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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慈悲，慈悲就能在我們的生活中

受用，慈悲就是人間佛教。

惡言之害
文／星雲大師 

文／曾言

另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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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在意手心向上；將來有能力，妳也

可以手心向下！」是賴美鳳送給郝俊秀的一

句話，台北市關渡國中老師賴美鳳，多年前

在新北市蘆洲國中任教時，「收容」一名原

籍中國大陸、因適應不良常翹課的女學生郝

俊秀，兩人從師生昇華成情同母女，郝俊秀

的創業基金，還是賴美鳳提供的。 

郝俊秀隻身從四川來台找爺爺依親時才

十四歲，因受爺爺二房子女排擠，加上繁體

字學不好，成績墊底，被老師打得很慘。郝

俊秀只要遇到會體罰的老師，就翹課，一心

想回大陸，當時未婚的賴美鳳在蘆洲國中教

地理，適時拉了她一把，未婚夫正好有房子

，賴美鳳就提供郝俊秀吃住近三年，賴美鳳

說，小時候苦過，當年台中女中楊寶官老師

曾開導她，不需在意眼前困境，以後也可以

幫助別人，楊老師這句話，造就善的循環。 

郝俊秀二十四歲時想創業沒資金，賴美鳳

把六十萬元積蓄全交給她，郝俊秀只花五年

，開了四家店，她現在三十九歲，仍常和「

乾媽」賴美鳳連絡，也常捐款濟助弱勢。 

郝俊秀說：「天底下怎麼有這種好人，非

親非故卻在我最無助的時候拉拔我，從此埋

下珍愛種子；我十八歲便相信手心向下更有

福報，發願有收入就助人。」這對情同母女

的師生證明：手心向下，就是最好回報！ 

善循環

口則如利斧，自斷壞其身； 

皆由惡言故，令他起暴惡。 

 ──《諸法集要經》

 

