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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不久，某佛研所課堂上有位迷惑不解的學生提出一個難題，大意是說：基

督宗教的教義，她無法接受，不過該教神職人員奉獻的精神與無私的表現卻往往

令她由衷欽佩；相較之下，佛法的義理何等圓滿，但教內的人或事，竟常讓人多

麼失望。這是為什麼呢？ 

  當然，這位有心專攻佛學的知識分子如此受困，也許是她的理想要求高了

些，或者也是她對基督宗教的實況缺乏較深入的理解，然而不可否認，她這麼痛

心的發問無非是出自良心的關懷，甚至是基於一種護教的精神。的確，我們必須

面對一個事實──無論是內部抑或外圍，佛教界有些現象的確在考驗學佛者的信

心。例如：看來明明是名聞、利養、虛幻庸俗的世間法在作祟，當事人卻偏偏揮

舞著教旗，口口「法語」逼人。你還不需要被捲進去，單單旁觀，就會冒一身冷

汗，感嘆「哀哉」，而非「善哉」。 

  結果，在這種環境之下，大家都苦。肇事者儘管得意，自己搞得很過癮，但

畢竟僅是受煩惱驅使，這輩子人間不會因此而有成就，而且靠此本錢，來生似乎

也不容易；他人觀看種種明暗動態，內心無法調適，深感佛門蒙上層層黑雲，於

是心情難以平靜，也跟著陷入煩惱。如此，雙方既不自利、利他，又不自護、護

他。 

  生死本來就不圓滿，但是連宗教都一定要這樣嗎？我們無妨在此參考另一個

傳統的故事。近代有位猶太教的師父，出生有名的拉比家（拉比是猶太教的教

士），年輕就十分渴望能見到耶利雅先知。當他求父親讓他看到先知，父親回答

說：「你若是信心不退地研讀聖典，就會有資格見到他。」所以兒子晝夜不停地

勤讀聖典。這樣過了四星期，因為什麼也沒看到，他又去找父親：「我照你吩咐

作，但根本徒勞無功，先知沒顯現。」父親勸他：「不要那麼沒有耐心！條件具

足，先知一定會顯示給你看。」 

  有次夜晚，兒子在父親的書房用功。突然來了一個奇醜無比的窮人，衣裳襤

褸，滿身灰塵，不但進到書房，而且開始放下背上的一大包東西。兒子很生氣，

呵斥道：「你幹什麼！這神聖的地方，你以為是客棧嗎？」陌生人央求：「我疲憊

不堪呀！讓我歇歇腳，我就另外找個地方住。」不過兒子堅持說：「你講沒用。

反正我父親不喜歡流浪漢帶著骯髒的布袋呆在這裡！」那人嘆了一口氣，包包提

起，就走出去。 

  他離開不久，父親進來，問兒子：「有沒有看到耶利雅先知？」兒子洩氣地

回答：「還沒！」父親接著問：「難道今天沒有人來嗎？」兒子說：「有是有，只

是一個背著大包包的窮人。他剛走了。」「那你有沒有祝他平安？」「沒有啊。」

「為什麼沒有？你不知道他是耶利雅嗎？現在恐怕太遲了……」從此以後兒子無

論遇到誰，不管其身分、長相，也不管此人在自己生命中扮演怎麼樣的角色，這

兒子都會由心深處祝福他平安。 



  佛教裡有類似的故事，最有名的可能就是無著菩薩從關房出來，路上碰到受

傷的母狗，卻認不出是彌勒這則公案。這些發生在行者身上的故事對我們在內心

處理上述的教界紛擾時，應有所啟發，指出避免遺憾的方法。與其感到苦悶、不

滿，發牢騷或失去信心，不如調整角度，思惟：個人了悟空性之前，既然都受無

明的干涉，無法如實看清現象，那就對自己的認知有所保留，並積極用跟佛法相

應的方式來對待一切人、事、物。萬一碰到的是佛、菩薩，即使認不出，也不會

造惡業，反而累功積德。不這樣作，再怎麼革命，再怎麼感慨，教內的情形永遠

沒有改善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