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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生命的慈悲與溫暖找回生命的慈悲與溫暖
──「鄭捷隨機殺人事件」的省思──「鄭捷隨機殺人事件」的省思

二○一四年五月廿一日，台北捷運發生了震驚全台的「北捷鄭捷隨機殺人

事件」。當時每個人都在想：「如果是我遇到鄭捷，我該怎麼辦？」「我又不

可能不出門，如果公共場所就躲著一個殺人魔，那簡直太可怕了！」一時之間，

社會瀰漫著恐慌的氛圍。

佛教不能離開社會而獨存，「鄭捷隨機殺人事件」讓我們重新思考：是何

種原因，讓一個正值青春的青年，會想以此殘暴的方式來尋找他人生的出口？

佛教又如何來看待一個極度罪惡的人？如果這事件發生在佛教教團，又該如何

回應呢？

為何來此世間？為何來此世間？

§人的存在

生命的存在，是一個哲學思考的命題。遇到碰壁的時候，不妨左右看看、

走走瞧瞧去尋找出口，就能看到遠方出口的亮光。這是生命的靭性，也是生命

神祕的源泉。

關於「人的存在」，是許多宗教家、哲學家、心理學家乃至自然科學家窮

盡一生都在探索的問題。有些人在一生之中，或許偶爾會思索這個課題，或許

忽視它、逃避它。但這並不表示如果不去思考，就沒有這個「存在」的問題。

文 / 釋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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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與死的生命旅程中，我們大多數人都努力地創造自己存在的價值。當

我們自問：「生來兩手空空，走時也兩手空空，我所創造的生命價值，是我來

此世間的目的嗎？」相信沒有人能夠肯定地回答這個問題。

§扭轉命運的關鍵是自己

對於「我為何來此世間」的問題，基督教把問題推給上帝―「上帝自有

祂的計畫」或「上帝自有安排」。對於上帝的安排，有些人能夠安心的奉侍主上，

但有些人對這個答案仍無法滿足，於是出入各種宗教，企求找到生命的歸宿。

因此，從十六世紀文藝復興以後，西方人對生命的探索，便逐漸地從上帝回歸

於個人。

佛教則是直截面對「我為何來此世間」的問題，認為人從無始以來，不斷

地輪迴於六道之中，這是由於自己所造的業力使然。而業力的發生，則是因為

無明煩惱，只要你勇於面對自己的煩惱，斷惡修善，就可以獲得善的果報，而

擁有幸福的人生。

扭轉命運的關鍵，是在於自己，而非上帝。世界上的宗教，只有佛教指出：

任何人只要努力修學，都可以達到如教主一樣的圓滿成就，人人都可以成佛。

這是佛教與其他宗教的不同之處。

每一尊佛由於自身的本願不同，成就的佛國世界的正報、依報也不相同。

例如：阿彌陀佛成就西方極樂淨土，只要執持名號就能往生；藥師佛發願救濟

眾生現生的疾苦災難，成就琉璃光世界。這意謂著「生命的自由」―人可以

做自己，可以為自己描繪生命未來的藍圖，生命將有不一樣的出路！

鄭捷事件簿鄭捷事件簿

然而，並非每一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向，也有人像迷航的班機迷失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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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回不到正確的航道。二○一四年五月發生的「鄭捷隨機殺人事件」，或可

