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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之用

懂得「忙」的人，生活常是快樂、幸福、歡
喜的。如果「不忙」，整天無所事事，閒極
無聊，胡思亂想，就會煩惱、痛苦。

人很奇怪，走路怕路遠，做事怕事難

，該讀書，怕讀書苦，等時間，怕時間

長。難道怕遠、怕難、怕苦、怕長就好

嗎？其實，愈難做的事，能把它做成功

了，更有成就感；愈是時間長久的事情

，愈是去從事，更能見出真實的功夫。

好比佛教說，成就菩薩道，修行要歷經

三大阿僧祇劫，這就是在訓練我們的耐

力，正因為佛道長遠，才覺得目標神聖

而可貴。所以「遠」之用，有四點：

第一、名利看得遠，能夠舉止自在：
乾隆皇帝下江南時，在運河邊遇到一位

法師。乾隆問法師：「你在河邊多年，

可曾算過有多少艘船經過？」法師說：

「只有兩艘，一艘叫名，一艘叫利。」

「名利」誘人可見。一般凡夫汲營追求

，倒也無可厚非，只是名利也要用勤勞

、能力、道德，慢慢累積而得。

所謂「實至名歸」，才能真正安心，

你不急於一時獲名得利，自然舉止泰然

，瀟灑自在，不會患得患失。否則如民

初袁世凱之輩，名利薰心，專制獨裁，

又行帝制復辟，落得稱帝不久，立即遭

到舉國上下反對，惹得自己惡名昭彰，

實在兩者俱失。

第二、小人避得遠，能夠不困是非：
宋人許斐說：「與邪佞人交，如雪入墨

池，雖融為雪，其色愈汙。」《孛經》

亦載：「不善友者，假求不副，巧言利

辭，苟合無信。」與不善的小人來往，

容易引生禍害。所以對那些言行不一、

虛偽不實的惡人，不僅不可納前，而且

要遠離，才不會為自己惹上麻煩以及是

非。

第三、思想想得遠，能夠洞觀本體：
孔子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意

思是說，一個人的思想不能局限於自我

，應該擴及眾生；也不只局限於一時一

地，而是要擴大至無邊的法界；將思想

的領域擴大，不僅想到今生，還要反觀

過去，甚至思想到來世，那麼對於事物

本體的觀察，就能更寬、更廣、更大。

第四、心胸放得遠，能夠省去煩惱：
人世間的許多憂愁煩惱，皆因心胸狹窄

，計較、放不下。假如心胸能放得開、

放得遠，則對世間上的好好壞壞、是是

非非、功名富貴，自然能包容放下且清

心自在。

路遠，知馬之實力；行遠，知人之毅

力；菩薩發心，不畏成道路遠；佛子立

願，不怕願力不堅。這「遠」之用有四

點：

第一、名利看得遠，能夠舉止自在；

第二、小人避得遠，能夠不困是非；

第三、思想想得遠，能夠洞觀本體；

第四、心胸放得遠，能夠省去煩惱。

佛教講：「戒住則僧住，僧住則法住。」

當初佛陀制戒，就是為了維護僧團的和樂清

淨，為了讓正法久住，所以戒是僧團的基石

。但是戒律也不是只有出家眾才須要受持，

戒是一切善法的根本，人人都需要有戒來規

範自己，人生的道路才會安全。

戒不是拿來講說的，而是要去實踐。尤其

，戒是活用的，不是呆板的。就拿大乘佛教

的「三聚淨戒」來說，第一是攝律儀戒，教

你行住坐臥都要合乎威儀；第二是攝善法戒

，凡一切行事都要以慈善為根本；第三是饒

益有情戒，就是主動的關懷眾生，利益有情

，這才是積極的持戒。

在佛教裡有一則記載，古印度有一位波斯

匿王，他的皇后人稱「末利夫人」。國王和

皇后平日感情很好，但是自從夫人皈信佛教

、受持五戒以後，嚴格遵守不殺生、不偷盜

、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有一次，波斯匿王征戰歸來，因為對廚子

