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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 薩 大 愛 無 疆 界 眾 生 同 願 共 善 行

  常常說「無常在瞬間」，可能覺得僅僅是一句言詞，其實是真實
人生。普天之下災難頻傳，人間世苦難偏多，每天的國際新聞總是讓
我不捨、讓我心痛，很多事都很想做，但是很多事卻是遙不可及，而
且國際與國際之間，談何容易。

慈濟五十多年來，走過一百三十六個國家地區，有因緣就會展開
國際援助，當然也會遇到種種困難，但慈濟志工不怕辛苦，下定決心，
不畏艱難、不怕危險，前往當地援助苦難，像三十年前的盧安達內亂，
又或是柬埔寨等。

然而，那個時代的困難與現在時代的困難是不一樣，情勢也不一
樣，明知道某一國家真的很苦，災情偏多，也知道難民逃難之苦，但
是救不到，好遙遠。這幾年來，心裡真的有很多的自嘆無奈啊！

▍菩薩湧現拔苦難

2024 年元月 1 日，日本能登半島，毫無預警，瞬間天搖地動，再
鞏固的房屋都倒塌了，天地威力之強啊！時值寒冬，天氣冷颼颼，慈
濟人及時付出，送上一碗碗熱騰騰的熱湯、飯菜，受災鄉親捧著那碗
熱食，比什麼都還珍貴，這就是情。彼此間本來是陌生的，但在那樣
的地動後，菩薩從地湧出。

但是，慈濟於 5 月起，才開始發放「見舞金（應急金）」，這樁
事讓我感覺很愧疚。當時知道日本地震災情很嚴重，但考量到日本國
情、規範嚴格，他們行動應該會很快速，加上當地慈濟人不多，而且
所在的地方距離災區很遠，人力要做也是不夠，所以傳回來的訊息不
多，我自己心裡想：應該是沒什麼問題，也就沒有太多主動去關心。

一直到 6 月間黃思賢居士去了一趟，從拍回來的影帶裡，看到了
災區還是那麼的嚴重，倒塌的房屋依舊躺在原地，而災民有的是投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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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友，或搬入組合屋生活，但仍有人還住在避難所。可以想像他們的日
子是多麼難過，實在非常不捨。

不過，還是看到日本人的堅韌，看起來很樂觀，甚至在得知臺灣花
蓮發生地震時，有的捐出平日存的零錢，也有的從見舞金抽出紙鈔，要
捐錢幫助臺灣。慈濟志工就趕緊說明，日本能登地震災後援助，慈濟列
入為國際賑災，不影響臺灣慈善工作。

這是在日本，而花蓮這次的地震也很大，可說是「重業輕受」；最
重要，是讓大家明白人生無常，這是一個大教育。芮氏規模 7.2，讓人
有一點預警，瞬間天搖地動，臺灣能平安，要心存感恩。

慈濟日本能登賑災團於5月30進行報告，成員謝景貴（右）帶回日

本受災鄉親捐的零錢（賽錢箱），要幫助臺灣0403花蓮地震災後援

助。圖片／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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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花蓮地震當天下午，上人前往巿區，關心天王星大樓受災情

況，也聆聽志工說明災況。圖片／花蓮本會提供

那一天地震後，我趕快從書房裡出來，常住二眾及志工都在戶外，
精舍大殿前面的草園迅速搭起了帳棚，行政工作快速地展開，各地訊
息也不斷湧來。

中午過後，一切安排好，我就出去到花蓮巿區，在車上仔細看二
邊窗外，心裡一直念感恩；因為大多平安，安然無恙。直到市區才看
到整棟大樓傾斜。看當晚的新聞報導，它又更斜了，以很微細、肉眼
看不到的行蘊，緩緩地傾斜。

佛陀告訴我們「三理四相」的道理，世間一切物理就是有「成、住、
壞、空」，我去看到的，傾倒是「壞」；已經拆了，是「空」。能平
安就要至誠的感恩！幸好，有常常念感恩；佛心菩薩心，佛心菩薩行，
大家都有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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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大哉教育」，這「一大事」已經發生，無常造成大家心驚慌亂，
造成不少人無家可歸。慈濟馬上啟動，讓受災家庭拿到應急金，可以購
買一些緊急需要的民生物資；更感恩的是，各縣巿慈濟人也陸續趕回花
蓮來，吉安、新城一帶房屋有輕度受損，室內牆壁出現裂痕，或是磁磚
剝落等，志工馬上啟動，幫忙鄉親把震到移位的櫥櫃推回原位，將龜裂
的牆壁刮除一下、補泥塗抹、再刷油漆。