作為案例來探究。

§「鄭捷隨機殺人事件」簡述

當時只有廿一歲的鄭捷，本來就讀國防大學，後來因為有幾科成績不及格，

而轉學到東海大學，就讀環境工程系二年級。五月廿一日當天，他攜帶兩把水

果刀和一把瑞士刀，搭高鐵從台中到板橋，轉搭捷運到國父紀念館，再搭回頭

車，車行於龍山寺站和江仔翠站之間，於車上隨機殺人。

在下午四時廿二分至廿六分，短短的四分鐘之內，有四個人死亡，廿四人

受傷。根據報導，那時的車廂內，大多數的人都在滑手機，有的人在打瞌睡，

誰都未注意到大難臨頭。鄭捷在任何人都沒有防備的情況下出手揮刀，立刻就

有幾人倒臥於血泊之中。有人驚聲尖叫，有人驚恐奔逃，狹窄的車廂內，頓成

人間地獄。

畫面上一位女生發出求救的聲音：「你已經砍了四刀，請你不要殺我好

嗎？」鄭捷聽到聲音後，身體一晃，轉身離開了。求救的哀號，喚醒鄭捷的一

絲覺照，這是生命的一線出口。然而，這一絲亮光很快地又被遮蔽。當車子到

站時，他仍持刀在月台上尋找目標，直到被勇敢的民眾制服，這起隨機殺人事

件才宣告落幕。

大眾在驚懼之餘，都在想：「他為什麼砍人？」依據警方的調查，鄭捷從

小立志要做大事，想輕生又不敢自殺，他自己殺不了自己，「所以我要多砍幾

個人，馬上被抓，我就被處死刑，我就是要死啊！」鄭捷說得振振有辭，但這

算是什麼道理啊！檢查他的身心狀況，並無生理或心理方面的任何疾病，年紀

輕輕，又受高等教育的他，為何要以「殺人」來實現「做大事」的願望呢？他

說因為覺得活著毫無意義，不知為何要活。失去生命方向的鄭捷，於是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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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歧途，也把自己推向了絕路。

§東海大學的回應

這起事件震驚全台，鄭捷在台灣的社會丟下一顆悲傷且驚恐的震撼彈，大

眾不斷地從他的生活、教育背景去探討其殺人的動機。他的父母親請議員代為

向大眾道歉，入獄期間，從未探望過他。

鄭捷就讀的東海大學，第二天對十萬校友和教職員工，發出了「給東海全

體伙伴的一封信」，我看了非常感動。他們直接站出來表達校方的致歉，也呼

籲社會給予鄭捷更大的關懷，「我們多麼不希望此事發生，但若這是必然，我

們願意是發生在我們所深愛的東海。因為我們可以有不一樣的承擔。」這是對

事件回應，也對內部做危機處理。

東海大學是一所基督教大學，以「藉由信心而獲得真理，並以行為來彰顯

他」的校訓精神作為指導，推行博雅教育。當確定兇手是東海大學的學生時，

社會上指責的聲浪，猶如排山倒海湧入校園。「我們也覺得遺憾，教育者當然

都希望能讓一個人變成好的人，但也有我們做不到的地方。……我們辦教育的

人所能做的，就是不斷把教育這件事情做好。」接受《天下雜誌》訪問的東海

大海校長湯哲銘深沈地感歎，也說出了教育和社會教育乏力之處。這些都不斷

地在吐露一個事實：這種悲劇的發生，誰能斷定這是最後一次？

湯哲銘不讓教育者陷於沉痛的悲嘆，他積極地說：「教育裡面一定要有愛，

以愛來化解仇恨，我們目前用這方式來面對，社會上也應該如此。」他也站在

鄭捷的立場想他應該非常孤獨，呼籲東海的全體伙伴：「我們要以基督的精神

去關愛他，想辦法去了解他，給他適當撫慰，他才能得到寬恕。」如此「以愛

來化解仇恨」、「以基督的精神去關愛」的精神，充分展現了東海大學基督信

仰價值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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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眾生的責任永無止盡

身為宗教師，又從事佛教教育工作的我們，是否能以佛菩薩的悲憫精神來

了解、寬恕鄭捷呢？是否也能看到教育「也有我們做不到的地方」，那個「看

不到的地方」在哪裡？有這樣的一個地方存在，就表示我們協助人們向上、向

善的工作永遠是無窮無盡的，我們要效法菩薩「眾生無盡，我願無盡」的精神，

繼續發心，負起教化眾生的責任。

教團對社會也在做教育工作，與一般學校機構的不同，是一種「覺照」的

呼喚。如果他人對你的團體比手劃腳：「你們這是在辦什麼教育！怎麼辦成這

個樣子！把孩子教成這個樣子！」我們也能明白，如果個人的自我覺照太過闇

昧，就已經是來到教育的闕口！

經一事長一智，「鄭捷隨機殺人事件」使社會付出了很昂貴的學費，大眾

心中的驚恐需要撫慰，教育的缺口需要填補，這是值得讓我們一起來改進、學

習的。

§一位同姓同名者的省思

鄭捷殺人後，有一篇文章刊登在媒體，那是由另一位鄭捷所寫的。他與殺

人的鄭捷同名同姓，且就讀同一所小學，是低一屆的學弟，他披露了個人對此

事件的回憶與省思，標題是〈我跟他一樣都叫鄭捷，但不平等的教育體制區別

了我們〉。

這位鄭捷回憶小學時的一些情景：「我依稀記起曾有幾次聽到廣播到司令

台前準備受獎時，除了我還有一個高瘦的男孩也來了。『是三年十班的鄭捷，

不是你，趕快回去吧！』那個瘦高的男孩聽到老師這麼說微微點個頭，帶著

有些尷尬的笑容離開。」老師無心的一句話，在殺人者鄭捷當時聽來，可能就

已產生了被比較、被排比的不悅感。在尷尬的微笑下，也或許隱藏著不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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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卑吧！作者鄭捷在回憶起小學的這段經歷時說：「當我與鄭捷學長同在一

