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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我訂定佛教新戒條

貧僧有話要說 三十四說

不要羨慕別人的聰明才幹，有其因，
才有其果，若不種因，徒羨其果也是
枉然。

隨喜的功德

普賢菩薩有十個修行大願，其中一個

叫「隨喜功德」。修行隨喜功德，與禮

敬諸佛、稱讚如來、廣修供養等有著同

樣的重要功德，我們隨喜讚歎他人的成

就好事，如同禮拜、念佛、誦經一樣，

都是了不起的修行功課。什麼是隨喜？

別人出錢作公益，我多少幫一點忙；別

人作了好事，我樂見其成；別人有成就

，不起嫉妒的心，隨口說些讚歎的好話

；別人失意，不幸災樂禍，隨口說些鼓

勵的話。隨口說些好話，隨手做些好事

，隨心幫助他人，都是隨喜。隨喜有什

麼功德呢？

第一、如香遍滿堂室：一個人靠化妝

、灑香水得來的香氣，僅是短暫的、侷

限的。我們經常養成隨喜他人，所散發

出來芬芳氣質，就會充塞著所處的空間

，讓你周遭的人都能聞到，亦如你讚美

別人地讚美你、歡喜你。

第二、如炬普照十方：願意讚美別人

、隨喜別人，喜歡顯揚他人的善美，你

的人格道德就會像光亮的火炬。肯隨喜

他人者，不障礙不為難他人的成就，不

諷刺不打擊他人的努力，這樣的人格是

世間的榜樣，就如同太陽的光亮普照世

間。

第三、如種一能收百：隨喜他人，就

像打回力球，你隨喜他人多少功德，就

有多少人回頭來讚美你、隨喜你的功德

。就如同我們在山谷中大喊「你好」，

四面八方都回聲對你喊「你好」。因此

，願意隨喜他人功德者，所獲得的善性

循環，就如同種一而收百。

第四、如月映現千江：天上的月亮雖

只一個，但在地上只要有水之處，不管

是江、海、河、湖、溪、井，甚至僅是

小小的盆、碗、杯盞，月亮都會映現在

其中。我們肯隨喜他人，清淨品格的映

現也如同這清涼月，隨處映現，就如千

江有水千江月。

普賢菩薩發隨喜功德的願，佛陀也常

常讚美隨喜的功德。隨喜是最佔便宜的

修行法門，只要養成幫助他人的性格，

隨時給人歡喜、給人方便，就是很大的

功德了。常人見他人有善喜，忌妒容易

隨喜難，就是不知隨喜有這麼大的功德

。提供隨喜的四個好處，希望大家都擁

有隨喜的性格。

第一、如香遍滿堂室，　　

第二、如炬普照十方，

第三、如種一能收百，　　

第四、如月映現千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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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應
感應是水到渠成，有感則應，就像叩鐘必