受災家庭很多都是孤老或兩老相依，發生這樣的事情，哪有力氣去
歸位呢？有了來自各地的慈濟人幫助他們恢復家園，給予花蓮鄉親一種
「有感覺」的感恩。慈濟的發祥地在花蓮，花蓮有災，更需要積極去付
出，所以也與花蓮縣政府共同發揮公私協力、合作共善的人道精神，擬
定安居計劃，將提供受災鄉親安居至生活穩定遷居後，可轉為照顧獨老
及經濟弱勢群體的社會住宅。

由慈濟負責設計興建五層樓高的集合式建築，有套房一百一十二
間，雙房有三十二間，總共一百四十四間，還有心靈、靜思、閱讀、休
閒交誼、運動空間。完工後，政府將依條件、意願登記提供鄉親入住，
為鄉親打造舒適、安全、永續、便利的生活空間。慈濟用善與愛投入，
把握因緣，凝聚大家愛心，共同力量投入，讓大家眼睛看到、耳朵聽到，
心感受到。慈濟人間菩薩這樣付出，所以我很感恩。

《法華經》云：「多寶塔從地涌出，是以稱下方世界，遍滿虛空盡
法界，古今佛諦歸一體。」在地球上，慈濟人的確遍布十方人間，哪裡
有災難，即出現在哪裡。

普天之下山河大地四大不調，美國山火、智利林火連續燃燒，一山
攀過一山，燒毀山林、農地、家園，巴西南大河州洪災造成多人傷亡，
還有數十萬人無家可歸，同樣在非洲的肯亞、莫三比克，歐洲的波蘭等
國家，也都受到極端氣候帶來的水災重創，有因緣的地方，只要慈濟人
走得到，就會湧現幫助苦難。但是，世間仍有許多人受苦受難，因緣不
具足，我們還走不到，只能嘆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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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相傳盡身命

不過，最近我都對自己說：「要知足了！」對自己生命盤點，感
覺很值得。從二十九歲開始，動一個念頭「想幫助苦難人」，點滴的「五
毛錢」開始，到現在慈濟已接近一甲子。

面對國際，每次聽到哪裡有災，心靈總是掛礙著：平安嗎？緊接
著菩薩要準備行動，了解災情，如何發放、救災？是急難或中期？或
要長期付出，讓災民安身立命？這都是慈濟，一直到現在。

記得 1969 年，第一次在普明寺辦冬令發放，此後年年，慈濟人和
照顧戶圍爐，和老人們大團圓。雖然孤單一人，但來到慈濟大家庭，
同桌吃飯，相互認識。人生的因緣會合，慶團圓，你認識我、我認識你。
有情、有聯絡，常常作伴，就是好因緣。

每年過新年，全臺的幾十個慈濟道場，都很隆重的辦桌，端上很
豐富的年菜，提前跟照顧戶歲末圍爐。我們的照顧戶，有的貧窮苦難、
殘疾孤老；慈濟人不忍他們受苦難，展開愛心關懷，很誠意、很殷勤。

圍爐時，每一桌都有委員、慈誠陪伴照顧戶；有的人眼睛看不到，
委員就坐在身邊幫他夾菜。這一餐大家吃得很歡喜，因為不只吃到口
齒留香，誠意的美也讓他感覺到，心很歡喜。

很多照顧戶，同樣每個月累積「竹筒歲月」，過年時，同樣一筒
一筒的送回來。哪怕只有幾個銅板，投進了竹筒，也鏗鏗鏘鏘、叮叮
噹噹。一枚枚進了大缸裡，經過半天、一天，大缸也有八分滿了。「滴
水成缸、粒米成籮」，人人點滴會合來國際救災；若要滴水成河，一
個一個缸匯聚總能成河，供應乾旱的土地。這都要重視那個「一」，
好好的累積，莫輕視一小點，那一點滴才能滋潤大地，那一枚銅板才
能聚少成滿缸。

不只照顧戶懂得翻轉手心向下，一起來共善助人。好幾年來，慈
濟幫助在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孩童教育，志工教孩子要時時發好心，
有的孩子捐出身上零錢，但有些孩子沒有錢，無法助人而感到難過，
志工鼓勵他們說：「你可以寫在紙上。」於是，這些純真的孩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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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上寫上五元或十元，再把一張紙條摺疊，很恭敬投下去竹筒裡。這也
是功德。

《法華經》說：「乃至童子戲，聚沙成佛塔。」兩個孩子在地上玩沙，
阿難尊者走過，問孩子：「你們在做什麼？」一個說：「我在這裡建設
城市。」另一個說：「我在這裡做米、麵。」以虔誠、純真的心，讓人
吃得飽，讓人有房子可住，功德也無量。