準備的飯菜不滿意，大發雷霆，下令要將廚

師處死。

末利夫人聽說此事，心想：該怎麼救廚師

呢？於是他想了一個辦法。當她和波斯匿王

見面時，就說：「大王，你回來了，我好高

興！今天我要擺設酒席，陪你喝酒，表示對

你的歡迎。」

波斯匿王一聽，非常高興，但是心中不免

又有些懷疑，就問末利夫人：「你不是受過

戒了嗎？」

末利夫人回答：「為了迎接大王，今天破

例一次不要緊！但是大王，我有一個請求，

好酒要有美膳相配，我希望御廚能親手做我

喜歡的菜色。」

國王聽後，想到：不得了！最會做那道菜

的廚師，我剛才已經下令要砍他的頭了。於

是大喊：「刀下留人！刀下留人！」趕快又

派人前往刑場，把廚師給救了回來。

現在我們要問，末利夫人這樣的行為，究

竟是有犯戒呢，還是沒有犯戒？戒是心中的

一念，不應該拘泥在戒的條文表相裡。若你

是因為貪瞋愚痴而造作不當的行為，那你就

會犯戒；若你是為了救人救世，即使行為有

所違犯，也不能等同一般的犯戒來看待。

中國也有這樣的一個事件，明朝末年，張

獻忠起兵作亂。山賊進入到一個寺廟裡，裡

面除了出家人，還有許多入寺避難的老百姓

。住持破山和尚為了保護寺中所有人等，於

是挺身而出，要求山賊不要傷害人命。因為

破山和尚平日持戒嚴謹，山賊故意要刁難他

，就叫人端來一碗肉，對著他說：「好，大和

尚，你把這碗肉吃了，我就不殺他們；如果

你不吃，我就把大家通通都殺光。」破山和

尚當下毫不猶豫的，把一碗肉都給吃完，山

賊果然也很遵守約定，就把大家給放了。所

以你說，破山和尚是犯戒呢，還是持戒呢？

    救人救世動機 是饒益有情戒

其實，我們的心如果是出於救人救世的話

，那都是菩薩饒益有情戒，都是比丘的根本

自性戒。持戒不是拘泥於戒相，而是要活用

戒體；戒是講究行持，講究行道的，所以我們

的佛教徒，對於戒律要有這種正確的看法。

不過，假如有人要偷東西，叫我幫他拿；

不拿他就要殺了我，那我就幫他偷盜。或是

有一個人追求我，他說如果我不從，他就要

自殺；我為了他，不得不犯戒。像這一些都

是「一對一」，是個人自私的行為，這是沒

有理由的，這是犯戒的。所謂「戒」，就是

眾善奉行，你要能愛大眾、愛社會，要能為

眾人犧牲奉獻，那麼即使是「割肉餵鷹，捨

身飼虎」，也都不算犯戒。

自己解決一切

世間上的人，幸福安樂的時候，都只想到

自己享受；一旦遇到困難，需要擔當責任時

，才會想要別人來幫忙。實際上，人生的好

與壞、苦與樂，都要自己直下承擔。別人對

我的讚歎，歡喜承擔起來；好的機會來了，

感謝承擔起來。同樣的，責任來了、困難來

了，也要勇敢承擔；在承擔的當下，就是在

累積智慧與福德因緣。你能抱持著「我要負

責，我要擔當」的勇氣，自然會產生力量；

如果畏懼困難，凡事推諉，必定難以成就。

在佛法裡面，雖然有諸佛菩薩給我們的指

導、護念、加持，但是最主要的，自己造的

善惡行為，一切還是得由自己承擔負責。這

就如同你在社會上，你殺了人，不能說是別

人殺的，把責任推給別人，要別人來代替你

受刑；自己犯了竊盜的行為，你不能說是別

人做的，所謂「人在做，天在看」，天理昭

昭，善惡、好壞，賴不了帳的，所以自己要

能承擔自己的行為。

個人身、口、意三業的造作，身所做的殺

、盜、淫；口所犯的妄言、惡口、綺語、兩

舌；心裡產生的貪、瞋、痴等等，所有自己

造作的善惡行為，自己要負責承擔結果。所

謂「種如是因，得如是果」，好的是你做的

，結了好果，當然是你的，因為是你播種的

田園，理應由你來收成；不過你侵犯到別人

，妨礙了別人的自由，這個業力也是要你自