響，擊鼓即得洪音，或者日常的飲水止渴、

饑食飯飽；你讚歎別人，得到他人的讚美、

肯定等等，這些都能算是「感應」。

關於感應，在《普門品》中，有顯益及冥

益二說。所謂「顯益」，就像觀世音菩薩的

三十二應化身，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

而為說法；現世就能讓人獲得佛菩薩的功德

利益。至於「冥益」，是由於人的真心誠意

，在不知不覺中獲得佛菩薩的加持，例如，

生氣煩惱的時候，稱念「南無觀世音菩薩」

聖號，怒意自然會逐漸平息下來。

許多佛教信徒虔誠誦經拜佛就是希望佛菩

薩能給予靈感，給予感應；一般也以為，感

應是從求佛、念佛、拜佛中獲得，其實不盡

然，感應也要合乎因果。

 有一首詩偈說：「千江有水千江月，萬

里無雲萬里天」，感應就像天上的月亮映照

在一盆水裡，水中會現出月亮的樣子

，乃至映照在江、河、湖、海裡，

也都能映現出月亮。但是有時儘管

月亮高掛天空，江、河、湖、海卻

沒有顯現月亮，這是為什麼？因為

水面渾濁不清，才無法映現。

 換而言之，即使有月光照射，如果沒有

對等的淨水，就不能獲得感應。因此，所謂

「菩薩清涼月，常遊畢竟空；眾生心垢淨，

菩提月現前」，菩薩就好像天上的月亮，他

的心常遊於畢竟空裡，對眾生沒有分別心，

只有眾生內心清淨無染，心湖如清澈無波的

水面，月亮就會映現於其中。所以，怨怪沒

有感應的人，不能怪罪天上沒有月亮，應該

反省自心不清淨，才不能顯現月亮本體的光

明。

感應是水到渠成，有感則應，就像叩鐘必

響，擊鼓即得洪音，或者日常的飲水止渴、

饑食飯飽；乃至呼喚一聲媽媽，媽媽就回應

；你去讚歎別人，也會得到他人的讚美、肯

定等等，這些都算是「感應」。

    
因緣具足 即能感應

《阿含經》有一則譬喻說：有一個人對著

即將沉到水裡的石頭向神明祈求：「神明啊

、神明啊！請讓石頭浮起來吧！」神明怎能

因為你的祈求，就讓石頭浮起來呢？也有人

對神明祈求：「神明啊！神明啊！請你讓水

面上的油都沉下去吧！」油又怎能沉到水裡

呢？感應不光是祈求就能生效的，祈求確實

會有力量，但只是「助緣之一」，萬事還需

因緣具足。

一個人如果不辛勤播種，只是天天求佛祖

、神明給我發財，這種「妄想貪求」，那裡

能得到佛菩薩的感應呢？

有一位禪師在法堂開示「阿彌陀佛」名號

的功德，眾中有一個青年不以為然的反問禪

師：「『阿彌陀佛』只有四個字，怎麼有那

麼大的威力呢？」禪師沒有回答他的問題，

只罵了一聲：「放屁！」青年一聽大怒，指

著禪師責問：「你怎麼可以罵人？」禪師笑

著說：「『放屁』才兩個字，就有這麼大的

力量，何況『阿彌陀佛』是四個字，你說怎

麼會沒有威力呢？」

其實，每一個人心裡念什麼，就會有什麼

感應。例如念佛，會有成佛的感應，念時間

，會有守時的感應；念清淨，會有禪悅法喜

的感應。只要自己心存善念、口出善言，並

且堅守「自淨其意」，感應，其實無時無刻

就在我們的身邊。

因此，感應是天地萬物、宇宙眾生之間的

互動、呼應；若你有一顆清淨的心，自然能

與真理相應，與諸佛菩薩感應道交。每個人

從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淨化」，

返求自己心中的佛法，讓自性放光，自然時

時有感應。

有位婦女擁有一尊白瓷觀音。觀音聖像

質地細緻，塑工精巧，寶相莊嚴，任何人

看了都心生歡喜。可是有人卻對這位女士

說：「再莊嚴的觀音聖像，如果不到寺院

裡開光，是不會靈感的。」婦女聽了以後

，便帶著她心愛的白瓷觀音到寺院裡去開

光了。

來到寺院，佛殿的供桌上早已擺滿了供

品，以及很多等待著開光的菩薩聖像。婦

人見狀，心裡一急，竟然就把別人的供品

、佛像都給推移到旁邊，然後將自己帶來

的白瓷觀音擺到了中間。

接著，婦人開始燒香祝禱。一邊祈禱，

一邊她卻發現香煙隨風吹送，都飄到了別

的菩薩那裡去。這下她又急了，想著：這怎

麼可以？我燒香主要是給我的菩薩聞的啊

！不得辦法，她只好把香環綁在白瓷觀音

的鼻子上。

婦人對於自己的作法甚為得意，心想：

這麼一來，就只有我的菩薩可以聞到香味

了。幾個小時過去，可想而知的，白瓷觀

音也就變成黑鼻觀音了。

人總是自私地認為別人不重要，自己才

重要。像是有些人到寺院或神廟裡拜拜，

看到人家的水果擺在中間，就把它推到供

桌邊上，以為供品就是要放在正中間，佛

菩薩、神明才看得清楚。事實上，只要我

們的心意虔敬，供品放在哪裡佛菩薩都會

知道的。

所謂「真如自性」，我們的心本來是光

明的，就因為給自私、執著染汙，而矇蔽

了真心本性。就好像一面原本明亮的鏡子

，沾染了塵埃，人們攬鏡自照，再怎麼照

也看不清楚自己。因此，唯有如神秀大師

所說：「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去

除自私、執著，不讓我們的心給煩惱染汙

，才能回復本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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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什麼？

歲的人生，要聽父母的訓誡

歲的人生，要聽朋友的談話

歲的人生，要聽情人的訴說

歲的人生，要聽社會的建議

歲的人生，要聽妻兒的抱怨

歲的人生，要聽大眾的批評

歲的人生，要聽自己的主張

歲的人生，要隨自然的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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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就是生命，你不守時，就是不愛惜生

