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貪利害一時，貪法害一生
一－85 年 11 月 9 日北區委員培訓開示

一個人有大 J慈悲的愛心，實踐之後有心得，才可以為別人說法 。 待人

接物合乎「仁、義、 禮、智、信」一切禮節，達到天寬地廣那分不執著的

境界時，才可以教導別人。

各位菩薩 ：

。廣結善緣，歡喜自在

菩薩是抱著遊戲人間的心念，很歡喜、

很自在地面對人間事。慈濟人也是每天歡喜，

人人快樂﹔能時時歡喜、自在與快樂，即是幸

福者。

今晚聽陳金發居士向大家報告，河北省

災區民眾受苦受難的情形，以及廣播組同仁怡

君報告慈濟人送愛去福建的情形 。看看別人，

想想自己，深覺我們大家真有福。

人世間的幸與不幸，都是相對比較而來

的 。 九一年華東 、華中撈害時，慈濟人第一次

去大陸災區，看到當地的貧困覺得很可憐。現

在我們所幫助的河北省是全國特困區之一，比

起九一年我們救助的地方更貧困。但是，他們

非常樂天知命。

大陸這次颱風的雨很大、水很大，政府

為了保住北京、天津，只好犧牲農村。當地農

民的財產、家園全部毀於一旦，但是他們毫無

埋怨，覺得犧牲自己的小農村，可以救兩個重

要城市，他們很光榮。這種犧牲自我的精神，

真是令人敬佩！

。

此地本來就是全國特困區之一 ，平時三

餐都成問題，經過這回的大劫難之後，更是一

無所有了。但是災民們知足、善解、感恩，雖

然生活物資統統沒了，可是他們還有很光榮的

精神。這麼單純的本性，說來他們也是幸福中

人。

其實，大陸這回有三億多人口受災，將

近全國總人數的四分之一。而我們能夠救的，

只有我們腳走得到，眼睛看得到，手伸得到的

地方 。除了河北、福建之外，還有很多省縣是

我們此次無法到達的。

同樣一個颱風，台灣下了兩千公釐雨

量，受到一些區域性的災難。大陸才下了六百

公釐雨量，災難卻那麼廣大。說起來，人間有

幸者得福， 不幸者得禍， 福與禍是從何而來

呢？自己的業力招來的啊！因為有共同的業力

影響，當共業緊集在一起時，災難就大了。

所以，我們學佛就是要知 「 正因、正

緣、正果、正報」﹔對於因、緣、果、報要有

正確的理解。造如是因，得如是果、如是報，

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就是「緣」，若有 「 因」無

「緣」即無法結「果」﹔有了 「正因」，還要有

「善緣」。因此，我經常告訴大家，廣結善緣﹔

你想付出，也要有人肯接受。這是很重要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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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卜 。

