停止尋找。

現在，

我終於找到了心性的答案。

體悟到禪修的關鍵是“覺”，

只要拿到“覺”這個打開心性的鑰匙，

一切智慧慈悲，本自具足！

心中充滿歡喜，充滿感恩。

我才知道，無上珍寶，真的是在自己的心中，不必外求；

它從來沒有離開過我，

只是過去我忘了，沒有認出它來。

兩年前，我協助父親，將他近 30年的修行心得，

結合科學與開發覺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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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成為一門新的綜合學科—覺性科學，

在台灣的大學中，開設了正式的三年學分課程。

現在，

推廣這套科學化、現代化、生活化的修行體系，

讓認真尋找心性的朋友們，不必走彎路，

我們走了二三十年的路，在四五年就能到達。

這是我的願心，也是我寫這本書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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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頭看時，覺得自己真是挺有福氣的，能夠投胎投

到這樣一個家庭裡，我們幾個兄弟姐妹讀書、做事、

做人不論怎樣，至少都是很正派的人，這個不是父母

教出來的，是他們以身作則帶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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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

1964年 10月 11日，我出生在紐約市的哥倫比亞大學長

老教會醫院。那時候我母親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微生物博士，

父親在紐約大學庫蘭特數學研究所讀數學博士。

出生不到兩個月，爺爺得了肝癌，父母帶我回國陪爺

爺。爺爺過世後，把我留下來陪奶奶，一年多之後回到紐約。

據說我小時候非常聰明，一歲多就會背很多唐詩。不過

後來有一次奔跑時撞到柱子，一半的臉都成了黑青色，我想

大概是從那個時候起就變笨了很多。

哥倫比亞大學緊鄰哈林區，但為了母親上學方便，我

們住在她學校旁邊的一棟簡單公寓裡，每天父親坐地鐵到紐

約市的南邊去上課。哈林區是相當危險的貧民窟，到今天我

還記得，有一次從窗口看到小偷從天井的防火梯爬進對面人

家，有人報警之後，來了一個肥胖的警察，他一面爬，一面

發抖，我好奇地偷偷看著。

我回到美國，不會英文，不喜歡上幼稚園，也沒有朋

友，總是一個人躲在教室最後面和天竺鼠玩。去公園的時

候，老師總是擔心我落後走丟。最深的印象，是一次上廁所

時，沒有衛生紙，又有人把燈關了，我一個人在黑暗中，不

知道該怎麼辦，坐在馬桶上很久很久。

到 5歲多的時候，蔣中正先生和蔣經國先生希望我父親

回台灣工作，讓王永慶先生出面請他做明志工專—現在的

明志大學—的校長，是台灣最年輕的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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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學在復興小學，是一個明星小學，有點兒像現在的

北京四中，學生讀書成績都特別好，多半家境也比較好。

剛回國時我們住在信義路我爺爺的公館裡，院子很大，

還有假山和防空洞。後來沒多久，這個老房子被拆掉了，那

塊地方後來做成了紀念蔣中正先生的中正紀念堂。我們就搬

到了仁愛路三段 120號，在空軍總部的正對面，地點有點像

是在北京長安街的正中心地帶。房子大概 900平方米，佔地

大約 1500平方米。

原來全家和奶奶一起住在一棟房子裡。奶奶的房子樓

下是大客廳、大飯廳、小飯廳、一個書房，還有廚房跟地下

室；樓上是奶奶的臥室、會客房，父母房，我和弟弟一間，

還有一間是照顧奶奶的老家人住的。

後來孩子多了，把車庫上面加蓋了大約 150平方米，父

母和我們五個孩子住。三間臥室，一間小客廳，一間小廚

房。三間臥室父母住一間，我和我二弟住一間，三個小的弟

弟妹妹住一間。樓下車庫後面還有工作人員吃飯和住宿的

地方。

我的兄弟姐妹

我二弟陳宇銘，1967年出生，比我小兩歲半。我出國以

後，強烈建議他也出來讀書。他大學讀了華頓商學院的一個

特殊課程，在四年內同時拿到華頓商學院大學部以及電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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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部的雙重學士。畢業後去摩根士丹利做了一段時間投行以

