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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事：要做善行、懿行、美行、利
行等有益於人間的好事；把侵犯傷害
的惡行，換成利益大眾的佛行。

菩薩利眾生
文／星雲大師 

文／喜壯

文／丁錫鏞

另類財富

人生悟理

佛法真義

種蘿蔔建設家鄉

躬行

豐子愷‧護生畫集

菩薩利眾生，而不見眾生； 

此亦最難事，希有不可思。 

 ──《菩提資糧論》

 

什麼是菩薩？菩薩不是只供在殿堂裡

，讓人膜拜的泥塑木雕像，菩薩也是在

人間活活潑潑度眾生的人。過去菩薩稱

「大道心眾生」，是發心的眾生；菩薩

也稱「覺有情」，是覺悟的人；菩薩更

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自度度

他，自覺覺人」的人。 

「菩薩利眾生，而不見眾生」，菩薩

在利益眾生的同時，沒有見到一個眾生

可度，為什麼？因為菩薩有平等心，他

不覺得我是「能度」的，對方是我「所

度」的，更不會覺得自己了不起，對方

不如自己，菩薩的心沒有這樣的分別。 

這就像《金剛經》所提到的：「如是

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

度者。」 

因為人人皆有佛性，本來都是佛，所

以沒有能度的菩薩，也沒有所度的眾生

，因此，哪裡能說誰度化了誰呢？ 

《法華經》裡的常不輕菩薩，縱然有

人罵他、打他，他還是向對方禮敬，為

什麼？他認為「汝等皆當做佛，我不敢

輕視汝等」，眾生將來都能成佛，所以

常不輕菩薩不敢輕視任何一人，這也是

對人格的尊重達到極點的表現，是一種

平等心。 

佛是已覺悟的眾生，眾生是未覺悟的

佛，兩者平等無差別。這樣的道理，對

於初學佛的人來說，確實不容易理解，

而佛法的寶貴就在於此，在佛法中，是

無有差別，法界平等的。 

「此亦最難事，希有不可思」，生佛

平等是最難能可貴的事情，也是很希有

、不思議的。所以，《菩提資糧論》的

這首偈語提醒我們，要效法菩薩的心無

高下，佛與眾生一如，無論待人處世，

或布施助人，都能有一顆平等心。

協助築巢
文與圖／林少雯 

少年天地‧人間有愛

你會聊天嗎？
文／顏福南    圖／彩虹樺樺

忍 辱  
文／星雲大師    圖／游智光

男女交往

生活快門

 金錢糾葛製造恐怖情人

回頭，
看見幸福

文／李家慧

文與圖／張翠嬿

在我們一生的行事當中，「忍」對一個人

很重要。夫妻不能忍，就要離婚；朋友不能

忍，會絕交不來往；工作不能忍，就想辭職

，你只有失業。其實「忍」是力量、智慧、

認識、擔當、負責、化解。 

人家說話批評我一句，我沒有力量克制自

己，就要跟他吵架。人家討我便宜，我不甘

願，我要跟他討回來。對於一切人，一切事

，一切錢財，我們都沒有一點力量、都不能

承擔、不能接受，不能忍的人生，難道就會

快樂嗎？忍，有時候不只是為自己，更是為

了利益他人。有益於人的，即使自己受委屈

也要忍；無益於人的，就算犧牲自己的利益

也不計較。 

有一則故事：信徒到寺院裡拜佛，就會獻

花、敲磬。有一天，銅鑄的大磬很不高興，

向銅鑄的佛祖抗議：「佛祖啊，你我同樣都

是銅做的，為什麼信徒來了就給你磕頭、獻

香花、燈燭；而我不但沒有受到同等待遇，

還敲打我，說什麼『拜佛不敲磬，佛祖不相

信』，這點我實在不服氣。」 

佛祖一聽，就說：「大磬啊，你不要不平

、不服氣。當初工匠要鑄造我的時候，頭上

不平整就敲鎚我啊；耳朵太長太短就不斷的

挖啊、削啊；我是經過多少敲敲打打，千錘

百鍊之後才成為受人禮拜的佛祖，這些榮耀

都歸功於忍耐而來，因為忍耐修得的福報因

緣，才有民眾願意來朝拜我啊。反觀，你不

堪別人一擊，一點也不能忍耐，人家一敲，

你就『嗡嗡……』的叫了起來，當然我們的

待遇自然就不一樣了！」 

王陽明先生有一天帶學生出去參學，街上

看到二個婦人家在吵架，一個罵對方：「你

沒有良心。」另一個罵：「你才沒有天理。

」王陽明先生聽到了就跟學生說，「來，來

，來，這裡在講學、講道喔。」學生們一聽

，「老師，她們哪裡在講道，在互罵啊。」

王陽明先生說：「要求別人就是罵人；要求

自己就是道。」 

「忍一口氣，風平浪靜；退一步想，海闊

天空。」在修學忍的法門時，遇到被人謾罵

，我不回罵，不能忍耶，怎麼辦？初期，可

能在臉上表現出生氣，但至少學習忍之於口

，不開口說惡意的語言、不謾罵、批評。 

進一步，忍的功夫加強了，即使人家欺負

我、批評我、說我不好，雖然心裡不高興，

但臉上還是可以保持微笑；到最後，人家欺

負我、打擊我，口上、臉上、心上都能泰然

處之，不比較、不計較，淡定面對，這已經

達到忍的最高境界了。 

「面上無瞋是供養，口中無瞋出妙香」，

圖
／
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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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美濃有十位返鄉農夫組成「福安金字