0精神與物質生活的迷失

最近社會上有些民眾信仰不正確的問

題，卻被列為宗教問題。例如，「宋七力」是

什麼宗教？有人知道嗎？其實，若說他是道

教 ， 他並非道教﹔若說他是佛教，絕對不是佛

教﹔也非基督教，也非天主教，那麼他是什麼

教呢？既然無宗無教，何以將他列為宗教問題

呢？

另外一位是「妙天禪師」。就佛教而言，

出家人才能稱 「法師」、「禪師」，在家人就稱

「居士」，不管你有多高深的研究，還是「居

士」，不能稱為「禪師」。但是有些人卻「自

迷上「迷他」，自己信仰不正確，還導致大眾

跟著一起迷信。

現代人迷信什麼呢？很多人連「衣、

食、住、行」都迷信。

例如「穿衣」，本來衣著的目的，一是遮

身禦寒，再者是為了禮節所需。冬天穿厚一點

的衣服以禦寒，夏天就穿薄一點的衣服，以遮

蔽身軀。另一個功能就是「禮節」﹔比如家裡

有客人來，你會穿著睡衣接待客人嗎？當然不

會，這就是禮。你們今天來此，每個人西裝畢

挺，很整齊地出席。這是為什麼？為了禮貌，

對不對？

穿衣就是這兩項功能而己，遮身禦寒以

及待人的禮節。但是，有些人卻在服飾上迷

信。迷信什麼呢？迷信「名牌」﹔每穿一件衣

服就執著這是某某名牌 。

記得好幾年前，有一位開泊來品店的慈

濟委員，她店裡有件衣服掛了好幾個月都賣不

出去，有位同行的朋友就教她：把價錢再多一

個 「零」，保證很快就賣出去 。 她半信半疑，

就試試看，把原本標價700 ，多加一個零變成

7000 。 果真，隔天一位顧客看看衣服、看看價

錢，說：「這件衣服幫我包起來。」一一七千

元 。 她拿到這七千元時，心想 ： 賺這種錢實在

。

很心虛，乾脆捐給師父做善事去。所以她捐了

六千元，自己則賺三百元的基本利潤。

有些人就是迷於數字，以為衣服越貴就

是越高級。這也是迷信。我們學佛要學得正知

正見，衣服若適合我們的身分、禮節，功能達

得到，應該這就是最好的衣服了。這樣才是

「 正信」。

有的人則會被 「食」迷了。曾經有一位老

師告訴我 ： 聽說很多運動選手都是喝「活鱉」

的血以保持體力。我覺得這也很迷信啊 ！ 另

外，也有人說，吃素營養不夠。即使向他分析

素食的健康，以及肉食的缺點 。 他聽一聽，還

是覺得：「是這樣嗎？我可能需要一段時間，

慢慢再說 。 」他就是迷於必須吃肉、吃魚等等

才會健康。這也是迷啊！

「住」也是一樣 。 諸位，晚上睡覺你們睡

多寬？六尺半長、三尺寬應該夠了吧？我們躺

下去是 「小死」’又不是 「長眠」，對不對？否

則就麻煩了 。 即使是長眠的話，需要多大？差

不多一尺半多就夠了啊！所以，為何要奢求那

麼多？我曾經看過一個圓圓、大大的，那也叫

做「床」 。 真是奇怪啊！這就是迷信，要講究

樣式、質材才肯滿足 。

「行」的方面也有人迷信 。 例如，車子只

是為了代步，為何要買幾百萬名車呢？前不

久，有位先生來慈濟參加靜思生活營，他說，

來慈濟之後才知道，自己開著一千五百萬的名

車，實在是太奢侈了。於是他將那部車義賣了

一千萬，捐出來給慈濟。

生活若能簡樸，人生就會很幸福，然而

現在社會很多人都迷失了 。 所以，慈濟委員要

有責任感，要把慈濟精神推廣出去，讓社會普

遍對物質生活不要迷信，要有正知、正見、正

念，明白衣食住行生活的適當運用。

。宗教一一一人生的宗旨 、 生活的教育

不過，話再說回來，現代人就是因為心

中有貪才會迷 。 有的人是貪物質、貪財、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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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貪利，有的人卻是貪法、貪理。有的人甚

至以為，只要買個蓮座就能得到加持、解

脫．． ．。剛才有一對父母帶著孩子來這裡，這

個孩子是醫學院五年級生，他跟著人家去追求

迷茫不實的信仰，導致精神分裂，讓父母無比

擔心、煩惱啊！

總而言之，不要貪求。貪求法、貪求理

也不是好事，我們只要很踏實地走在人生道

上，自然能夠平安。所以，我經常叮嚀你們

一說你們做得到的法，行你們能夠講的道﹔這

樣就是真理，這樣就是實法。我們能夠走真

理、行實道，就能夠很平安、很輕鬆。

諸位，佛沒有什麼奧妙，學佛只是學如

何做人 。 「宗教」二字 人生的宗旨謂之

「宗」’生活的教育謂之「教」。我們若迷信7

人生的宗旨，哪有「宗」呢？若迷失了生活的

真實感，哪有什麼「教」呢？所以我們必定要

知道人生的「宗旨」’以及生活的「教育」’這

樣才是所謂的「宗教」。

學佛，就是學真正的 「人生宗教」，不要

跳脫現實的人生而去追求玄妙的幻境，這樣很

危險。也不要只求僥倖，要正信 「 因果」﹔若

是求了什麼就能得到加持、解脫，那就沒有因

果了。希望大家在慈濟道上要很用心，要腳踏

實地，絕對不要想超越現實。能夠生於現實的

環境中才是真正幸福，超越了現實就非常危

險，若稍一不慎走火入魔了，不只白己心亂、

生活亂而己，也連累家屬跟著我們亂。所以，

人生最重要的是安穩一一一平穩、平安，這是最

重要的幸福了。

慈濟提倡人間的菩薩道，所謂 ： 「佛法

生活化，菩薩人間化」’就是將佛陀的慈悲教

育，用在日常生活中 。今晚你們很多人都是

「新發意」菩薩一一發心走入菩薩道﹔大家也

想皈依，成為正式的三寶弟子 。 其實，你們走

入慈濟門時，就已經皈依了。因為，你們的身

心皈依處就是「佛、法、僧」 三寶 ，你們身體

力行菩薩道，就是以人生菩薩道為修行的道

@ 

場。

你們都知道，師父不注重皈依儀式，但

是我很注重 「 以佛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

志」。我們既然想當佛的弟子，就要學佛的行

為，佛陀的身心行為是： 「大慈悲為室，柔和

忍辱衣，諸法空為座，處此而說法。」這四

旬，我們若做得到，那就是真正人間的菩薩

了。

「 大慈悲為室」’佛陀的心室充滿了慈

悲，我們的心也要住在慈悲室裡面，人格要

建立在知「禮、義、廉、恥」上，好比人離不

開衣服一般。講話要輕聲柔語，待人要謙虛，

縮小自己，就像穿上一件 「柔和忍辱衣」，讓

人與你接觸時如沐春風。

「諸法空為座」，就是正確的信仰，無所

求、不執著 。 若真能達到這樣，自然能夠很自

在、很輕安。你有大慈悲的愛心，實踐之後有

心得，才可以為別人說法 。待人接物合乎

「仁、義、禮、智、信」一切禮節，達到天寬

地廣那分不執著境界時，才可以教導別人 。 所

以叫做 「處此而說法」。

總而言之，做個佛教徒並不難，只要你

真正平等心 ，將自己縮小，將心慾去除，就沒

有什麼困難。在慈濟，師父都希望你們能做貴

人－一眾生有難時，我們去幫助﹔不求佛來感

應我們，只求我們自己去感應別人：別人有

求，我們必應。不要老是祈求：「佛啊！求您

保佑讓我」’這樣的信仰很痛苦。所謂「無所

求則安」’這才是虔誠、正信的佛教徒。

好吧！諸位，你們今天是皈依佛、皈依

法、皈依僧。希望你們，三皈依要發三大願一

一皈依佛要有佛的大慈悲心﹔皈依法要有智慧

如海的願 ﹔ 皈依僧要有關懷天下眾生的大愛，

投入眾生去付出。若能做到這樣，就是正信的

三寶弟子。

當然，師父還是要再叮嚀你們： 「以佛

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 「為佛教、為眾

生」。祝福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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