及醫療方面的創投基金，後來又進了哈佛法律學院，拿到法

律博士。哈佛畢業之後，回台灣參加了很多次禪七，決定去

佛光山佛學院，讀了一段時間，然後在我們的陳誠文教基金

會任職，做了非常多的慈善公益項目。

他是一位謙謙的儒家君子，很善良，對自己要求很嚴，

朋友很多。那時還辦了許多民間書院，在台灣推廣中華文化

和兒童讀誦四書五經。同時組織了很多朝聖團，到尼泊爾聖

地向許多高僧活佛求法，在那裡支持和創建了許多公益慈善

項目。

後來有一天，他突然不見了，再出現的時候我們才知道

他一個人去了美國，在一個山裡閉關。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就一個人過著。中間沒錢了就跑出來打零工、擦窗、洗車，

賺點錢又回去閉關，直到大概 2004年，他才又開始出來做

些事業，住在三藩市一帶，從事房地產和能源方面的交易，

同時擔任好幾家公司的財務長。

他喜歡禪修閉關，在山頭上買了一棟巨大的別墅和一棟

客人住的房子，從門口開車到主房子要好幾分鐘時間。2013

年，他事業的因緣突然成熟了，在加州開展了幾個大型旅遊

房地產項目，又被邀請參加成了一家大型投資基金的合伙

人，同時出任幾家公司總裁，包括一家他投資多年的高科技

飛機公司的 CEO，有多項美國國防部委託研發的獨特旋翼直

升機技術，和國內企業合作生產。他最大的心願是早日放下

一切去閉關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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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弟陳宇慷，比我小七歲，也在我的建議下出國讀

書，申請進了明星學校—聖保羅初中和高中，所以英文特

別好，打橄欖球，體格強壯，到今天仍常跑鐵人三項。他是

標準的老三性格，特別和善，總是在照顧別人、幫別人忙，

男孩女孩都喜歡他，朋友滿天下。後來進了麻省理工學院，

畢業之後回到台灣跟朋友一起做了一家拍攝電影和電視廣告

的公司，一直到今天，做得非常成功。他是一個超級穩重、

溫暖的好先生、好爸爸，和青梅竹馬、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程

思聆女士結婚，幸福美滿，兩人從來沒吵過架，生有四個孩

子，最大的已經上初中了。

老四是妹妹，叫陳宇慧。她跟我們幾個哥哥不一樣，

她遺傳了父親的頭腦跟智商，還有母親的特強的記憶能力。

她在台灣讀復興小學、初中，之後考進師大附中。在我記憶

中，她永遠都是全校第一名，只有一次可能考了第二名，回

家大哭，我們勸了好久。她也不是總在讀書，只是腦筋特

別好。

師大附中讀完之後，她托福成績是當時台灣最高分，申

請進了麻省理工學院，畢業之後，大多時間住在香港，在摩

根大通等銀行、投行工作。

最不可思議的是，她一邊做投行，一邊生了五個小孩，

一邊還寫了四部暢銷武俠小說，一共三四百萬字，非常出

名，被兩岸三地譽為“女金庸”。我們幾個哥哥們，總會說

這是因為我們從小帶她看武俠小說的原因！

我三弟和四妹也是麻省理工學院佛學社的創始人，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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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接觸了佛法。他們也看了很多佛書，參加了很多法會

