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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自淳 身為一個受過完整訓練的佛教徒，對於佛教只是被聯想成素食主義、非暴力、

祥和、禪坐等，還是感到有點不滿足。悉達多太子，捨棄了宮廷生活所有的舒

適與豪華，出發去尋求證悟時，所追求的一定不只是消極性和灌木叢而已。⋯

佛陀不是一個悲觀者、也不是末日論者，他是重視實際者，而我們卻多是逃避

現實者。當他說一切和合皆是無常，他並不認為那是壞消息。⋯⋯感謝和合現

象無常的本質。我們不用依靠神的意旨這種超自然能力，只要單純地了解和合

現象的本質，就能扭轉乾坤。

無常是好消息
請看《近乎佛教徒》

有一位居士擔心姪女因為夫妻關係緊繃，恐其罹患憂

鬱症，特地介紹她前來找法師晤談。不久，那位年輕太太

主動來電，我們於是先在電話中閒聊了一下。近因是半年

來住在鄉下的公婆搬來同住，她雖努力盡心操持家務，婆

媳卻常因觀念差距，使得許多芝麻小事，也演變得需要先

生介入，導致關係緊張。現在，她處在先生與婆婆之間無

所適從，於是想乾脆跟先生離婚算了⋯⋯，說著說著，她自己結論

說：「師父，會不會是我自己想太多，事情其實並沒那樣嚴重！」

我當然很同情她的處境，也同意她的看法，因為沒有自覺，想解

決問題如緣木求魚。這也不是單一個案，而是法師們經常被詢問到的

問題—類似處境如何自處。於是勸她：如果時間許可、先生也支持，

可以外出當志工，或是上課學習，至少先避免與婆婆朝夕對望二無趣

⋯⋯。希望她給自己時間，走一條醒覺之路。

沒想到，第二天晚上，她竟親自登門拜訪。見了面更詳細對談之

後，才知近幾個月以來，她其實深受算命之言的困擾。原來，當公婆

前來同住之後，總覺諸事不順遂，經過熱心的親朋展轉獻計，於是開

始從星座專家、紫微星象、批流年等一一嘗試，急著想要找個出路。

香光

讀室閱



香光莊嚴【第八十七期】民國九十五年九月 91

結果真是出乎意料，此時此刻婆婆的問題好像變小了，她真正的

擔心是：有算命者預言，她先生會在某一年遭逢財務危機。屆時如果

先生真垮了，她跟孩子們豈不要跟著受苦嗎？她很焦急想尋求一個避

免之道：是不是可以將先生名下的財產全部過在自己名下，還是自己

要另行創業，或者夫妻二人都不適宜，暫放親戚名下⋯⋯。幾經澄

清，我發現：根本問題在於她無法接受已經改變的現況，希望過去沒

有公婆同住的小家庭生活恆久不變；希望此時無憂無慮、衣食無缺的

生活永遠不變，難以接受將來有一天可能一無所有。

怎麼辦呢？她可能希望法師指引她，透過一個簡單的祭祀或膜

拜，就可以「化解災厄」！但是，「佛教徒不相信有一個全能的創造

者，而且他們不認為生命的目的，已經或需要被決定和定義。」於是

我分享自己接受佛教的經驗，回應她：其實，並沒有一個外在的神力

可以幫她解決這一個問題，只有自己，鑰匙在她手上。如果她抱持

「宿命論」，誤以為這是註定的或是運氣所致，當無數的因緣和合在一

起，而且沒有障礙與干擾，結果是必然的，甚至一定如算命先生的預

言，那眼前這位憂心恐懼的女子，哪裡有出路的可能！

但事實上，我們是有能力對條件產生影響力的，至少在起始的時

候。因此，結果就不一樣。

所以，「正見」真的很重要。身為一位佛教徒，至少要先建立善

惡、因果、業報與凡聖等世間正見，自可理解：是「見」決定了我們

的動機和行為。也是「正見」，在修持的道路上指引著我們。

我想介紹大家，看喇嘛導演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特別為中文讀

者寫下的佛學正見之作—《近乎佛教徒》這本書，不管是佛教徒還

是非佛教徒都應該看看！因為許多人誤以為佛陀是佛教的「神」。如

眼前這一位無助的女子，甚至一般的佛教徒，對佛陀也都有一種神化

的看法，所以，會期望「佛」可以幫他解決困境。看《近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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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知道佛陀是一個重視實際者，當他說一切和合皆是無常，他並

