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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歉疚帶到
棺材裡面去

每一個人在世間上生活數十年的寒暑

歲月，最終免不了都會有老病死亡的一

天。一般人看待死亡，常常是不甘願、

不接受、不放心，總感覺到有些志願還

沒有達成，有些事業還沒有成就，有些

恩惠還沒有報答，很多事情還沒有交代

，對世間還有許多的虧欠。可是無常一

到，是由不得人等待的，如果無法放下

，那只有把歉疚、慚愧、遺憾一起帶到

棺材裡面去了。 

話說在痴夢林中，有一隻梅花鹿，生

得一頭美麗的鹿角，走起路來總是威風

凜凜，盛氣凌人，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

。當其他動物一同覓食、玩耍時，牠總

是獨自站在溪邊，陶醉地看著自己的鹿

角。 

但是好景不常，這隻梅花鹿漸漸老邁

了，沒有朋友可以交談的牠，忽然心生

寂寞，不禁感嘆起自己一生不僅沒有好

好欣賞林中的景物，也錯失了與人交遊

的機會。即使面臨死亡，梅花鹿躺在溪

邊，身旁依舊冷清，牠輕輕問著昏黃的

月牙：「我的鹿角，還是那樣完美無暇

嗎？」一陣晚風吹過，牠緩緩無助地閉

上眼睛，遺憾自己一生執著於美麗的鹿

角，卻錯失了可貴的一生。 

一個人在世間上，如果能把應該做的

事情做好，一旦走到了百年，就能坦蕩

蕩，無牽無掛，自在灑脫，又何須等到

人之將死才來悲嘆呢？ 

縱觀許多人的一生，只顧著賺錢，到

最後錢都還來不及花用，就帶著遺憾離

世；也有很多人一生只顧拚命創業，無

常一到，事情還未能完成，只有帶著歉

疚離開人間。像這樣，於個人的事業、

金錢上有歉疚，倒也還罷了，有的人是

對別人感到歉疚，比方說，有人幫助過

他、有人施恩惠於他、有人給他贊助，

他雖然有心要回饋、回報，但是總想到

「以後再慢慢說」、「以後再來做」…

…到最後，無常來到，他只有把那許多

沒能完成的歉疚，帶到棺材裡面去了。 

過去的聖賢在世間「立功、立德、立

言」，把很多的功德、道德、事業留在

人間，不但對世間沒有虧欠，還充實了

世間的富有，給予了大眾的福樂，讓大

家都享受到他們的餘蔭，想必他們是含

笑而去了。 

人生能做到這樣，就不會白白到世間

走一遭。因此，希望大家都能「今朝事

，今朝畢」，將來不要把歉疚帶到棺材

裡面去，否則實在划不來。

儘管別人對我妄語相欺， 
我還是要以真誠對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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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朝禮金地藏菩薩肉身。 