功德，是有做有得，人人只要啟發一念愛心，不影響一天的買菜錢，
不影響家庭；總是以愛的祝福，向人說善法，這就是「弘法利生」。

所以，無處不是菩薩道，條條菩薩道通佛道。期待人人天天要與人
結好緣，而且常常祝福自己，「我在慈濟大家庭，師父都叫我『菩薩』！
我要成菩薩。」不要忘記師父稱呼你們的名字──菩薩。

佛典中「諸上善人俱會一處」，諸上善人都是菩薩。菩薩回去要度
眾生，來了要交功課，向佛報告：「我在某一個世界，度多少眾生。」
菩薩修行度人，修行愈久，度人愈多，也救很多人。

慈濟的質，是負起責任，盡身命。每個國家的慈濟人不僅僅說：「我
做好事就好」，我發願「我要做到最後一口氣」，期待慈濟人都有同樣
的心願；沒有說「我已經做幾年，時間到，就放下了。」

慈濟菩薩有傳承，但不放下，仍要一路陪伴，代代傳承，在全球付
出。《法華經》說：若來聽聞佛法的人，歡喜相傳，傳五十人（註一）。
我很期待慈濟人，從現在這一代開始，就要代代相傳，傳五十代人；一
代平均五十年，五十代即二千五百年。

佛陀在世延續到現在，已經二千五百多年。期待大家發心，從我們
再延續五十代，每個家庭代代相傳，代代延續無窮盡；發願到未來的
二千五百年，延續佛陀來人間的一大事因緣，入人群度化眾生。

期待未來佛法永恆在人間，人人都能發心如初、道心堅固，菩薩道
從現在開始鋪，今天鋪完了，明天繼續鋪；這輩子鋪完了，來世再繼續
鋪，代代連接，讓子孫來接。未來我們回來，再接下去鋪子孫所鋪的路，
這叫做「代代相傳」，發心立願──生生世世，常行菩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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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開路造福業

慈濟的道場，都是就地取材，一塊磚、一包水泥，點滴會合，我
要向大家感恩，大家幾十年來的支持。沒有這麼多人，就沒有慈濟；
沒有「慈濟」，就無法聚集菩薩，行菩薩道。

開路，是每一位菩薩的使命。菩薩開路是「因」，佈種子，種子
結果。己做己得，人人所做，是自己所得；菩薩沒開路，就只是過路
人而已。

慈濟將近六十年，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大家做慈濟要有責任、提
升智慧，當有災難時要展開慈悲之心；當平安時，要時時自我反省。
孔子也說「吾日三省吾身」，孔夫子一天就有反省三次，早上是否有
做錯事？中午是否有對不起人？晚上有無錯過？我每天時刻都在自省：
「聽到話後，到底回答對不對？」「我這些菩薩在人群中，到底走正
道有走正確嗎？」我要管自己，我也心繫大家，這就是顧愛心。

這念心，是造福業的一念心。不然，有時候和大家說「慈濟在國
際間救濟多少」時，也會有人覺得：國際與我有什麼關係？其實是息
息相關的。地球平安，我們就平安；地球任何一個角落不平安，我們
就要提高警覺。

佛陀來人間說法，就是要讓大家有覺悟。近來我也一直和大家說，
「覺」就是「見」，不只看到了，還感受到了，慈濟快要一甲子，
五十多年來不斷在學，藉由國際救災，可以看見天下災難偏多，造成
多少天災的災民，也可以看見人心混亂，國與國之間相爭下，造成多
少的難民。

人禍、天災在國際間，我們要趕快啟動去幫助，千萬不要說「為
何不救濟臺灣？」我若聽到這句話，心會很震撼、會很難過，也感覺說：
「拜託，不要自我詛咒，不要去惹來說有災難。」

「積善之家有餘慶」，我們要時時打開心胸，用愛培養智慧，看
見人間疾苦，要盡心用力去拯救眾生，造福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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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慈濟志工李金蘭與勘災團於10月5日透過視訊連線，向上人報

告魔羯颱風勘災情況並請示第二次出團。圖片／花蓮本會提供

（恭錄自2024年2月9日志工早會、3月7日全美合心共識會團隊溫馨座

談、4月12日宜蘭區慈濟人及榮董溫馨座談、6月17日北區溫馨座談、6

月23日中區幸福人生講座、6月30日高雄區溫馨座談、10月24日慈善志

業體分享、11月16日北區第三場授證暨歲末祝福開示）

（註一）「是諸人等聞已隨喜，復行轉教。餘人聞已，亦隨喜轉教。如

是輾轉至第五十。」出處為《法華經‧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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