面兄弟會」，合租九分半農地種植無毒蘿蔔

，準備把蘿蔔盈餘拿來替社區修補柏油路與

種植花草，靠蘿蔔建設家鄉。 

陳民忠、宋智松、鍾春福等人都是返鄉青

年，有人種番茄、有人炊粿販售，也有人在

捷運局與光陽機車公司當上班族，平日常聚

在一起聊工作、談夢想，大家都很想替家鄉

做些有意義的事。 

福安兄弟會成員決定靠自己力量募款，第

一步就是種蘿蔔。福安社區協會總幹事陳民

忠說，兄弟會成員都在鄉下長大，農務不陌

生，就從種植時間短、技術門檻不高的蘿蔔

著手。 

「我們拔草、不噴灑農藥，採自然的耕作

培育蘿蔔。」宋智松看著整園的蝴蝶飛舞，

驕傲的展示蘿蔔葉上的菜蟲，非常有成就感

。 

鍾春福說，以前聚在一起吃吃喝喝，久了

覺得沒意思，有了共同目標，聚會氣氛變得

很好，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替社區打造「

觀光廊道」，歡迎遊客來美濃拔蘿蔔。 

愛家愛鄉的熱情百百種，由最簡單最拿手

的方法做起最有效，也最可靠。比畫個大餅

卻難進行更實際。 

人人從小處著手，集合起來就可觀，「種

蘿蔔建設家鄉」是理想也是夢想，人生有夢

最美！

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帶來了

許多便捷和即時的樂趣，但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卻愈來愈

冷淡，常常看見一群人面對

面聚會卻低頭滑手機，「低

頭族」成為現代人冷漠的代

名詞。以往熱絡的聊天畫面

，漸漸的被手機通訊軟體取

代，大家喜歡以文字或貼圖

溝通，反而失去見面聊天、

相視而笑的樂趣。 

聊天是很好的休閒方式，

透過聊天，我們可以傾訴心

中的煩惱和痛苦，也可以分享生活的喜悅與

甜蜜，再加上對方的理解，我們的心情會變

得開朗。學習放鬆的聊天以及當一個好的傾

聽者，是建立良好人際互動重要的一課。 

與人聊天要從關心、愛護對方出發，不可

以只顧著講自己喜歡的話題，有時也要聽聽

對方的意見與想法；另外，除非對方主動談

起，否則不要涉及對方隱私或是難堪的事，

要學習體諒、理解對方的想法，適時的讚美

，給對方溫暖與鼓舞。可以從生活瑣事聊起

，找到共同興趣與焦點，分享彼此的看法，

從中增長見聞。 

傾聽對方的談話也是一樣，除了同理別人

的想法，也要懂得適時回應，學習傾聽，體

會別人的難處，樂意當朋友的垃圾桶。尊重

包容、理解體諒，都是贏得友誼的好方法。 

聊天也是建立良好親子關係的方式。每天

和爸爸媽媽聊聊，說說自己的課業，談談學

校生活，分享學校的趣事，讓爸媽更貼近你

的想法，不要一回家就關起門來打電玩、滑

手機，也不要只和同學聊天，若有壓力要向

爸媽說，有困難要向家人反映，爸媽都是愛

孩子的，只要願意和父母聊天、互動，相信

成長的路上會更順遂。 

和人聊天也是關懷的方式，有個校長朋友

告訴我，他調到一所新學校，面對陌生的師

生，他透過聊天的方式，慢慢去熟悉每個教

師，也讓教師熟悉他的為人處事與辦學理念

，雙方逐漸建立深厚的情誼，教師大都願意

配合他的想法，推展校務因此無往不利。 

3C產品愈來愈來氾濫，在人們依賴手機

通訊軟體與網路社群的現代，面對面聊天愈

顯得重要。大家不要把機器當知心好友，對

冰冷的螢幕情話綿綿，我們應該多和朋友聊

天，多和親人聊天，給朋友溫暖，也和家人

良性互動，這樣才能得到真誠的感情。

你我在相處上， 

難免意見相左， 

想法各異， 

但只要彼此一個轉念， 

回頭就看到幸福。

有位同事幾年前教國小中年級，當時班上

一個小男孩喜歡一個小女孩，於是自願送她

