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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牢獄

有的人犯法坐牢，被鐵窗關閉，行動

不能自由；有的人雖然自由地在社會各

個階層活動，但是內心充滿煩惱、束縛

、痛苦，也猶如住在無形的牢獄裡。其

實，住在心的牢獄裡，比住在鐵窗裡更

加難受。 

有一位姓張的先生，十幾歲的時候偷

了人家兩百元，時光匆匆，一晃眼就過

了三十年，他已經是個四、五十歲的壯

年人了。但是他對於年少時所犯下的錯

誤，卻一直耿耿於懷。 

有一天，他帶著兩百萬元親自上門，

想還給當年被偷竊的那戶人家。可是很

遺憾的，當他來到這戶人家的時候，卻

聽說主人早就已經去世了。不得已，他

轉而就說：「那麼就讓你們做兒女的來

接受我的還債吧！」兒女回答：「你沒

有欠我們錢，我們怎麼可以接受呢？」

張先生只好說出當年的往事：「三十年

前，我偷了你們家二百元，三十年來物

價波動，現在這二百元應該也值兩百萬

元了，我要把這些錢還給你們啊！」 

兒女聽後又說：「我們記不得有這回

事情，不能隨便收你的錢。」張先生心

急了，說道：「你不能不收我的錢啊！

你要知道，我是很痛苦的，為了這二百

元，我住在心的牢獄裡已經三十年，你

們到今天都還不肯釋放我，讓我重獲自

由嗎？」 

就這樣，一個堅持要給，一個卻不肯

接受，最後雙方說好：把這兩百萬元拿

去捐給弱勢團體，做個好事吧！ 

由此可見，人真是一點差錯都不能犯

，一點過失都不能有。你犯了差錯、有

了過失，就算法律一時沒有找到你，難

道你的心裡就不明白嗎？因果就不知道

嗎？ 

因此，我們平常要檢點自己的言行，

不要讓自己住在心的牢獄裡，幾年下來

，也等同於有期徒刑甚至無期徒刑，實

在是划不來呀！ 

人生「平常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不

吃驚」，我們無論做什麼事情，不但要

為他人設想，也要為自己著想，凡是傷

害別人的事都不能做，傷害自己的事也

不能做，免得於人於己都不利。 

一個念頭，可以改變未來的命運，唯

有跳出心裡的牢獄，做個自由人才是最

重要。

受持五戒，小至個人可以免除苦惱、恐怖，可以獲得
身心的自由、平安、和諧、快樂；大至國家社會，如
果人人都能受持佛教的五戒，那麼我們的國家必定是
一個淳樸謙讓、重德祥和的淨土。

