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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病者的信  寂慧

    我站在人羣後面，從遮擋空隙中看到你倚

坐床上，看到病魔對你的蹂躪，你已不復昔日

光輝，雖仍強顏歡笑，再不是無憂無慮。聽到

人羣對你的關懷備至，勾起你的痴、有、愛，

知道你仍執著過去的姿彩，仍放不下那些恩怨。

    本想跟你說趕緊修空性，疾病本無，萬事

萬物如幻如化，轉瞬即逝。能如此觀照，自然

清淨無染，疾病遠離，不管能否度過，已無分

別，不再苦楚。

    但聽到他們勸你堅持爭鬥，不要吃虧。你

竟磨拳擦掌，雄心萬丈，要為佂服各個山頭籌

謀，要為寸進爭取，彷彿壯志淩雲，疾病自會

遠離。

    本想跟你說修自他交換，承受眾生苦楚，

觀眾生所有病苦皆集中你身上，那一刻，世界

沒有疾病，沒有痛苦，一分或十分的痛苦，於

你已沒多大分別，多大意義。再觀想所有眾生

的惡業，罪惡化為黑煙，你吸氣時，一口將黑

煙吸盡，困在體內，不容它作惡肇禍；所有你

善業的功德化作白煙，於你呼氣時，散播出來

，擴展至宇宙每一角落，讓所有眾生得到利益

，那一瞬間，到處皆是樂土。對於病苦，已算

不了什麼，你欣然接受，觀想代眾生接受病苦。

    但聽到他們不斷對你讚賞，將你捧得高高

，盡說些肉麻誇大之事。你竟昂首挺胸，一副

君臨天下的臉孔，彷彿疾病已被你折服，匍匐

當下。

    本想跟你說發菩提心，利他為要，從利他

中積聚資糧，開發智慧，去除我執，去除貪瞋

痴。疾病沒有這些根本煩惱助虐下，定當消除

。不管能否度過，沒有了我，自沒有受苦之人

。無我，什麼惡事，加害已無法成立。

    但聽到他們教你如何趨吉避凶，如何尋求

人的幸福，享受人生，環遊世界，盡享美食，

盡觀賞聲色犬馬。仿似要於極短時間內擁有整

個世界。

    本想跟你說轉逆境為道用，不應仇恨，不

應恐懼，不要逃避。逆境雖不好受，卻是道用

最佳的資糧。任何偉人、偉業、必經過逆境，

從逆境中成長，最後成為烈火中的鳳凰。你已

安逸太久，該是時候面對逆境，提昇自我，利

益眾生。不管能否度過，已向前跨大步，重新

修道。

     但聽到他們殘害眾生，以滋補你的色身

，且勸你親手做業，苟延壽命。更教你做些無

意義，迷信的行為，甚至遠離聖教，忘失初心

。我在人羣後面，不禁為你婉惜担憂。

    本想跟你說修懺悔法，病苦來自過往的做

罪，只要收攝六根，一心懺除業障，病苦自會

消除。今對佛前求懺悔，不再惱亂眾生。縱使

不惜身命，也不會惱害眾生。

    但聽他們仍然耽著世間，盡說些女論、床

論，貪瞋痴，煩惱語，沒有出離心。擾擾攘攘

，四大如何承荷。我在人羣後面，不禁為你婉

惜担憂。

    本想跟你說疾病非敵人，病是好友，他提

醒我們生活的不羈，人生態度的不對，不管能

否度過，我們皆應修正人生，甚至努力修道。

不要躲避，不要畏懼，就讓病苦成為自己一部

分，共度人生。

    你的痛楚來自我執我愛我見，那才是你真

正的敵人，非病之咎，病只是一種表象，反映

世間的不完美，提醒我們蟄伏的危機，是友非

敵。但願我們能有正見，正視敵人-我。乃

至最後這個我也不成為敵人。

    經上說：「剛強眾生，難調難伏。」於是見到眾生「頭出頭沒」，「旋出旋入」，六道輪迴

，甫出三惡道，即再犯惡，再入惡道，似乎總不會學乖，雖吃苦無數，苦不堪言，卻不汲取教訓

，努力向善，邁向解脫。對剛強眾生，佛慈愍不捨，開示人道的三特勝，其中的勇猛勝，因應眾

剛強眾生  提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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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常皈依菩薩