個校園時，他透過廣播或許認識了我，但包括我的多數人卻完全無意識他的存

在。」

「教育主管機關舉辦比賽、各校競爭、最後得勝者站在司令台接受表揚的

時刻，平等就被扭曲了，讓某些孩子被放大，有些孩子被擠壓。」作者本人從

教育機制作了這樣的省思。「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與北捷案的鄭捷學長有這讓

人萬千感慨的連結，或許對每個辛勤投入的教育工作者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與

質疑。」他思惟是否因教育環境或競爭機制，逐漸讓人喪失信心，或轉而悲憤、

嫉恨這世界？

一個人出生、長大成人，所有接觸的人、事、機構，尤其教育機構，從小

學、中學到大學，有太多的環節需要我們重視。誰知道是在哪裡脫了鉤，讓生

命的完整不斷地被打碎？有多少因緣是我們並未注意到的？

世間永遠是這樣地不平等，比較、評比永遠層出不窮啊！我們只能做對的

事，而且把事情做對，盡心盡力。

佛教如何看待極度罪惡之人？佛教如何看待極度罪惡之人？
§佛陀度化殺人魔央掘摩羅

佛陀在世時，也曾經面對這樣的殺人事件。央掘摩羅是婆羅門的弟子，他

聽信老師的話，相信只要能殺滿一千人，將死者的手指頭串成飾鬘掛在身上，

自己死後就能升天，於是就魯莽地去殺了九百九十九人。城裡所有的人一看到

他，都嚇得立刻遠遠地逃走。他的母親悲憫兒子好幾天沒吃飯，就幫他送飯，

結果他因殺紅了眼，反過來要殺母親。

此時，佛陀現身將他引開，免得他殺害母親。殺害母親是屬於五逆重罪，

死後會墮地獄。央掘摩羅見到佛陀，便想殺他，可是怎麼追也追不上佛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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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佛陀停下來，佛陀卻說：「央掘摩羅！我早已停止傷害一切眾生的惡行了，

而你還停不下來，繼續在造殺害眾生的惡業！」

央掘摩羅心想：「這位讓我怎樣追都追不上的人，一定是億劫難遇的解脫

者。」於是放下武器，要求隨佛陀出家。央掘摩羅成為沙門後，也隨僧團大眾

過著乞食的生活，在幽靜處精勤修學，終於證得阿羅漢果。

§菩薩不捨一切眾生

造作極度惡行的央掘摩羅能出家修行成為阿羅漢，這正說明了人的心是可

以翻轉的。佛陀見到央掘摩羅內心的黑暗―他因缺乏智慧的判斷，而相信老

師錯誤的教導，才造下如此惡行，而使自己此刻成為世間最悲苦的人。經典說：

「慈悲所緣，緣苦眾生。」佛陀悲憫他，伸出援手給予他希望，這是佛性的安頓，

讓他翻轉出那一線生機。

社會一定要善惡分明的，對善舉，我們會加以讚揚，鼓勵大眾效法；對惡

行，我們會加以譴責，以法律來制裁。如果對十惡不赦的人，我們還留下一份

的悲憫，這是宗教所具有的超然態度。菩薩不捨一切眾生，不會放棄任何一個

眾生，包括會行善的或作惡的眾生。感到驚恐慌不安的，除了被害者，鄭捷的

家人何嘗不也有相同的恐懼―不知兒子為何會做出這種事？不知如何面對社

會大眾？要怎麼做才能取得大眾的原諒？將心比心，如果我們是鄭捷的父母，

我們又將如何自處？鄭捷的父母親是需要支持的，別讓不安的磁場再繼續散放

出來。

縱使到監獄弘法，不是我要跟受刑者同罪，要和他關在一起，才能度化他，

我的心是超然地感同身受―造作極惡之罪的人正備受極惡罪苦的煎熬，我要

如同地藏王菩薩到地獄弘法。所以，縱使他犯了錯，我也不希望他抱著惶恐進

入死亡。所有的宗教都在告訴我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當我們犯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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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免惴惴不安，總會希望得到人們的寬恕和諒解。我們永遠要修習一顆清明、