己去承受，別人是代替不了的。

所以，人應該要勇於承擔責任，要勇於面

對苦難和委屈，更要有勇氣承認自己的錯誤

。你做錯事了，趕快自己承認：「這是我不

對」、「這是我不好」、「這是我不應該」

；你能夠這樣誠懇的懺悔，老實的承擔責任

，別人也會給你安慰，提供給你意見，協助

你解決，把過錯、傷害、責任減到最小，而

你自己也能從中不斷的學習、成長、進步。

如果你犯錯，不僅不願承擔，反而還諉過塞

責，找人護航說情；這就像過去坐牢找人代

替，服兵役找人代替，這只是形相上的行為

，但是在因果法則上，還有另外的帳目會替

你算得更清楚。

人生在世，一切問題都要靠自己解決，對

於自己的行為，不要存有僥倖的心理，不要

逃避自己的責任，能夠勇於承擔，進而找出

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才是智者之舉，也是處

世應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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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問題的回答

貧僧有話要說 三十五說

43.問：我原本信仰其他宗教，能改變來
信佛教嗎？

答：等於學校轉學、升學一樣，沒有什麼

不可以，只要信的是正當的宗教，改變信仰

也不是什麼嚴重問題。

44.問：妄語是說謊，那麼該說的話不說
，可以嗎？

答：說錯了是妄語，好話不說也是妄語啊

！

45.問：我煩惱重重，佛祖能幫助我嗎？
答：要看看你心中的佛祖，他應該會給你

答案。

46.問：我信仰佛教了，請告訴我，如何
簡單履行我的信仰？

答：一、你要禮敬三寶；二、你要深信因

果；三、你要慈悲喜捨；四、你要廣結善緣

；五、……等等。

47.問：我年齡大了，已經從公家機關退
休了，我如何度過餘年呢？

答：你要有信仰。看經、念佛、行善、禮

拜、參與道場共修活動，如此，就能開拓第

二個人生。

48.問：青年人一定要信佛嗎？
答：不但要信仰，還要參與信仰的活動，

才能增進德行，才能敦品勵學。

49.問：結婚、搬家，要看日子嗎？
答：不必要！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

只要你方便，別人也方便，都是好日，沒有

什麼不可以的。

50.問：可以同性戀愛嗎？

答：知心交誼、相互傾訴都可以。至於婚

嫁，有違中國的倫理道德，那就要看道德、

法律、輿論的看法了。

51.問：一個人不想活了，自殺會有罪嗎
？

答：自殺跟殺人是一樣的罪業。所以，好

好的生命你要斬斷它，無論是自己的、是別

人的，都不可以。

52.問：人死了以後，有靈魂嗎？它在哪

裡呢？

答：必定有靈魂的，他像遊子一樣，總有
一天會找到他的家庭，那就是來生了。

53.問：世間上有沒有輪迴呢？

答：當然有。春夏秋冬，不就是輪迴嗎？

老病死生，不就是輪迴嗎？東南西北轉一圈

，不就是輪迴嗎？

以上列出的五十三個問題，當然不能代表

我六、七十年來解答信徒問題的全部，等到

有機緣，將來編一本《信徒千問》了。再看

以後的因緣吧！

近期活動

       2016 佛光山南天寺
      三皈五戒菩薩戒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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