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修道過程中，或許會發覺離身邊的人越來越遠，所講

的話題，其他人不感興趣，給別人的忠告，卻被嫌老套囉嗦，

最糟的是講出來的東西，人們根本不明白，不但感到孤寂，

且充滿敵人，與這世界格格不入。這是可喜的現象，表示自

己已進展了很多；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危機，表示

自己與外界產生很大的疏離，自以為是，從一個我執跳到另

一個我執中，強烈的自我中心，會導至與世界的對立，自我

膨脹至以為自己是佛，是菩薩，最後走火入魔，做下重罪。

古往今來例子中，多不勝數，起初見到老老實實，踏實謙虛

的修行，稍有進展即急著去出名，炫耀，收徒立派，功夫愈

高，我慢我見愈大，造業逾重，無法自拔。

    須知在修道歷程中，雖然有所突破，但離目標仍然很遠

很遠，用不著沾沾自喜，自視過高，自己仍然有很多缺點，

很多不足。未到成佛的一天，我們無時無刻發覺自己多麼不

濟，仍有很大空間去改善，很多事情要辦，來不及自大，來

不及執我，才是「久日新，又日新」的最大動力。

    雖然對身邊的人不認同，但該有所同情，自己是過來人，

從前的我跟他們無二無別，甚至比他們更差勁，一點稍進，

卻五十步笑百步，應該嗎？當初的菩提心去了那裡？連身邊

人的同情心也沒有，談何修道？那麼輕易被八風影嚮，定心

往那裡去？佛菩薩的境界與我們差天共地，他們有小看我們

嗎？有不原諒我們嗎？有遺棄我們嗎？

    請記著一點，如果看到愈多的人有缺點，而每個人的缺

點愈多，即表示自己出了問題，終日困在不滿煩惱中。當觀

眾生只是一時糊塗，被煩惱所惑，才至此，況且更要為愚痴

承受因果。只要加以教育改造，自能離苦得樂。為此抱著喜

樂心充滿希望去行菩薩道，為菩薩道的原動力。

    法華經裡說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常

不輕菩薩不會小看每一眾生。佛法裡說到「不輕未學」，對

未開始修學的人也不敢輕視。君不見教界中常有人突然發心

，跑去出家、閉關、修學、辦道場、行菩薩道等，常把我們

嚇一跳，刮目相看的例子嗎？而在漫長的修道歷程中，必有

忽前忽後，忽快忽慢的現象，偶有突破算得了什麼？

不輕未學  勝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