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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報載，「世界自然基金會」於一九九八年出版的生命地球報告，台灣每

人平均消費對海洋、森林、淡水等生態資源造成的壓力值為世界每人平均值的三

點四二倍，僅次於挪威；該報告中，我國在魚類及水泥消費量分居全球排名第七

位和第二位。根據環保署官員表示，如果加上台灣水資源的浪費以及廢棄物的產

生量，台灣每人對生態資源造成的壓力值一定是世界第一。官員表示，國人對各

種肉類的攝取過量，吃得太多、太營養，造成健康出問題；此外，台灣建築物結

構以鋼筋水泥為主，環保署官員表示，鋼筋水泥不易散熱，連帶增加國人冷氣機、

電風扇的使用，引伸出核能電廠的興建問題，而砂石開採過度，破壞山林水土，

造成土石流等嚴重後果。 
    這幾十年來，台灣少數人因炒地皮、炒房地產、炒股票，成為暴發戶，近來

因為高科技業的興起，也造就了不少一夕致富的高科技新貴。一般民眾，則為沈

重的房貸、車貸壓的喘不過氣來，成為新時代的奴隸。富者越富、貧者越貧，財

富漸漸向財團集中，財團透過銀行與股市的機制，迅速累積更多財富。富人向銀

行借錢來賺更多的錢，窮人向銀行借錢來滾出更多債務。不甘心的人越來越多，

於是許多少女投入特種行業，而菜籃族、上班族、退休族前仆後繼投入股市，造

成股市全民運動。 
    然而，世界總是有其反動之機制。應運而生的有慈濟的多層次組織慈善活

動，有中台、法鼓山的大眾禪修，更有一波新世紀運動排山倒海而來，健康、瘦

身、環保的呼聲此起彼落，這些新時代的意識型態當然又給一些特定團體、個人

帶來財富和新的觀念。但是，在這個「貪婪之島」上，身為人類的苦難是否真的

被徹底觀照了呢？ 
    釋迦牟尼佛最重要的開示：無常、苦、無我依舊是眼前之事實，只是被我們

無始無終的慾望、執著給遮蔽了。一切本無所得、終歸無所得的事實被我執的思

想習氣一再掩飾，這就是身為人類的悲哀。財富集中於少數，造成其他人的「不

甘心」，這種比較的心，就是建立於常、樂、我的思想基礎上。對財富、身體、

意義的追尋，必然形成苦悶的壓力，而不斷的追尋，卻不斷的失落，在失落、追

尋之間形成無盡的輪迴。對反於動亂的、汲汲求名利的宗教及新世紀運動，依然

未能深刻直觀無常、苦、無我的眼前事實，這是人類的大禁忌、原罪，不容易面

對，更遑論脫落吾我之心！宗教慈善活動若不能與無我相應，也只是一波新的造

神、造佛運動而已，追尋善業依然與解脫苦難無關，仍然係屬於無盡的輪迴。 
   信仰佛法的僧俗大眾應該深思佛陀根本的教誨！讓我們回歸釋迦牟尼佛最徹

底、最慈悲的教法，面對無常、苦、無我的眼前事實，脫落人我的對立、脫落人

與環境的對立，行善不為善法所礙，不論真佛、假佛，不論瑞相、異相，不論有

財、無財，以實相的偉大功德力，為苦難的台灣、苦難的人類，高舉明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