佛法真義 文／星雲大師

佛門寺院道場裡，每天早、晚課誦後都會

「回向」，過堂吃飯後也會「結齋回向」，

往生佛事有往生的回向偈，祈願祝禱有祈福

的回向偈，那什麼是「回向」呢？

回向就是「寄存」的意思，像你有錢放在

家裡不安全，要把它存到銀行裡；你做了功

回 向

德，希望帶給父母健康、家人平安，這就是

「回向」的意義。回向如同播種，小心照顧

，讓它發芽、開花，而結成纍纍果實，以小

小的因，成就豐碩的果。回向又如一根蠟燭

點燃另一根，燈燈相傳，自身的燭光不會減

弱，反而更亮。

回向也是一種「光榮歸於佛陀，成就歸於

大眾；利益歸於常住，功德歸於檀那」的廣

大心量。回向亦有回小向大、回自向他、回

事向理、回因向果、回有向空等諸多意義。

所謂「回小向大」，如同我們布施一塊小

小的麵包，普願回向天下蒼生都能得到溫飽

；一百元樂捐大學建校基金，普願回向天下

莘莘學子安住身心，學業進步。本來只是一

塊小小的麵包、一百元，經過我們的回向，

普天之下的人都能獲得這個功德。

而「回自向他」，就好像我把誦經拜佛的

功德，回向給父母，希望父母長命百歲；參

加助印藏經的功德，回向給兒女，讓他有聰

明智慧。所謂自他兩利，就是「回自向他」

的意義。

什麼是「回事向理」？可以這樣的解釋，

我願意化成一杯水讓人止渴；我願意舖成一

條路讓大家通行無阻；我願做一棵大樹給大

眾消暑乘涼；我願做一個孝順的兒女，讓父

母富足歡喜；我願做一個好的父母，成為兒

女的模範。舉凡種種，雖然「事相」上只是

那麼一點點，但由於「心量無限」，這個「

理則」即能普施一切。

還有「回因向果」，我們現世今生，所行

所做，都是在「因地」，但是現世今生既然

有了「因」，當然未來或來生必定會結「果

」。

就如春天播種，秋天收成；今年播種，明

年收成。今生種了善因善緣，未來就會有豐

富的果實，這就是「回因向果」。

另外「回有向空」，回向一定都有一個目

標，但卻是有限，你能從有限變為無限，就

是「回有向空」。如虛空能包容萬有，照見

五蘊皆空，就能「度一切苦厄」，所以「有

形歸無形、有為歸無為」；回向的心理，等

同虛空，等同法界。

其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隨時隨地都

可以修持回向法門，有了一點善美的念頭，

或者即使只做了一點點好事也都可以回向，

以自己的能力所及回向給別人；就像再渺小

的水滴，也能成為巨大海洋；再微弱的燭光

，也能劃破千年暗室。

回向是無私的給予，如此善美的意念，必

能使這個人間增添幾許和諧、快樂。

幹嘛整天懺悔啊

將心比心 

終於媳婦熬成婆
文／篤

妙對釋罪

屈原投江與曾子殺人
文／曾昭安

從前有個秀才，飽讀詩書，滿腹經綸，又

安分守己，卻被人誣為殺人凶手，抓到公堂

審問，呼冤不止。審案的是太守，仔細看了

案卷，知道這位秀才遭人誣陷，便說：「我

出個對子，你若對得出，判你無罪。」

太守說著出了個上聯，用的是戰國時期著

名詩人、政治家屈原，投汨羅江的典故，聯

曰：「投水屈原真是屈。」

秀才一聽上聯，聯想到自己的一肚子委屈

，脫口答道：「殺人曾子又何曾。」

大家知道，曾子是春秋末期魯國人，有人

告訴他母親，說他在外面殺了人。曾子的母

親太了解自己的兒子了，開始根本不相信自

己一向老實厚道的兒子會殺人，但一連幾個

人都這麼說，曾母雖賢，也不能不對自己的

兒子表示懷疑。後來人們就以「曾子殺人」

來說明流言可畏。這個秀才用這麼一個典故

，真是太貼切不過。

太守見秀才確有才華，便高興地將其無罪

釋放；並迅速將誣告者捉拿歸案。

文╱星雲大師

我的小小動物緣

貧僧有話要說 二十五說

佛陀當初在菩提樹下證悟，就說：「大地

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說明一切眾生佛

性平等，有時候，動物的情義更勝於人類，

綿長而雋永。

自古以來，我們從神權、君權，發展到人

權，講求人人平等，現在更應強調「生權」

，倡導「生權平等」已是這個時代的使命。

所謂「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一切眾

生不論男女老少、賢愚貧富，乃至畜生、鬼

類等皆有佛性，「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

根本教義，就是佛教尊重眾生，重視生權的

最佳詮釋。

唯願讓一切眾生的生存權利都受到保障，

才是究竟的生態保育，祝願人人有此共識，

共同重視生權的提升，共同保護所有可愛而

美好的生命，彼此共生吉祥，幸福安樂。