和禪修。我妹妹幾乎會背誦整部《金剛經》，她寫的第二套

武俠小說叫做《靈劍》，把很多神通的境界和修行感覺融會

在了一起。金庸的小說也曾涉獵過一部分這方面內容，但我

覺得沒有到我妹妹寫的這個深度，而且她是一位有正見的修

行人，所以她寫得很通俗易懂又有趣，又不失正確的見解。

雖然我妹妹沒有像其他幾個兄弟這樣投入佛教修行，但是通

過她的武俠小說，把那些特別好的觀念，用一般人容易接受

的方式表達出來，我覺得非常了不起，兄弟們都沒有她的這

個頭腦。

老五是弟弟，陳宇全，比我小 14歲，他開始懂事的時

候，全家都開始學佛了，所以他很小就接觸了佛法。他很特

別—在讀初中高中的時候，校長和訓導主任就常常會跟他

聊，商量怎麼去幫助那些不良少年學生，因為他總是善於傾

聽，而且總很真心地幫助別人，他也很照顧一些不良少年，

他說這些人主要是內心很苦，通常是家裡有問題，如果真正

感同身受地去幫助他們，跟他們交朋友其實很容易，就這

樣，校長和訓導主任都搞不定的流氓學生很多都成了他的

朋友。

他讀完初中，看到我們都從國外留學回來，拿了很好

的學歷，在很多人羨慕的跨國金融顧問企業中工作，就說，

我覺得哥哥姐姐們沒有找到人生真正的意義，修行並沒有成

就，如果讀了那麼多書，花了那麼多工夫也還沒找到，我幹

嘛也要去走那麼一圈？他就跟我父母說要去讀佛學院，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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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哥哥姐姐的路。所以他初中畢業就去讀了佛光山佛學院。

後來他去西藏學藏文，又去尼泊爾求法。1997年，他在

尼泊爾跟隨創古仁波切出家，出家後留在尼泊爾的佛學院繼

續讀書，拿到了“堪布”的學位，相當於佛學教授的資格，

我們現在都稱他為堪布羅卓丹傑。他的藏文非常流利，現在

是第十七世大寶法王最主要的中文翻譯，也可以說是大寶法

王最好的朋友和弟子之一。為了更了解世界、幫助更多人，

他正在台灣大學進修 EMBA。他常在台灣、香港和東南亞各

地巡迴教學，也幫一些藏傳大師們翻譯。他的教學特別現代

又平易近人，而且配合影視、音樂、PowerPoint的現代工具

教學，極受歡迎，學生非常多。

我的家庭生活

仁愛路的大房子裡人很多。印象中家裡有三位司機、兩

位廚師、兩位端飯洗盤子的、三位保姆、兩位照顧我奶奶的

老阿姨，還有一位看著我父親他們長大的老家人，是我爺爺

的副官，是我們孩子們最懷念的一位老家人。門衛那邊還有

大概一中隊的兵，輪流守衛。

我是在這樣一個環境裡長大的，我們從小覺得有好多家

人。有些家庭把幫忙的家人當傭人，有的還規定傭人見到主

人一定要彎下腰來，講排場，講尊卑，我就覺得很不習慣，

去那樣的家裡做客就會覺得很奇怪、很拘謹，覺得好像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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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不對。如果是在電影裡，他們的生活可能是讓人羨慕

的，但是我還是覺得我這樣和家人一起的感覺比較自在。

後來年紀大了些，尤其是開始學佛以後，就更加清楚，

我們孩子們享受的這一切，其實都是我爺爺早年為國家付出

的恩蔭，他經歷北伐和抗日戰爭的槍林彈雨，身上還有子彈

孔。別人尊敬我們，是因為我爺爺在台灣實踐了和平的土地

改革，讓全台灣的佃農們都有了自己的土地，讓很多地主們

投入了工商業界，成為今日的許多大企業家族。1949年，他

將台灣安定下來，為保留中華文化做出了很大貢獻。

我爺爺為台灣做了很多事情，工作一直累到胃出血，最

後肝癌過世，真的是鞠躬盡瘁了。所以我們能得到這麼多人

的照顧，其實是爺爺的功德和福報，不是我們的。小的時候

搞不清楚這點，糊裡糊塗的，只是覺得在一個大家庭裡，人

很多很熱鬧開心，有叔叔伯伯阿姨一堆人在照顧。但是長大

之後慢慢發現，這不是我的，我何德何能，它是在消我的福

報，我不應該去承受這些福報。

我父親做“國防部長”的時候，有一連真槍實彈的兵照

顧我們，我們家院子圍牆有很大兩扇鐵門，進門時總有衛士

會幫著開門，後來我們就自己帶著鑰匙，停了車自己從側門

進去開大鐵門，然後把車開進去停好，之後再自己關門，不

讓那些衛士為我們服務。

有一次玩到深夜很晚回家，我們把車開到門口，不想打

擾衛兵，又剛好忘了帶鑰匙，我就爬牆進去，爬到牆頭一看

衛兵拿槍對著我，我嚇一跳，他也嚇一跳，還好他沒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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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然“國防部長”的兒子就在自己家圍牆上被打死了。

