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怨無悔  提舍

    香港自從開放言論自由後，社會普遍瀰漫怨懟，埋怨，怪責他人的氣氛。人們愛用嘴巴去辦

事，默默苦幹的優良傳統，如「穿珠仔，穿膠花」等已蕩然無存。漸漸，人們習慣了批評，反對，

不去作實質的工作，認為其他人辦事不理想，沒法配合，連帶拖累他們，使自己的才能不能發揮，

從來沒想過沒一事是具足的，凡事要爭取、克服，一步步去達成。凡成功的人必有一個目標，然後

逐步逐步的克服，踏實走去。絕不好高騖遠，眼高手低。

    埋怨他人，容易看到別人的缺點，不足，繼而產生很多誤會，失去客觀的判斷，同情，最終不

歡而散。當然他人的優點無可能看得到，別人的成就，總有借口去貶低，如運氣夠，靠關係，「擦

鞋」等。另一方面，看不到自己的不是，且太多借口去寬恕自己，最後一切歸咎於人。

    尤有甚者，常見責人不對的地方，竟是自己所犯之處。如說人辦事慢，笑人與人相處不好，沒

朋友等。於此，可見問題相當嚴重，人們已如瞎子般看不到事物。

    在宗教方面，人們的偏見更重，認為佛教講慈悲，如果自己有困難，疑問，宗教人士應不請自

來助他們。常埋怨師父不夠親切；佛教地方環境不好，不能讓他們舒適逗留；社會問題佛教界沒有

提供解決之道等。在人們的概念裡，凡事是必然的，因此常時索取，無盡索取。索取不到便埋怨，

埋怨多了，人變得消極，消極便提不起勁工作，不但提不起勁工作，且妨礙他人建樹。罪過不可謂

不大。

    要記取：困難不如意是常規，本來如是的，今天不出現，明天必出現。就是事業成功後，困

難、不如意仍然會到來。

    從佛教的立塲，眾生充滿煩惱，旋出旋入，做業犯過也不知道，只懂呼天搶地，怨這怨那，你千

方百計為他們好，不但不接受，還恩將仇報，當然叫人洩氣，氣憤，不期然埋怨度生難。如果度生

易，歡喜，積極進取去做；反之，埋怨，消極退心的話，何須發心的教徒去作，任何社會大眾皆能

為呢！眾生本苦，更愚痴自殘，正如此才需去度化，何忍埋怨怪責他們呢！度生如充滿怨氣憤慨，

是執著及我見的表現，正顯自己的修行不足，且自讚毀他乃菩薩的重戒。默默去做就是修行，開始

時無怨無悔，繼而不覺需要去怨悔，正是成就的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