《諸法集要經》的這四句偈，說明「

修口」的重要，謹防口患，才不會因口

舌而惹禍，害人又害己。因說話不當而

遭禍，在古代就有「一言以興邦，一言

以喪邦」的警語；即使到了現代，由於

任意出口傷人或者口出惡言，而被毆打

傷害，甚至喪生，也常有所聞。我們在

團體裡，與人相處，說話也要當心，有

時候講話不小心，無心傷害到別人，開

罪了人，被打壓刁難了，都還不知道原

因為何，這真是口舌之禍。因此，做人

行事，慎口為先。 

我們的這張口，就像是無底深坑，天

天都要吃，天天要消耗資源，但最麻煩

的是，「口則如利斧」，這張口如刀劍

斧頭，一句話就可以輕易刺傷別人的心

，讓對方從此記恨在心中，永難忘懷。 

有謂「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言一句九

月霜」，我們應該多說好話，如劍如斧

的話語，絕不能輕易說出口，要懂得克

制自己的情緒。 

惡口就像斧頭利劍，不但會傷害人，

而且會「自斷壞其身」，為自己惹來殺

身之禍。尤其人在情緒失控時，更容易

禍從口出，不可不慎。往往多年的好友

，從此老死不相往來；多年的親戚，就

此形同陌路。不來往還不打緊，有的人

因而挾怨報復，真是損人又不利己。 

一言之失，會影響到世間人情的好與

不好，還是不能不注意。 

「皆由惡言故，令他起暴惡」，許多

的口舌爭端，多是源於惡言，說了難聽

的話，使人難堪，使人為難。這種話說

多了，終會有「令他起暴惡」的一天，

引來對方的惡意反擊，是很划不來的。 

這四句偈提醒我們要慎言，說話要有

口德。其實，多讚美人，多說好話，自

然就不會口出惡言，也是修口德最好的

方法。

    佛法義理可以了悟人生

生命從哪裡來？這是大多數人的迷惘。一

般人總要找一個「最初因」，但是佛教的「

緣起」說明「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也就

是說，世間上的萬事、萬物都是因緣和合而

生起，不是憑空而有的，也不是單獨存在的

，所以「生命」是「十二因緣」關係和合的

存在，它不是直線的，它像鐘表一到十二，

周而復始，循環不已，沒有開始，也沒有結

束，生也未曾生，死也未曾死。

死並非沒有，生也並非永恆，生命是三世

輪迴不已的，世間是苦空無常的，認識緣起

、輪迴、無常的道理，有助於我們把握真實

的人生，讓我們活得踏實，活得自在。

尤其緣起法說明宇宙萬法都是因緣關係的

存在，有因有緣，一切事才能成就，故應把

人際關係建立好。如果自己破壞了因緣，不

能把握因緣，萬物萬事就很難圓滿了。

此外，因緣果報的道理讓我們了解，凡事

有因有緣才有結果，有播種才有收穫。有的

人不明白因緣果報的道理，一心想要發財，

卻不去努力工作，只想享受現成，於是偷盜

行搶，結果鋃鐺下獄，不但誤了自己的一生

，也造成社會問題，貽害大眾。

有的人發生困難，遭遇挫折，卻不去檢討

原因，只在果報上計較，於是怨天尤人，忿

恨不平，殊不知凡是有因有緣才會有果，自

己所受的果報，正是自己植下的因所產生的

結果。如能了此真理，就會甘心受報，坦然

自在，縱使受苦，也只是今生。否則今生再

造苦因，來世還要再受苦果，如此輪迴不已

，生生世世受苦，終將永遠不得解脫。

因此，了解佛教的緣起、業報、因果、無

常、苦空等義理，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人生，

了悟人生，進而掌握人生，開創人生。

    佛法生活可以圓滿自己

佛陀成道時曾發出宣言：「奇哉！奇哉！

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

而不能證得。」意思是說，人人皆有佛性，

皆可成佛，只因煩惱、無明覆蓋，不能見到

自己的真如自性，就如明珠蒙塵、烏雲蔽日

，因此有憂悲苦惱，有生死煩惱，有人我是

非，有好壞善惡，有種種的不如意、不滿足

等，這些都是人生的缺陷。

學佛修行就是要拂拭心中的塵垢，讓我們

的心光顯現，真如現前，獲得一個圓滿自在

、不生不死、沒有人我對待、沒有時空限制

的解脫境界，這是學佛修行最終的目標。

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要「勤修戒定慧，

息滅貪瞋痴」，只有三毒息，三慧朗，才能

獲得身心自在，歡喜安樂的解脫境界，這就

是真如現前、大圓滿的世界，也就是證悟的

世界。因此唯有學佛才能充實人生，認識人

生，證悟人生，才能圓滿自己，完成自己。

經云：「人生難得，佛法難聞。」能夠得

生人身，又能學佛聞法，是為極大的福報。

學佛與不學佛到底有什麼不同？過去佛陀

曾對弟子開示說：一個受過佛法教化的人和

一個未受過佛法教化的人，遇到快樂的事物

時，同樣會有樂受的感覺，相反的，遭逢悲

圖／游智光

少年天地‧俚語好好玩

走路偎壁邊 做事卡大過天
文／張馨文    圖／泱汀 

「阿嬤！我剛剛回來時，看到兩個很奇怪

的人，靠在巷子邊邊一直往上看，而且走來

走去的！」阿嬤瞪大眼睛問琪琪：「在哪邊

？」琪琪說：「在阿美阿姨家旁邊，而且他

們手上還拿著螺絲起子和一個工具，哦！對

了，還有一個大袋子哦！」阿嬤聽完，馬上

打電話給里長：「里長伯，小偷又來了，在

阿美家旁的巷子邊，有兩個人，麻煩你了，

謝謝哦！」 

琪琪覺得很奇怪，問：「阿嬤，為什麼妳

覺得他們是小偷？」阿嬤說：「妳不是說他

們靠在路邊，鬼鬼祟祟的嗎？」琪琪回答：

「是啊！但是妳怎麼馬上就確定他們是小偷

呢？」阿嬤哈哈笑說：「我們社區這一個月

已有好幾戶人家被偷了，小偷一直抓不到，

里長急死了，就交代我們幾個沒有上班的老

人家，白天多注意周邊的陌生人，守望相助

，剛剛聽妳形容那兩個人鬼鬼祟祟的，我想

應該是小偷。」 

祖孫倆正在聊天，聽到窗外傳來警車的聲

音，琪琪說：「哇！警察都來了！」家裡的

電話這時也響了起來，原來是里長伯的致謝

電話，琪琪遇上的真的是小偷，她提供的消