不認為那是個壞消息，而是一個好消息。

在書中，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以太子悉達多的出家因緣、修道歷

程與證悟涅槃縱貫全書。指出佛陀了悟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因

此一切事物都會改變。任何事物和另一個事物之間的位置或關係轉變

了，即使是非常細微的變動，都是依循無常的法則。就是因為「一切

和合現象皆無常」，佛教徒可以經由懺悔而修持淨化，「如果有人覺

得能力或功德不足」，大可以寬心，因為能力、功德不足是無常的，

可以經由行善、學習而累積。

作者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曾協助拍攝「小活佛」，更親自執行拍

攝「高山上的世界盃」以及「旅行者與魔術師」這二部電影。不論在

佛教徒或非佛教徒的眼中，他都與眾不同！這一本書裡，作者嘗試以

最接近現代人的語言，說明佛教最核心的四法印見地的層層奧義，當

中穿插許多平易近人的故事，並和現代人的現實生活做了一番對話與

詮釋，真的很不同於一般介紹佛教的書籍。

作者企圖破除常人對佛教徒的誤解：佛教徒等於祥和與非暴力。

說明要成為一位佛教徒，必須接受佛教的四法印見地：一切和合現象

都是無常；一切情緒都是痛苦；一切事物無自性；以及證悟超越概

念。他提出「見地是修行的基礎，因為見地決定我們的動機與行為。」

因為這位年輕女子的問題，引發我想推薦大家細讀這本書。但你

真的需要準備一點用心與耐心和作者做對話，不然可能會在半途放

棄。這樣子也就無法體驗仁波切的悲願。他在字裡行間，不斷引導讀

者了解佛陀的教法絕不是哲學鉅著，而是可以實踐，可以應用到日常

生活上的智慧。期望有緣讀這本書的人，都能更清楚地見識到佛法的

精髓，了悟無常，化解對如幻世事的執著，解脫萬千煩惱！ （《近乎

佛教徒（Almost Buddhist）》，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著；姚仁喜譯，台北縣：知識領航，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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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中秋，也臨近悟師父的出家紀念日。出家！這件莊嚴的大事、沉重的大

業，悟師父過了將近五十年，這是一段了不起的資歷。了不起的不單是年資，而

是要安忍於這五十年出家歲月的磨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自己出家至今近九年了，在這段日子當中，也經歷了一些磨練。其中一項磨

練，是由一位在小組當中，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的人，到現在一星期至少要上台

一次，和幾百位居士說話或分享佛法。回想當年行者座談會，參加這場僧團為檢

核行者是否合宜出家所開的會議，因是座談會的主角，即必須面對一群法師，一

雙雙睜著大大的眼睛，相當可怕。當時自己說了什麼話？在場有那些人？都已不

記得了。只記得，自己一路低著頭，時用手摸鼻子，時抓頭，一心希望座談會趕

快結束。

我是一位不擅長說話，也沒膽量面對大眾說話的人。但是，打從入僧團開

始，舉凡開會等等大眾聚集的場合或在佛學院課程當中，三不五時就要小組討

論、大堂分享，弘護實習或寒暑假回常住時，也免不了要上台或面對信眾說話。

記得藏二時回台北印儀學苑參加法會，即被安排上台開示。媽媽、阿姨坐在台

下，她們心裡很高興，我則很想挖個地洞把自己藏起來。就這樣，在大眾不計成

敗，總給予下一次機會的包容之下，我接受一次次的磨練。

佛學院畢業後，到弘化道場領執，執事內容之一，就是要領眾共修及隨緣與

大眾分享佛法。上任前，師父告訴我：「信眾需要的，並不一定是一位很會說話

的法師；會感動人的，是對待信眾的那份誠心。」領執至今也有一段時間了，上

台對我而言，仍是一件苦差事，縱使只是要上台講一小段話，也需要擬稿，不

過，心理障礙較以前少了一些。學著用一份誠心與信眾接觸，用分享佛法的心情

和信眾說話，是這些年來練習的功課。

臨近中秋，皎潔明月，劃破幽暗。悟師父出家近五十年了，這是在千錘百鍊

中打造起來的。每個人在每個階段，都會面對不同的課題，接受不同的磨練。希

望自己也能和師父一樣，不一定是和師父一樣樂於說法、領眾弘法無礙，而是能

安忍於種種磨練，如明月般劃破生命的幽暗，活出屬於自己的一條出家修學路。

劃 破 幽 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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