命。你不愛惜自己的生命，也不愛惜別人的

生命，就不知道時間的寶貴。人無信不立，

人格的養成，要從誠信開始；妄言、造謠，

對別人的辛勞、功德不知道尊重，對別人的

道德、人格輕易的毀謗，不必要別人來判斷

，自己想想，也應該知道罪孽深重啊！

    
十、要能守時守信

一個人要養成守時守信的習慣，如：與人

約會，或者參加會議，或者與朋友往來，一

定要遵守時間。守時的人生，才是美德，誠

信的人生，更是為人生披金掛銀。因為我們

讓人稱讚一句：某人很誠實，某人很有信用

，那就表示你是一個道德君子。做人，為什

麼不做道德君子呢？

除了上述「十要」以外，還要愛護常住、

要有宗門思想，要能隨眾、勤勞、謙虛，具

有因果觀念等等，這些都是成功之道。

十種不要 雖易持且遵行 
前面講的「十要」，是積極的修道，下面

十種「不要」是消極的品德。積極的修行，

比較不容易做到；消極的修行，應該比較容

易受持。但是，無論什麼修行，你不「行」

，就不是道了。所以「十不要」的道，下列

說明：

一、不可好買名牌
既已辭親出家，捨俗入道，就要與世俗的

人士有不同的想法。別人好財，我們施捨；

別人好名，我們無爭；別人生氣，我們忍耐

；別人討巧，我們愚拙。所以，對於一個修

道的人，羨慕世俗，尤其好買名牌，喜愛風

潮，不能淡泊生活，不能簡單養道，是不容

易成功的了。

既已學道，就不需要外物名牌來莊嚴自己

，要從內心修學戒、定、慧學，來給予自己

莊嚴。因為從內心美好的心念，來為自己莊

嚴身相，那才是真正的名牌。

二、不可輕慢他人
在教團裡，我們上有師長，要觀德不可觀

失；我們有同參道友，要互相勉勵、互相提

攜；我們有後輩晚學，現在雖有缺點，將來

他會成就大事。就是信徒，也是我們的衣食

父母，如果我們的冤家對頭也可以成為逆增

上緣，你何能對他人輕心慢意呢？

輕慢他人，就是自己驕傲；凡是成熟的稻

穗，都是低頭的；凡是長成的水果，也都是

垂下的；你要做一個真正的修道人，在生活

裡，舉止行為一有傲慢，必然遭人輕視；只

有低眉合掌、鞠躬問訊，口中常說「請、謝

謝、對不起」，給人讚歎，自我謙和，修道

才能進步。

三、不可嫉妒好事
說到嫉妒，就好像火一樣，嫉妒的火一燒

起來，好人，會燒成變態的人；好事，也會

燒成沒有價值。所以嫉妒的火，是人性裡醜

惡的東西。人性裡見不得人好，見到人好，

就嫉妒他，見到好事，就不歡喜，這都是自

己醜陋的心態。

應該要知道，別人好，對我們有利；我的

朋友升官了，我可以沾光沾光；我的同事發

財了，他買華屋大廈，我也能進去拜訪。總

之，別人擁有，雖不是我的，但我可以沾光

享有，我何必要嫉妒他呢？難道天下都變成

窮人，自己一個人發財才算富有嗎？修行的

人，見到人家擁有，要隨喜讚歎。

所以，要想自己做好人，不嫉妒好人、不

嫉妒好事。對於好人，要讚揚他，對於好事

，也要歌頌它，世間這麼美好，我們為什麼

不歌頌好人好事呢？

我和煮雲法師相處，他的習氣毛病很多，

但是他有一個偉大的地方，就是不嫉妒別人

。光是這一條，在一般人學習當中，就不是

人人能做到的了。

四、不可侵犯他人
佛陀制訂的戒律，無論出家的、在家的，

主要的，就是不可以侵犯他人。戒，是自由

的意義，你要自由，別人也要自由，好人好

事都要自由。所以佛教的五戒：不殺生，是

不侵犯別人生命的自由；不偷盜，是不侵犯

別人財產的自由；不邪淫，是不侵犯別人身

體的自由；不妄語，是不侵犯別人信譽的自

由；不吸毒，是不侵犯自己智慧、健康的自

由。

侵犯別人，是不好的行為，你侵犯別人，

別人自然也會以同樣的方式回報你，這樣就

會對立、仇恨。如果都能像佛教所說，大家

持戒，不侵犯別人的自由，互相尊重、互相

包容，像現在新聞有報導的自由，但也要尊

重信仰的自由，你有居住的自由，也有移民

的自由，大家都要尊重自由，這才是美好的

人生。 （待續）

⬆星雲大師（左）與煮雲法師（右）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