禮物。未料，這個小女孩竟邀她的好友一起

接受贈禮，讓小男孩破費買了數條項鍊送她

們。 

同事發現此事，要求女孩們退還項鍊，並

藉此機會教育，告訴她們：追求者不該為了

追求花費大把金錢，被追求者也不該起貪念

，把對方當凱子。當天放學後，被追求的小

女孩向家長哭訴被老師責備，若非同事詳細

說理分析，家長還一度認為老師把事情看得

太嚴重了。 

在追求或交往的階段，送禮請客是情意表

達的方式之一，在所難免，但應拿捏分量和

次數。如果將這對小學生放大為成人來看，

女方若非真心誠意接受追求，卻要求厚禮，

男方因此誤認女方心儀自己，甚至能天長地

久，往往埋下日後上演恐怖情人戲碼的伏筆

。談感情，應避免金錢或財物糾葛，這個觀

念家長和師長從小就要教育孩子，而且無論

男孩或女孩都該學習。

郁七家有燕將雛，巢久忽毀，鄰燕成群，

啣泥去來如織，頃刻巢復成，明日遂育數雛

巢中，乃知事急，燕來助力者。

 ——《虞初新志》

這幅護生畫，是豐子愷取材自《虞初新志

》一書中的故事，敘述的是動物間相互幫助

，解決鄰居友伴迫切需求的美德懿行。

故事是這樣的，以前有一戶人家，主人名

叫郁七，他家屋簷下每年都有燕子來築巢。

這一年，燕子又飛來了，但是去歲的舊巢已

毀壞，不堪居住和撫育幼雛，須加以修補。

燕子夫妻，勢單力薄，這修補的工程，勢

必得花費一番工夫。此時，鄰家的燕子忽然

成群飛來，開始來來回回啣泥幫助修補舊巢

。牠們在空中和燕巢間穿梭如織，燕多好辦

事，不多久，就把舊巢修補完成了。

燕子夫妻有了新家，當天就住進新巢中。

第二天，燕子媽媽就在巢中下蛋，孵蛋，不

久殼破鳥出，嗷嗷待哺的小燕子在巢中張大

著嘴，等著燕子爸媽來餵食。

人類總是認為動物不如我們聰明，其實，

萬物各有所長，人不如動物的地方實在太多

，例如：我們無法在高熱溫泉中生活，無法

在冰冷海水中生活，無法在高山深海中生活

，而許多動物卻能優遊自在生活其中，這種

能力人類望塵莫及。

還有：人不能飛翔高空，不能急速飛奔，

不能夜間在黑暗中視物，不能見到紅以外、

紫以外的光波，不能聽到許多高頻或低頻的

聲音，而許多動物卻可以。可見動物的許多

能力高過人類。

這幅畫中，燕子夫妻向鄰居求助的啁啾聲

音，人類無法解讀，而鄰燕聽到了，理解到

燕子媽媽即將為母的擔憂，怕來不及將窩巢

修築完成，於是，即刻採取敦親睦鄰的行動

，燕子之間聲息相通，一如人類一般，只是

我們沒法進入燕子的世界，進一步去了解牠

們。動物都懂得互助，人類何不如！人們該

以動物為師啊！

陸游（1125 ~ 1210年，南宋愛國詩人，自

幼好學不倦，年十二能詩文）： 

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古人求學問知不遺餘力，

少壯下的工夫老來收成。 

書本知識終究是淺顯的，

深刻體會務必親身實踐。 

只有「躬行」實踐，

才能徹底領悟知識精華。 

唯有實踐「躬行」，

方能絕對知曉學問真理。

保持微笑是供養，口中沒有壞話，多說好話

，人家才會尊敬你。 

如果我問：忍辱是討便宜？還是吃虧呢？

當然是討便宜，不是吃虧。或許你認為忍辱

是委屈自己，其實不然，從忍讓裡能增加人

緣、智慧、慈悲、力量；忍辱所獲得的利益

，無與倫比。 

忍，並不是消極的讓步，也不是吃虧受氣

，而是寬容的慈悲。能懷忍行慈的人，是真

正體會到人我平等一如，明白以諍止諍，雙

方爭鬥，終不得安寧。所以，視一切為理所

當然，對人我的是非、比較，能寬容能接受

，這世間一切有理無理，都是增加我們福德

的資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