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藏菩薩本願經》是

佛教徒耳熟能詳的經典，

經中提及地藏菩薩在久遠

劫前為光目女、婆羅門女，

為救墮落惡道的母親而

發心供養三寶，進而發起

廣度眾生的大誓願，在六

道之中拯濟一切受苦之有

情。因為地藏菩薩的大願

是從報母恩而發，因此《地

藏經》也被視為是佛門的

孝經之一，常是佛弟子為

父母祈福時所修功課的首

選。本次藉著晨曦社子豪

同學母親往生之因緣，祈

請法藏法師於佛陀教育基

金會開講「佛弟子的孝順

之道」，和大眾分享《地藏

經》的精華內涵。

法師從大乘佛法的角

度切入，強調《地藏經》

中所談的因果報應與輪迴

之理絕不虛言，是佛弟子

必須建立起的正確知見。

接著即開始暢談經中所揭

櫫的孝順之道，第一個啟

示是，佛弟子的孝順乃以

血緣關係為誘發，但不以

其為限，最終應遍及一切

眾生。婆羅門女與光目女

皆是因為母親生前造惡甚

多，使得死後墮入惡道，

因而尋求三寶之威德力，

拔濟母親脫離苦難，進而

立下廣度一切如母眾生的

誓願。如《地藏經》第一

品的經文所言：

婆羅門女，尋如夢

歸。悟此事已，便

於覺華定自在王如

來塔像之前，立弘

誓願：願我盡未來

劫，應有罪苦眾

生，廣設方便，使

令解脫。

母親因煩惱造業受

苦，求暫停苦一念不得，

和一切眾生所受並無差

別，因此我們希求眾生與

母親都能離苦得樂的心也

是相同的，此即是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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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觀念上不把孝順的

對象限定為父母，也不以

對父母的貪染之情為本，

方能夠如實地按照佛陀的

教法來帶給父母與眾生真

實的利益。法師提到在父

母往生時我們一般都會哭

泣，但其實從大乘佛法角

度來看，所有的眾生都是

自己的父母，那是否也應

為他們的離世哭泣呢？這

真是一個棒喝之問，雖然

親人離世後感到悲傷是人

之常情，但卻很少再進一

步去分析為什麼哭，更少

從佛法的角度去思惟，是

否會將這種不捨遍及一切

眾生。對於自己、家人乃

至一切有情而言，《地藏

經》提供了很好的行為指

南，深信因果、斷惡修

善，發起菩提心與廣修菩

薩行，能夠帶來眼前甚至

究竟離苦得樂的利益。

雖然立志廣遠，實

踐時卻必須從眼前的父母

做起，因為血緣親近意味

著緣分較深。對於有因緣

出家的人而言，離家專心

修行是澤及七世父母的大

孝，如世尊也是如此示

現；但對沒有出家因緣的

人來說，要將父母視同身

上一塊肉地去孝順。在此

法師特別提醒，學佛的人

在面對家人時不應當有

「潔癖」。許多人會在父

母面前將佛法道理搬出

來，要求他們不要做哪些

事情，應當專心念佛、深

入佛法，但往往父母不會

照單全收，甚至常常不按

牌理出牌，使得子女認為

親人業障重。其實不只是

父母家人，經中提到閻浮

提眾生的特性就是「剛強

難度」，家人也是眾生的

一部分，我們不應該學了

佛就期待所有人也都能學

佛。從自身的行為、語

言、思想改變起，以「感

化」取代「否定」是很重

要的原則，慢慢地家人一

定會有所感受，進而受到

感動而願意學習佛法。法

藏法師說：「就像病人不

會像醫藥書的說明一樣乖

乖地讓醫生去醫治，父母

也不會像經典所說的那樣

讓你去孝順。」這真是非

常生動的比喻。眾生都有

佛性，只是為煩惱所覆而

現出種種煩惱的相貌，父

母何嘗不然？自己又有多

麼清淨？而自覺覺他的菩

提心與菩薩行，便是要學

著去感化剛強難調的眾

生。

佛法以「覺性」為行

孝的核心，不以血緣關係

為限，著重於開闡自他本

具的清淨自性；然而在實

踐時，則以自己的父母為

下手處，種種承事奉養也

一樣去做。這種不限於血

緣關係但又不離開血緣的

孝，就是《地藏經》所開

闡出佛弟子的孝道。掌握

這個核心要領之後，能夠

更加自在地孝敬父母，以

及拓展出廣大的菩薩行。

願你我皆發起如地藏菩薩

一樣的大願，一起成為孝

順的佛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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