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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冷面

    老師父坐在一塊大石上，垂目數珠念佛。一群小孩圍在附近玩耍。一個瘦削的僧人走過，冷

冷的面容，愁眉深鎖，只管筆直往前走，對老師父及小孩不但沒有打招呼，連眼尾也沒看上

一眼，仿似別人不存在般。

    一個小孩氣憤道：「我最不愛見到這個師父。他從不和人交談，就是別人先向他打招呼也不

睬。迎面走過卻裝作見不到。不睬就不睬，有什麼了不起！」

    「我從沒見他笑過，終日黑口黑面，見到他就倒楣。」另一個小孩附和道：「我最怕早上見

到他，倒楣一整天；晚上見到他更糟，無聲無息，冷口冷面，活像見到疆屍般，真被他嚇死。」

    「這人很絕情，從不參予任何宴會。」一個小女孩抱怨道：「不要說喜宴，就是葬禮、道別

會、探病、招待等，他都一概缺席。只有在暗角，不顯眼的地方，才有機會見到他。」

    「唉！你們很不瞭解他。」老師父歎氣道：「別看他冷口冷面，這人情感極豐富，比女性還

厲害。他年青時，為人極熱心，每個塲合都見到他，投入幫忙，從不計較。但他有一個缺點，就

是過度投入。如果有人生病，他必每天往探訪安慰，但當從病房出來後，總傷心飲泣；如參加喪

禮，必定哭得死去活來；如有人遠遊，只見他拉著別人的手，依依不捨，不肯放行。就是參加喜

宴，眾人歡天喜地時，他也會無故傷心流淚，說什麼想到筵散時，不知何日再相敍。

    前方丈和尚臨終時，萬緣放下，獨對冷面依依不捨，二人終日淚流滿面，扭曲的面容充滿皺

紋，冷面要多次走離房間穩定情緒，最後方丈和尚道：『我最放心不下的是你，但世間無常，放

不下也得放下，我走後你要謹記，不要再傷害自己，不要接觸任何世間事物，不要產生感情。如

果真的放不下便繫念三寶，師父快要離去，我已無能為力，只有將你付託三寶，希望三寶垂注，

永遠加持，永離愛樂。』

    冷面極聽話，從此修出離心，不再接觸世間事，也不與人交往，但他本不是絕情的人。那麼多

年，他仍維持每天拜祭前方丈的習慣。至於他的出離心有多重，感情是否豐富，就無從稽考了。」

    當每天如常過活，彷彿幸福是必然的，自會放縱自己，讓六根馳騁。

    假如要從六根中選取一項，停止功効一個星期，你會揀那一項？那一項最常用，最不可

或缺？那一項最少用途，還是沒有好好利用？

    首先，如果眼失去功効，會有什麼損失？平時有否好好利用我們的眼睛，去閱讀，觀佛？還

是「矇查查」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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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的歧途  提舍

    再來，我們常利用耳朵去聽經聞法，聽佛曲還是聽是非，聽色聲犬馬，無意義之事？

    我們用口來稱讚如來？還是妄語、惡口、兩舌、綺語呢？

    我們的身體四肢，是否拿來禮敬諸佛，參方，修行？還是用來傷害人，做業，享樂？

    最後思想，我們有思維人生，教義嗎？有修思所成慧嗎？有為利益眾生思考嗎？還是終日想

著安逸，享樂！

    我們的六根，除了被迫謀生外，是否浪費，沒有好好去利用？是否沒有用來利眾？甚至自找

煩惱，做業？

    試試，請試試，從六根中選一項，停止功效一個星期，看看有什麼體會？是否沒有什麼

損失？是否分別不大。還是因為收攝後，竟然不會犯過，甚至增長功德。有想過從六根中選第二

項、第三項…….或是六根全失效，看看有什麼體會！可否受持八關齋戒，或其他修行？

    六根真的是六賊嗎？

    在學佛的過程中，屢有突破及新發現，讚嘆之餘，難免輕視其他法門，甚至從前喜歡，修學

的方法，亦會攻擊排斥。再一次可看到眾生的不定性，貪新忘舊，及對從前的踏腳石缺乏感

恩心，可見他日仍會排斥今日所讚嘆的法門。這是極危險的歧路，分別心太重，對法不尊重，妄

加批判，過失很大。

    這現象普遍發生在學者，改宗派者身上。尤其佛教三系的互相攻擊更激烈。南傳被輕視為小

乘；藏傳被批評過度神化；漢傳被質疑非佛說。大乘經早有預言，將來必有不生信，甚至謗法的

現象出現，一再警告佛弟子小心勿犯重罪。其實這些預言、警告同樣適用於其他系統派別中。說

來也是，凡夫學人稍有所見，憑什麼去批評古德先賢的法門，需知古法縱有缺點，皆因受時空限

制所致，例如資料不足；民智未開不能即說大法；佛教被壓迫等等。但當時饒益很多人，且有其

優勝處，不應抹殺。批判者走過的路，多年的努力，輕易放棄，豈不可惜！能否冷靜重新檢討，

自己的根器在那裏？是否忘本？是否急功近利？

    佛陀智慧甚深，但絕不輕視凡夫眾生，對根器未成熟者，亦會開示人天法。宗喀巴大師造菩

提道次弟廣論，建立包括下士道的三士道。太虛大師也判五乘共法。從最基本的人天善法去修，

拾級而上。不同的派別，不同的階位，皆有不同的人去修習，各安其所。如果造次去攻擊他人，

不但擾亂秩序，且罪過很大。經說：「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只要是導人上進，皆應護持、隨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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