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生活中難
免遭遇各種苦難境界，不論是因為外在大環境的天災人禍，或是周遭人、
事、物的不盡理想，因為財富、健康與家庭的不順遂而使得內外交困，強
烈苦受逼迫著我們的身心靈。在身心交瘁的情況下，難免陷入哀愁、憤怒
與恐慌等負面情緒。然而我們所遭遇的一切苦樂果報，無非是過去所造的
善惡業因所感召。當我們在領受苦樂果報的當下，無法避免地又將造集感
生後世苦樂果的善惡業因。因此佛陀總是殷殷叮囑我們，不論遇到任何
境界，都應善加守護身口意三門三
業，並在苦難時不忘覺照自己的身
心，更加堅持行善，積極培福。

現今世界災難橫生，不論是各
種天災或是疾疫的發生，都無不警
示著我們福報的微劣與不足。因此
當苦難發生的當下，或許更應該多
加勤勉地培福、廣行善事，方為正
道。其實行善培福並不困難，百善
孝為先，《父母恩重難報經》特別說明母親懷胎的辛苦，並例舉父母的
十種恩德，經說：「第一、懷胎守護恩；第二、臨產受苦恩；第三、
生子忘憂恩；第四、咽苦吐甘恩；第五、迴乾就濕恩；第六、哺乳養

育恩；第七、洗濯不淨恩；第八、遠行憶念恩；第九、深加體恤恩；

第十、究竟憐愍恩。」父母恩重，雖盡一生侍奉，也未必能報之秋毫。
《大方便佛報恩經》載：佛為大福田、最勝福田，而父母為三界內的最勝
福田。可見父母是世間極為殊勝的福田門，若能事父母至孝，將能培植廣
大而雄厚的福德，並且能感得不可思議的善報，如此培福，甚至可能令眼
前的各種苦難化大為小，化小為無。

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記載著這麼一段事蹟：清代乾隆時期的
庚子年間，京師的楊梅竹斜街曾發生一場大火，這場大火吞噬了百餘戶人
家，死傷數以千計，相當慘重。在這樣求生無門的大火焚燒之下，幾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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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能從中倖免，然而有一戶人家卻在這場火災之中奇蹟般的倖存下來。據說，
這一戶人家住著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婆婆，和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寡婦。老婆婆的
兒子英年早逝，獨留老母與媳婦二人相依為命。鄉村鄰里的媒婆們看媳婦年紀輕
輕便要守寡，都為她覺得可惜，因此頻頻上門說媒，勸誘她再嫁。可是這位年輕
寡婦因為婆婆久病在床，無人看護與承侍湯藥，因此寧願犧牲自己的青春年華，
堅持拒絕三姑六婆們的說媒，不肯再嫁。她年復一年，日以繼夜地看護著婆婆，
毫無半點怨言與不耐。在這一場火災發生時，火勢蔓延地相當迅速，熊熊烈火一
下子便燃燒到她們的鄰居家。這時，突然颳起一陣強力怪風，使得火勢隨著風向
硬生生轉變了方向，所以火勢完全沒有波及她們的房屋，大火燒盡時，卻見唯獨
她們的住屋就像被劃了界線一般，完好無損，當時的人都稱歎說這是因為孝媳守
護病姑的孝行，感動了上天才能獲得如此的善報。

另有一則出自《德育古鑑》中的記載：在順治帝的甲午年間，晉陵（即今江蘇
常州）城東有位男子顧成，其子娶了錢氏為妻。有一回，錢氏回娘家探望父母，當
時突然爆發了瘟疫，傳播感染相當迅速，感染此疫者有一家數口全部喪命的，也
有一條巷子裡剩下寥寥幾人的，情況相當慘烈，人人自危。當時，顧成夫婦不幸
先後染病，結果包含他們的兒女一家八口也都相繼染病，全都只能臥床等待死神
降臨。錢氏在娘家聽到這個消息後，便馬上整理行裝要回夫家探視。她的父母憂
心她也會感染這樣的疫病，因此力勸錢氏不要出門。錢氏便說道：「丈夫娶妻，
原本就是為了能侍奉公婆生死等事，如今公婆俱皆病危，如果我忍心不回去侍奉
照護，這與禽獸有何相異？就算回去必死，我也不能棄他們不顧。」於是錢氏便
隻身一人趕回夫家。當她剛到夫家門口時，顧成一家人在朦朧昏睡、似夢非夢之
中，親眼看見有小鬼們在一旁竊竊私語說道：「善神擁護孝婦回來了，如果我們
不趕緊撤離，恐怕要遭受不小的責罰。」結果在錢氏回去之後沒多久，不但錢氏
自己本身沒有感染疾病，其餘一家八口也都在錢氏的悉心照顧下痊癒。大家都認
為這是因為錢氏孝順而感得的善報。

藉由本文孝順善報的故事分享，期能提醒大眾重視孝道，敬侍父母，累積善
行，培植福德。並在此新型冠狀病毒肆虐流行的時期，依此孝順善行所帶來的福
德，共同度過疫情造成的恐慌與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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