生的剛強頑固，導向精進波羅蜜。閻浮提眾生，性激烈剛強，志性不定，雖吃苦叫痛，卻容易忘

失，容易為慾望引誘，犯惡墮落。

    剛強眾生的特性，有如下多點：

1.不信因果-眾生心粗氣浮，無法觀察到因果的可怕性及必然性，犯惡受罪，苦不堪言，如影

隨形，揮之不斷，更往往於困境時落井下石，最要命的是善知識遠離，沈淪難得翻身。對他人的

因果不「上心」，因事不關己；對自己的因果卻沒有反省力去透視，總認為自己是對的，就是不

對也「情有可原」，或上天必會眷顧，懲罰不會太重。為了一己的私利，一己的慾望，不能冷靜

分析自己行為的對錯，看不到對他人的傷害。縱使相信因果，也會覺得「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太簡單，這些基本入門道理不需重視。殊不知因果錯綜複雜，道理艱深，避無可避。如何減輕犯

惡，或轉惡果為道用，或作修心之用，俱是大學問。只有佛法，只有佛法能改變因果，拯溺沈淪。

2.不知苦-眾生對苦不瞭解，只知尋樂避苦，苦苦固然是苦，樂久了，麻木了，習慣了，樂也

變成苦。要新鮮，刺激，安定，順境，不能太平淡，厭悶，卻不想無常變化。這些矛盾，過份，

在在反映出志性不定。生下來，便註定痛苦。苦的根源，來自於強烈的我執，我愛，只要稍減我

執，馬上感到喜悅；完全克服我執，便得大自在。道理不難理解，只是不肯去修。

3.耽著欲樂-趨吉避凶，離苦尋樂是人的本性。但稍嗜欲樂便放不下，耽著不捨。縱使對其他

人傷害，或是對自己傷害也在所不惜。這猶如舐刀上的蜜，雖甜卻受傷。只有修定才能明了透視

，拒絕引誘，拒絕放縱。

4.鬥氣-眾生心浮氣燥，瞋心重。稍有不順境便怨天尤人，怪責他人，當然到處與人為敵，處

處作對，鬥氣，甚至傷害他人，最後，連自己也鬥，賭氣，明明知道不對，偏偏要去做；明明知

道傷害自己，也在所不惜。社會上，常見到鬧情緒，自傷傷人的個案。只有大悲心，無我見，才

能克服。

5.不知感恩-眾生我執特重，對所有功勞總歸於自己。就是瞭解到是多方面努力的成果，亦認

為自己功勞比人高，最大。相反，當有求於人時，總認為是自己一時的不順境，龍游淺水，或是

對方只是順手關照，另有所求，甚至心懷不軌。當然不會有感恩的心，那裏會想到圖報。整個人

生只會想到予取予携，那裏會想到付出，奉獻。只有瞭解緣起法，銷除顛倒見，才能看清事物。

6.不知足-眾生欲海難填，得寸進尺，永不知足。當然永遠感到痛苦，於是怪責他人，令自己

更痛苦，再責怪別人，再痛苦，惡性循環，永無止境。當然不會認為得到難得的人身是一回值得

慶幸的事，得聞佛法是莫大的恩寵。只會無謂的繼續痛苦下去。

    剛強眾生於生死浮浮沉沉，苦不堪言。要繼續難調難伏，還是勇猛精進，只看各自的取捨。

    老師父與眾小孩正閒坐念佛時，見一衣衫襤褸比丘走過。老師父慌忙喚小孩攙扶比丘坐下，

並囑咐其中一小孩找藥油替比丘搽擦。無限關懷對比丘道：「常皈依菩薩，你到處勸人皈依是好

的，但也要照顧好自己，別讓人襲擊。你看衣服被人扯破，周身傷痕累累，何苦由來！他們不肯

皈依就算了吧，何須勉強。」

    「老師父，你有所不知，我欠眾生實在太多！年輕時糊塗，不知傷害多少眾生。枉為男子漢

大丈夫。只知吃喝玩樂，對社會一點貢獻也沒有。」常皈依懊惱道：「踏入老年，發覺自己一些

技能也沒有，無法利益眾生。出家了，對佛法所知不多，無法好好開示眾生，教我如何不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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