    逾百鳥類  成生態樂園

好比十多年前，有一位鳥類專家吳森雄博

士，他也是佛光會的督導，他告訴我，佛光

山的自然生態中，有百種以上的鳥類，像《

阿彌陀經》裡面提到的，大概除了共命之鳥

之外，其他都有了。甚至，也可以看到一些

珍奇少見的禽鳥，例如：五色鳥、黑冠麻鷺

、紅嘴黑鵯、翠玉鳩、白鶺鴒、鷺鷥鳥等，

可以說是一個生態的樂園。

那個時候，山上也有好幾隻樹鵲，經常吃

一些才出生的小鳥，讓這許多幼小的鳥類不

能安心。我想，這種鳥類的殺手，不能任憑

牠們這樣傷害無辜，侵犯其他生物的生權，

必須把牠們驅逐出境。後來，有人說要提供

獵槍給我們，但我覺得也不必用那麼強而有

力的武器對付，只要能把牠們嚇跑，比方說

用炮竹的聲音，或者是用彈弓，至少能嚇阻

牠們。

但這也都只是短暫的效果，正在不得辦法

時，我向吳博士請教如何是好？他說，唯一

的方式就是請來老鷹，因為牠是樹鵲的天敵

。但又不能真正養一隻凶猛的老鷹，於是他

找人錄了一段老鷹的叫聲，在藍毘尼園裡播

放，後來山上的樹鵲果真就沒有了。我這才

為鳥兒們可以繼續在佛光山樂園內，安居身

心、自由自在，而感到幾分欣慰。

沒想到，樹鵲走了，這段老鷹叫聲的錄音

，卻引來了真正的老鷹。現在，我們在佛光

山、佛陀紀念館的空中，常常可以看到三、

四隻的老鷹在盤旋。好在，也沒有聽到有人

投訴牠們在山上有什麼惡劣的行為，反而成

為佛陀紀念館的金剛護法似的，經常在這個

區域範圍內巡邏，不讓凶猛性的動物出現，

並且與空中和地上的生物，彼此相互尊重，

平安無事。徒眾還告訴我，曾經看到一隻老

鷹被一群麻雀包圍戲謔，怎麼也甩不開，最

後只有落荒而逃，直笑說，真是「鷹落平陽

被鳥欺」了。

    山居一宿 鬧鐘是鳥鳴

其實，動物的世界是屬於「弱肉強食」，

再說，這許多肉食的動物，必須靠殘殺才能

生存，假如牠們不能以殘殺取食，生命也不

能存在。只是，這是大自然的生態平衡、生

物鏈的循環，貧僧個人也無能為力，但至少

在我管轄的範圍內，我們保護這個區域內的

生命，讓牠們平安、自在，我感到這是我義

不容辭的責任。

想起佛光山開山時的一片荒地，滿山刺竹

、深谷溝壑，花不開，鳥不來，白天蟲蛇出

沒，晚上四野寂寂，只聽到各處傳來種種動

物的鳴叫聲。我心中有佛，並不感到孤單可

怕，只覺得牠們都是法侶同伴。經過五十年

的光陰，我們在這裡水土保持、植樹造林，

現在有百花齊放、蝴蝶飛舞、群鳥遨翔、各

類的動物各自安居。

記得名教授、藝術家蔣勳先生曾經來山講

學小住一晚，他說，在都市裡，早上是被鬧

鐘吵醒；而在佛光山，清晨是被鳥聲叫醒的

；也曾經遇到一對來自洛杉磯的信徒夫婦，

他們說，每年一定都要回來佛光山巡禮，也

特別來聽聽大雄寶殿旁的牛蛙叫得像支交響

樂的協奏曲。

是的，貧僧是想，只要我們有建立世間的

因緣條件，尊重生命、愛護生命，一切有緣

眾生，都會匯聚到佛光山來的。而來山的信

眾遊客們，你們有欣賞到這許多與我們共命

的動、植物嗎？

⬆佛光山經過五十年的水土保持、植樹造林

，現在有百花齊放、蝴蝶飛舞、群鳥遨翔、

各類的動物各自安居。

阿姨是我小時候住家後門鄰居，媽媽和阿

姨是無話不談的姐妹淘。

雖然阿姨生了三個兒子，但她婆婆總認為

沒帶嫁妝的阿姨不是她「甲意」的媳婦，所

以整天雞蛋裡挑骨頭，想盡方法辱罵且讓街

坊鄰居全都聽見。

好不容易熬過這些年，阿姨終於媳婦熬成

婆。因為自己吃過的苦，她告訴自己，絕不

讓別人家女兒跟她經歷一樣的路，該疼該教

的時候，阿姨盡可能拿捏得恰到好處。

大媳婦生不出小孩，阿姨的不在意堵住了

三姑六婆的閒言閒語。二媳婦連生三個女兒

，阿姨比照孫子辦滿月，笑嘻嘻說：「有子

萬事足，有女萬事福。」三媳婦有生男壓力

，決定不生小孩。

阿姨的小姑們紛紛看不過去，認為再不出

面「教訓」這些媳婦，這個家會「絕後」，

沒人傳宗接代，香火就斷了。

阿姨看盡夫家家族興衰過程，她淡定地對

這些已經當阿媽卻老是喜歡「興風作浪」管

娘家事的小姑們說：「家和萬事興。」「自

己管好自家事，較重要！」小姑們雖然悻悻

然離開，但仍三不五時找嫂子「理論」。

 阿姨跟媽媽聊天，她看開地說：「兒孫

自有兒孫福。」「我這輩子把該做的事都做

好了，沒有虧欠夫家歷代祖先。至於，以後

子孫要怎麼做？我管不著，也不能管。」

時代不同，現在很難看見事事做主的霸道

婆婆，也少見逆來順受被百般刁難的媳婦。

阿姨能夠豁然開朗，當個現代婆婆，真是不

簡單！目送騎腳踏車回家的阿姨，真心祝福

阿姨能夠一直快快樂樂度過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