慈悲、超然的心。

對一個殺人者，如果不去之而後快，反而還要不捨棄他―我這樣的思惟，

很荒唐嗎？這不是同情，也不是寵愛，這是我們做為一個菩薩行者所應有的態

度。

生命覺醒的決定權永遠在你手上生命覺醒的決定權永遠在你手上
§以智慧調伏煩惱

那些想自殺的人，並非都想那麼早結束生命，那是因為當時他的心念轉不

過來，執著於煩惱之中，看不到生命的出口，如果能轉念，自然就不會走上死

亡之途。佛教教團所能做的，就是平時教授翻轉的可能，以佛法的智慧來調伏

煩惱，而脫出苦的牢籠。

佛陀描述眾生有無盡的煩惱，貪、瞋、痴是煩惱的根本，讓人煩惱到無法

出脫，終而造下墮地獄的惡業。這不是說煩惱無法解決，或者責備犯過失的人

要他立刻下地獄，而是說明一個因果過程―造如是業，將得如是果。你不想

要遭受惡果，就必須在事發之前不種惡因，阻止惡行的發生。如果已造成的惡

果，我們就要甘心承受。這不是有個造物主在控制我們，真正控制自己生命的

人，即是自己。

所以，即使站在懸崖，臨於深淵，我們永遠都要清楚地知曉：每個人的心

都可能在一剎那翻轉過來。覺醒的剎那動力，不掌握在他人手中，決定權永遠

是在自己。這是人性最究極，也是佛教修行最可貴、最核心、最底層的成佛的

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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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喚自己的佛性

不論草莓族或新世代，任何人都必須不斷呼喚自己的佛性，不要把自己逼

到立錐之地也無的地步。例如，追不到女朋友就說：「我要殺你全家。」如此

玉石俱焚的作法，不但追不到女朋友，連自己的命都賠進去，這又是何苦來哉！

天下怎麼是你想要的就一定追得到呢！自己不想好好地活，也不想讓對方好

活！這真是痴狂到了極點，沒有人我分際了。

佛教說我們的生命是眾緣和合的，所有內在的、外在的各種條件，組合起

來有很大的空間。任何的因緣，不論巨大或微小，只要稍微改變，結果就會不

同。古德說：「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法句經》也說：「莫

輕小惡，以為無殃，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罪充滿，從小積成。莫輕小善，

以為無福，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鄭捷今日的惡行，

不就是因自己微小的惡念未除，又添加反社會性的人格，漸漸累積，最終犯下

極惡的罪行。

但是，生命的存在是空性的，就看你如何創造。善惡存乎自心，所謂「夢

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一念即能翻轉。生命的出口在何處？端看

自己如何決定。

加強生命的強韌與厚度加強生命的強韌與厚度

§培養美好的特質

人生的整個過程，有時真的是很孤獨，感到沒有任何支持的力量。一個人

活在世間，不能期待別人，必須從自身之中，去尋找自己內在的堅忍和溫度。

每個人的心中都蘊藏豐富的寶藏，包括慈祥、溫柔、智慧、慚愧……，

這些美好的特質即是因地心，需要其他因緣才會生起，因此需要培養。你可以

試著看看林間小動物的奔跑、跳躍，是那樣地輕盈自在；或者望望路上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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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學時臉上天真無邪的笑靨；或者找個風和日麗的日子，感受明亮的陽光和徐

徐的微風……，你的心中自然會洋溢一股歡喜。常常讓這溫暖的感覺從心中生

起，這是可以培養的。

此外，在得到別人認同之前，先學習自己欣賞自己。熱愛你的工作、生活，

培養出自己滿意的才能，從中找到榮耀與成就感。即使不幸失敗，也能一笑置

之，挽起袖子，重新來過。挫折永遠不能傷害我們，這就是生命的靭度。我們

要有一份自己欣賞自己的安然，同時也能帶給別人一種安然的放心。

§生命真正的力量

我們一方面讓自己不斷地增上，同時也明白增上的背後永遠有陰影。我常

常喜歡伸出一隻手問人：「你看看我的手，這面是正面還是反面？」當對方猶

豫時，我就告訴他：「這都是自己的手！」人生中無論正面的、負面的，都要

學著接受。因為有正面，也同時存在著負面―正負並存，生命才有厚度。生

命需要這些厚度，才能豐富我們的人生。

面對負面的黑暗來襲，一定要穩住陣腳，「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

北風」，生命會因此更加雄厚，那才是你人生真正的力量。我是這樣學習過來

的，也常常對自己說：「走過生命的千山萬水，從來都功不唐捐。」

我們要敞開心胸，接受不完美、不圓滿，找到人生種種不平衡中的和諧。

也許你會發現，儘管活著有許多的不如意，你還是要珍惜現在手上所掌握的因

緣，然後再開創新的因緣，生命永遠充滿著希望，只要你願意遠離黑暗、走向

光明。

讓我們找回人性的光亮，也找回生命的慈悲與溫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