息，幫社區解除了心頭大患。阿嬤掛了電話

，誇獎琪琪：「琪琪真棒！那兩個人真的是

小偷哦！」琪琪還是不能理解的問阿嬤：「

他們只是這樣，為什麼阿嬤就覺得他們是小

偷呢？」阿嬤說：「因為有句俚語說，『走

路偎壁邊，做事卡大過天』啊！」 

做事光明磊落，我們很自然就會昂首闊步

，大方的展現自己，但做錯事時，我們通常

會低頭沮喪，把自己畏縮在一個角落。人的

行為會反映心境，準備要做壞事的人，通常

會小心翼翼、躡手躡腳，深怕被別人知道自

己內心想要幹嘛，這就是「走路偎壁邊，做

事卡大過天」的意思。 

人的本質是誠實的，內心的喜悅或是肚子

裡的壞主意，都會不自主的呈現在外面，只

要多一點點細心觀察，就不難發現別人的心

情哦！所以，小朋友千萬不要想壞點子、做

壞事，那一定會被發現的喲！

佛教與人生
傷痛苦的時候，同樣會有苦受的感覺。但是

，一個沒有受過佛法教化的人，遇到痛苦的

時候，往往悲不自勝，甚至徬徨迷惑，不知

如何安頓自己，這就如同中了第一支箭以後

，又中了第二支箭一樣的感到痛苦不安。

相反的，有佛法的人，遭逢痛苦的時候，

絕不徒然悲嘆，乃至怨天尤人，自亂方寸，

因此不會再受第二支箭的痛苦。甚至身處樂

境中，也絕不放縱自己，因為一旦陶醉在樂

境之中而放逸身心，第二支箭便會帶來苦受

。因此，有佛法信仰的人，自然能夠不為苦

樂所惑，也就不會再受第二支箭之苦。

這說明了人生不能沒有佛法信仰，不能沒

有佛教的律儀來規範生活，不能沒有佛法的

智慧來解決人生問題，有佛法的人生才能圓

滿自在，才能了生脫死。所謂「了生脫死」

，就是能夠透視人生的真相，了解生命的意

義與價值，當下活得自在。

甚至認識死亡後的世界，對未來充滿信心

與希望，能夠無懼於生死，超越生死，這就

是「了生脫死」。

如能進一步幫助別人認清生死實相，同樣

解脫自在，這就叫做「自覺覺他」，這就是

大乘菩薩道的實踐，也是人道的完成，所謂

人成即佛成，由此可見佛教與人生關係的密

切，以及對人生的重要。 （下）

文／星雲大師

佛法真義

菩薩戒
文／星雲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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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皈‧五戒‧菩薩戒戒會

菩薩戒是大乘菩薩所受持的戒律，又稱大

乘戒、佛性戒、方等戒、千佛大戒，是屬於

七眾戒以外的別解脫戒。其特色涵蓋了七眾

戒，而又超勝一切戒。因此，凡是發菩提心

的佛弟子，不論出家、在家，皆可受持。 

    
菩薩戒的內容 

菩薩戒的內容為三聚淨戒，就是攝律儀戒

、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等三項。也就是聚

集了持律儀、修善法、度眾生等三大門的一

切佛法，屬於菩薩重要的禁戒，應該謹慎持

守。 

1. 攝律儀戒：
又稱自性戒、一切菩薩戒。是捨斷一切諸

惡，含攝大小乘律儀的止惡門。是七眾弟子

所受的戒，隨其在家、出家的差異，而分別

有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戒條。又此

戒為法身之因，以法身本自清淨，由於惡覆

，故不得顯；今離斷諸惡，則功成德現。如

《釋門歸敬儀》卷上說：攝律儀戒能斷捨諸

惡，為法身之因。

2. 攝善法戒：
又稱受善法戒、攝持一切菩薩道戒。為修

習一切善法、圓滿菩提所修的律儀戒，是修

善門，以修身、口、意的善業回向無上菩提

，如常勤精進、供養三寶、心不放逸、行六

波羅蜜等。一旦犯過，則要如法懺除，重新

立願，發菩提心，長養一切諸善法。此即報

身之因，以其止惡修善，故成報佛之緣。如

《釋門歸敬儀》卷上說：攝善法戒是勤修善

法，為報身之因。

3. 饒益有情戒：
又稱攝眾生戒。是以慈心攝受利益一切眾

生，屬於利生門。《菩薩地持經》卷四列舉

出十一種饒益眾生的方法，即：

眾生所作諸饒益事，悉與為伴。

對已病、未病及看護病者等眾生，悉與為

伴。

為諸眾生說世間、出世間法，或以方便令

得智慧。

知恩報恩。

見眾生有種種恐怖，悉能救護。若有喪失

親屬財物諸難，能為開解，令遠離憂惱。

見有眾生貧窮困乏，悉能給予所須之物。

德行具足，正受依止，如法畜眾。

對眾生先語安慰，隨時往返，施給飲食，

說世間善語等。使眾生安者，皆悉隨順；不

安者，皆悉遠離。

對有實德者，讚歎歡喜。

對有犯過行惡者，慈心呵責，折伏罰黜，

使其悔改。

以神通力示現惡道，令眾生畏厭眾惡，奉

修佛法，歡喜信樂，生希有心。

    菩薩戒的特色 

菩薩戒是含攝大乘菩薩道的戒法，菩薩道

的精神就是發起上弘下化的菩提心，所以菩

薩戒除了有防非止惡的攝律儀戒外，更有勤

修善法的攝善法戒，以及度化眾生的饒益有

情戒。

這顯示菩薩行者不僅要消極地不作惡，更

要積極地修一切善，乃至遍學一切法門，以

度無邊眾生。因為菩薩發心是為廣度眾生，

如果不發上弘下化的菩提心，便不能稱為菩

薩。因此《菩薩善戒經》說：「有二因緣失

菩薩戒，一者退菩提心，二者得上惡心。」

據《梵網經》內容記載，菩薩戒雖有十重

戒：殺、盜、淫、妄語、酤酒、說四眾過、

自讚毀他、慳惜加毀、瞋心不受悔，謗三寶

，以及四十八輕戒等戒相，但是它的根本精

神是發菩提心，以菩提心為戒體，如果忘失

菩提心，也就違反菩薩戒的根本精神。

所以，發菩提心是菩薩戒有別於聲聞戒的

最大特色，也是我們受戒時應有的認識。 

此外，《梵網經》說：菩薩戒是佛陀成道

時，一時頓制，非待緣而制；是就理善而制

，所以又稱為佛性常住戒。也就是說，菩薩

戒是眾生本自具足的。既是本具，而今求受

，只是將本具的戒德加以長養薰發，故說增

上，而非新得，這是菩薩戒的另一特色。

 （摘自佛教叢書修行資糧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