九華山全景。圖／記者金蜀卿 

【記者金蜀卿安徽報導】在九華山佛教協

會會長慧慶大和尚、副會長聖富大和尚迎請

下，星雲大師一行日前赴肉身寶殿，朝禮地

藏王菩薩應化身—金喬覺肉身菩薩。星雲大

師勉勵信眾效法地藏菩薩精神，並以唐代金

喬覺〈送童子下山〉一詩開示人生四大皆空

的道理，若能從佛法中體悟到信仰的能量，

自然能頂天立地，無處而不自在了。 

星雲大師在肉身寶殿廣場前開示，地藏有

覆載，含藏之意。如同吾人不能住在虛空中

，必須靠大地承載；大地蘊藏著種子、石油

等無限寶藏。大師勉勵在場僧眾效法地藏王

菩薩精神，欲作佛門龍象，先做眾生牛馬。 

「空門寂寂汝思家，辭別雲房下九華，愛

向竹欄騎竹馬，懶於佛地聚金沙。添瓶澗底

休撈月，烹茗甌中罷弄花，好去不須頻下淚

，老僧相伴有煙霞。」──唐．金喬覺〈送

童子下山〉。 

星雲大師以此詩偈勉大眾堅固道心，大師

說，作者金喬覺在九華山修行時，身邊的一

位沙彌侍者嫌山居生活寂寞，想回到人多熱

鬧、有親情的家鄉，可是又捨不得師父。金

喬覺知道他的心意，便於送他下山時，吟誦

詩偈開示他，人間的五欲塵勞都是虛幻的，

只有佛法才能永恆留存。 

據《宋高僧傳》載，地藏托胎為新羅國（

今朝鮮半島）王子金喬覺，唐玄宗時（西元

六五三年）來到中國大陸，於九華山結廬苦

行修煉，九十九歲圓寂，肉身不腐。金地藏

肉身供奉在寶殿塔下，世界各地前來禮拜的

信徒無數，尤其以南韓佛教徒最甚。 

九華山遂成為地藏道場以來，在這一百平

方公里之地，有據可查的肉身菩薩就達十四

尊。因「文革」焚毀，現在能看到的還有六

尊。其中有一尊是明代萬歷年間的無暇禪

師（明萬曆年），供奉於百歲宮；大興和

尚則是其中最為高壽的（西元一八九四年至

一九八五年）；仁義師太（西元一九一一年

至一九九五年）是一位比丘尼，現供奉於通

慧禪林內。 另外還有慈明和尚（西元一九

○四年至一九九○年），供奉於肉身寶殿北

側。明淨和尚（西元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九九

年），在神光嶺坐缸處建廟供奉。寬德禪師

（西元一九四二年至一九九九年），供奉於

松樹庵。 

    
人人都是地藏王  當仁不讓

星雲大師亦來到九華山地藏聖像景區—大

願文化園，為千餘名僧信露天開講「幸福生

活與中華文化的復興」。星雲大師暢談他與

地藏王菩薩、九華山及安徽省的深厚因緣。 

星雲大師談起佛光山與地藏王菩薩的深厚

因緣。一日，一卡車經過佛光山山門時，掉

下一尊地藏王菩薩，多人搬不動。寺裡住持

說，地藏王菩薩喜歡在佛光山，就讓祂留下

吧！這尊不肯走的地藏王菩薩就一直供奉在

佛光山。 

星雲大師說，四大名山代表著悲智願行，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四大菩薩中，唯有地

藏菩薩著僧裝、披袈裟、左手持如意寶珠，

右手持九錫寶杖，現出家相。九華山每個出

家眾，人人都是地藏王。當仁不讓，捨我其

誰。 

大師教徒弟可以用唱的方式弘法，佛光祖

庭宜興大覺寺監寺妙士法師現場以黃梅調、

揚州調，吟誦了地藏王菩薩和金覺喬的詩偈

，現場聽眾被深入淺出的開示所震撼，認為

這樣的教法非常具有人間性，亦符合地藏王

菩薩大願、慈悲、奉獻、孝道的精神。

大師朝禮金喬覺 開示四大皆空

走出傷痛

佛度有緣人
文／黃秀莉

獻給旅行者365日

總監修／星雲大師

中華文化佛教寶典

文／佛光星雲（1927～）

雙好文╱星雲大師

   知道貧僧的讀者們，除了知道我有很多

的名字以外，我還有一個名字，就是許多人

稱貧僧為「政治和尚」。「政治和尚」這個

名詞，我也非常不喜歡，因為貧僧從小出家

，一生也沒有做過官，也沒有受過政府的津

貼，甚至我和政府官員之間，偶而接受他們

的訪問以外，也沒有太多交往，我為什麼要

被冠上「政治和尚」這個名詞呢？

政治，不是什麼不好，有名的政治家，像

英國的邱吉爾、美國的林肯、羅斯福、德國

前總理柯爾，他們為國家服務，為人民謀求

福利，功在人間。也有一些政客利用權力，

圖私為己，國家、人民都不放在心上，當然

就不可以稱道了。

   
 政治和尚  百思不得解 

說我是「政治和尚」，我是政治家呢？還

是政客呢？屬於文官？還是武將呢？我有參

加過什麼政治運動嗎？我百思不得其解。會

有「政治和尚」這一詞，大概由於我曾經是

國民黨的黨員；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被

任命為國民黨的「黨務顧問」，我沒有接過

一份聘書，也沒有一個人轉告我是黨務顧問

。後來，我又做了國民黨的「評議委員」，

我也沒有接到什麼人的通知，也沒有收到聘

書，只是在報紙上，看到國民黨人事中央評

議委員名單中，有「星雲」兩個字。既是國

民黨的黨員，國民黨給我什麼名義，我也不

能推辭否認了。

我主張「問政不干治」 

貧僧有話要說 十九說

說起了貧僧做國民黨的黨員，在十八歲的

那一年，中日戰爭結束，國民黨和共產黨抗

戰勝利，在我們佛學院的講師名單中，有一

位講公民課的老師，口才相當，雄辯滔滔，

非常受我們同學的敬重。有一次，他叫我們

全體同學都參加國民黨，做國民黨的黨員。