我們在那裡一直住到 1994年。雖然房子是我們的，但

土地早年都是國家的，我們一直沒想到要變更名目佔為己

有，也沒有想到把地買下來。那段時間我父親開始學佛，做

了大量的捐獻、佈施、供養，把家中所有的古董、字畫、禮

品等都捐了。而這時那塊地的地價也貴到我們買不起的地步

了，他就跟我們說，這個地上的房子是我們的，但地是屬於

公家的，父親和姑姑叔叔們就決定把這整個地方捐給國家做

公益。

我們捐出去之後，房子做了一些整修變成了“副總統

官邸”，後來有一位“副總統”住了，之後那個地方就空著

了。當時我們捐出來是希望它能做一些有意義的公益用途，

沒有想到還是別人在住。

後來有一個好笑的插曲，大概 2011年，“國防部”又回

來找我父親，說我們當年辦理捐獻的所有相關文件全弄丟

了，房子居然沒有過戶，還是我們的，那位“副總統”等於

是沒付租金，免費在我們家住了好多年！

長輩們得知這個消息，覺得簡直是在開玩笑。我那時就

建議我們不要捐了，應該拿回來作為陳誠基金會，做社會公

益。父親和姑姑叔叔們商量，都同意捐了就捐了。其實父親

的兄弟姐妹們也都不是很有錢，多半都是教授、學者、工程

師，但是大家還是覺得捐了會比較符合我爺爺奶奶一輩子的

心願。我父親在 2012年辦完了捐贈手續後，笑著說：“沒想

到捐一棟房子花了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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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爺爺交待的後事很簡單：“誠死火葬，以不佔地為原

則。”但蔣中正為了紀念他，在台灣泰山建設了一個幾千畝

的紀念墓園。大約 1991年，我父親將爺爺的墓園也捐作了

國家公園，將爺爺奶奶的骨灰靈位送到了佛光山。靈位在那

裡放了一段時間，現在暫放在辭修高中紀念我爺爺的一間小

屋中，希望有一天能回到大陸。

我父親捐掉仁愛路大房子之後，租了一個大約 150多平

方米的公寓，直到 2009年，我二弟、三弟、四妹一起以貸

款方式，幫我父母買了一個大概 180平方米的公寓，在台北

我三弟家附近，因此他和弟妹可以方便照顧父母。父母住在

那裡很方便，去書店和超市都可以走路，有時候乘坐出租

車、捷運，生活很自在。

我的父親

我的一生中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我的父親。

他成長於抗日戰爭年代，他告訴我們，他的父親和周圍

的人，每天談的都是民族大義，沒有哪一個人是在為自己的

利益著想。他是在那樣的一個氛圍中長大的，也養成了凡事

從國家民族的角度考慮問題的習慣。

爺爺是一位大將軍，也是一位儒者。從小父親就在一

個儒家思想的環境中長大，學習四維八德。誠意，正心，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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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

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一個中國讀書人應有的抱負是：“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他高中出國，後來讀麻省理工學院電機系。在他那個

年代，應該是全大學部唯一一位台灣去的學生。電機系大概

200個學生，他是其中一位。之後又去讀紐約大學的庫蘭特

數學研究所，拿到數學博士。庫蘭特研究所一直是美國排名

第一的應用數學研究所，早年由一群為逃避希特拉統治而到

了紐約的德國猶太教授所建立，出了非常多的人才跟大獎得

主。我父親的同班同學裡就有很多位擔任過伯克萊大學、哥

倫比亞大學和其他大學的數學系主任。

之後他受兩位蔣先生的邀請，回到台灣，在教育界服

務，從校長進入“教育部”，成為“教育部副部長”，其間

建立了台灣的專科職業教育體系以及台灣國立科技大學。之

後他進入政界，歷任國民黨“組工會主任”、“副秘書長”、

“科技部長”、“經濟部長”、“國防部長”、“監察院長”。可

以說是亞洲少數有教育、外交、情治、科技、經濟、國防、

監察經驗的政治家，也是台灣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期的政

治經濟的主要推手。

印象中，那時候父親非常忙碌，總在工作，談的話題

都是“國家大事”。他為社會國家所做的貢獻，我們從小耳

濡目染，雖然對我們有相當大的教育功能，但也給我不少壓

力，覺得自己永遠不可能像他一樣，以下簡談一些他做的

事，可以感受到我們這一代承受的期待和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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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父親的判斷力超強，記憶更好，人緣好、人脈廣，