我也不知道做一個黨員，會有什麼權力、盡

一份什麼義務，他只是發給每一個人一張黨

員證書。

但當我回到祖庭大覺寺禮祖的時候，有一

天，代表師兄到祖庭百里外的一戶人家做功

德佛事，走在一片荒野山區，忽然想到，國

民黨、共產黨的人士經常在此活動，我身懷

國民黨的黨員證書，假如給共產黨知道，小

命就不保了啊。於是，就把這張黨員證不放

在身邊的口袋裡，而插在鞋子的旁邊；因為

要走一百多里路，等到做完佛事回到祖庭，

再看看這張黨證，已經磨成麵粉的樣子了。

我心裡想，這樣也好，我是出家人，「本來

無一物，何必惹塵埃」呢？

   
 貧僧建言  獻策給國家

當我二十三歲到了台灣，一、兩年後，那

時，國民黨有「黨國元老」之稱的李子寬老

居士，他曾經和太虛大師、章嘉活佛，三個

人共同列名抗戰勝利後的「中國佛教會整理

委員會」委員，他就對我們說：「你們法師

，要想在台灣弘揚佛法，不給政府認同，恐

怕難以活動，我勸你們，統統參加國民黨做

黨員吧！」 

 （待續）

對面大樓的畢太太，無論白天或黑夜、晴

天或陰雨天，總是撐把紅傘，身穿紅衣，足

踏紅鞋；怪異醒目，面若寒霜，不近人群。 

聽左鄰右舍說：十年前，畢太太唯一的兒

子因為不堪父親望子成龍的心切及高壓的管

教，母親又軟弱無能，無法幫襯緩頰，以致

孩子長期下來，精神不堪負荷，在年紀輕輕

的高中時期，選擇跳樓輕生。自此以後，畢

太太就變成這般模樣，猶如一具行屍走肉。 

每當我送完孩子上學後，總會順道去山上

禮佛。山上有條僻靜小路通往佛寺，罕見人

煙行走，我見落葉堆疊，拿起花徑旁的竹掃

把，一面清掃，一面往佛寺走去，一邊還默

念著心經，內心清淨，相當快意。 

有一天，突然身後一聲：「借過！」嚇得

我毛髮直豎，魂飛半天高。回頭一瞧是畢

太太。她似乎有點過意不去，卻沒說抱歉，

而是開口問說：「我常見妳在寺裡念經。」 

我心想，她應該不是真的想跟我聊天吧！於

是遞給她一本《地藏菩薩本願經》。 

原先她拒絕，表明不信任何宗教。我回答

：「沒有要妳信，妳可以把它當成一本書來

看，不喜歡再還我。」 

當我踏入大殿時，見畢太太跪在大柱旁，

一邊念經，一邊大哭，左手捧著經書，右手

拉起衣角，擤鼻涕擦眼淚，壓抑多年的苦楚

如大江潰堤，一發不可收拾。 

爾後初一、十五的共修會，總會見到她，

也時常看見她幫寺院剪修花木。雖然至今，

她仍然不願意加入人群聊天，但已不會刻意

直接閃避，臉部線條也柔和許多。 

佛度有緣人。希望畢太太可以提起正念，

復得慈悲心，明瞭執著怨恨丈夫，只會使自

己永遠活在痛苦中；放下失去兒子的椎心之

痛，身心才自在。加油吧，畢太太願妳早日

走出傷痛 ！

 

心好命又好，榮華富貴早！ 

心好命不好，一生能溫飽。 

命好心不好，前程不能保。 

心命都不好，窮苦直到老。 

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 

建設人間善美的淨土。 

 ──選自《人間音緣》

 

A Good Heart and Good Fortune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1927 -） 

English translation: Ven. Miao Hsi and Cherry 

Lai 

A good heart and good fortune 

will lead to a lifetime of prosperity. 

A malicious heart and good fortune 

will turn blessings into omens of bad luck. 

A good heart and bad fortune 

will turn misfortunes into blessings. 

A malicious heart and bad fortune 

will bring disaster and poverty. 

Say good words, do good deeds, think good 

thoughts, 

to create beautiful a Pure Land for me and you. 

 ── from Renjian Yinyuan 

 （Sounds of the Human World）

中土有佛嗎？

人生悟理

鬆懈引發迷惑
文／丁錫鏞

歌德說： 

「人只要一鬆懈，就會心生迷惑。」 

任何人， 

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 

面對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物， 

都不可「鬆懈」， 

否則將會心生「迷惑」！ 

迷惑一旦產生，鬥志便會動搖， 

目標跟著搖擺，失敗就在眼前！ 

人可以偶爾放鬆心情，養精蓄銳， 

但不可以鬆懈心防，迷失鬥志！ 

成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成功是靠努力、堅持、奮鬥而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