加上超強的執行力，因此總是臨危受命，負責推動最重要的

改革和創新。

當台灣這個沒資源的小島大量需要人才時，他被延請進

入“教育部”，建立了台灣的職業教育體系，創辦了台灣科

技大學，成為“教育部副部長”。

當美國和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台灣人心惶惶時，他被任

命為“組工會主任”，推動政治和政黨改革。

當台灣經濟需要升級時，他又被任命為“科技部長”，

推動台灣高科技發展，包括現在最知名的新竹科學園區。他

接手時只有 7家搖搖欲墜的公司，現在成了台灣經濟發展的

火車頭。

當台幣被美國逼得快速升值了 40%，大量企業面臨危機

時，他被任命為“經濟部長”，成功地幫助大量的台灣企業

升級轉型。

當台灣的安定成為最重要的主題時，他又被任命為“國

防部長”，負責將軍事升級現代化。

當台灣富裕了，人心浮躁不安時，他又被任命為“監察

院長”，整頓公務人員紀律。他代表著政府清廉的形象，在

全台灣演講五百多場，推動禪修淨化人心。

1996年大選，他希望以身作則，建立一個清廉的選賢與

能的機制。他很憂心，如果領導人沒有兼顧能力與道德，會

成為台灣全民的災難。

之後他離開了政壇，全心投入社會公益和佛法修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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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近三十年的修行生涯中，他博覽經教，向四五十位大修行

人學習了各種深入的禪修方法，投入很多年的時間大閉關禪

修，對心性和覺性有很深的體悟。這些精彩的故事，且容我

在後面的章節中再詳述。

父親不只養我、教育我，還以身作則，樹立了人生榜

樣。他帶了我入佛門，教了我修行方法，甚至引領我認識覺

性、熟悉覺性、深入覺性。他不只是我的父親，也是我的導

師，甚至可以說是上師。我時常想，不曉得我上輩子積了甚

麼德，能有這樣完美的爸爸。

他今年 76 歲，或許由於禪修功夫很深，看起來很年

輕，精力比我還旺盛，頭腦更是比我靈敏千倍。他年初告訴

我：“年齡是心理作用，人心不老，人就不會老，從現在起，

我要把自己當成 38歲，你也該把自己看成 24歲，我要開始

重新活出一個新的人生，總結我 30年來的禪修經歷，推廣

‘覺性科學’，幫助中國，幫助人類。”

他說現在是他“第三個人生”的開始。他的政治生涯

是他的第一個人生；他的學佛修行是第二個人生；現在推廣

“覺性科學”，是第三個人生的開始。我常覺得，人一生能活

出三個人生來，是一件很美妙圓滿有趣的事。76歲仍有赤子

之心，樂觀積極地利益眾生，更是一件極為快樂的事。

不過，現在我父親已經不是我一個人的父親了，也不只是

我們一家人的父親，而是一位大家的大爸爸，關懷著所有的人。

近年來我投入很多時間協助父親完成他的心願。他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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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非宗教化的方法，把禪修科學化、現代化、生活化，幫助

想學的人很有效率地學到正確的知識，在生活中盡快應用，

很快便能達到身心健康快樂。也想幫助已經修行多年，但是

摸不到路的朋友們，能夠體驗到心性的實相。

有如此的父親，又有這樣的機會日夜一起工作，實在是

非常幸福的。

我的母親

我母親的父親是位人格深受尊敬的老一輩銀行家。他早

年是中國農業銀行的上海總經理，當時農業銀行是中國四大

發鈔銀行之一。後來去了香港，做華人銀行董事長，兼海外

信託銀行的副董事長。外公人稱“銀行醫生”，因為他正直

誠懇，樂於助人，是一位謙謙君子，而且還有將面臨危機的

銀行挽救回來的特殊專業能力。

抗戰時，母親的母親帶了孩子們從上海到香港，她還記

得出發時有三艘大郵輪，但只有一艘到了，另外兩艘被日機

擊沉，在火海中，伴隨著人們的慘叫，沉入水中。

母親在香港長大，受很嚴格的英式女子教育長大，英文

非常流利。我時常提到我父親的理解力和智商是非常高的，

但我母親的記憶力也超強，可以說是過目不忘，我們兄弟幾

個好像都沒遺傳到這點，理解力和記憶力跟他們兩個人都相

差很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