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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集  寂慧

一切眾生喜見

    當看到信眾識字不多，個人單純，或是左讀右讀，摸不著邊際，忘失實際修行，當然鼓勵他

們專心一句佛號，去除散亂彷徨的心，進入三摩地，自會找出自己的方向，邁向佛道。這有如打

佛七或禪七時，皆不會去讀經，密集修行，將從前所學的運用上，不懂的留待日後出關查証。　

　但當見到有些信眾盲修瞎練，修行的目標不了解，修道次第不清楚，甚至是否適合自己也成疑

問，當然鼓勵他們多看經，了解不同的修道法門，從而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方法，才一門深入。亦

有一類人大悲心重，度生心切，要學習各種法門，教化眾生，自然需要多讀經，多瞭解佛理，乃

至世間學問，立願要「法門無量誓願學」。    

    因此，兩種指導皆有其道理，需因應各人的環境狀況去抉擇，亦即是契機的作法。亦有些人兩種方

式並用，一面專心修行，一面讀經擴濶視野及深入了解修行狀況。這種綜合方式兩方面都兼顧到似乎較

理想，但能契機及視乎狀況才最重要及實際。

　　因此，下次當見到苦惱眾生，摸不著頭腦時，不妨對他說：一句佛號便可。或許對他有所幫助，最

起碼也能與佛結緣。

    修行一般分兩個大方向走：一是屏諸外緣

，在心念上下功夫，或是在定、慧上用功，強

化自己。二是處眾，對境練心，如能在繁複的

世務上仍能保持清淨心，定慧等持，不被環境

影響，才算穩固，在修福或利他上才能無掛礙

，深契佛法，如是福慧雙修，直趨佛道。

    在修行的標準上，能否利益他人至關重要

，眾生皆有擷取利益的習性，對他們有利，適

意的對待，自然歡喜，願意親近，他們每一天

每一刻都在追求快樂，抗拒不如意。因此，如

果受到別人的歡喜，樂於親近，表示自己於世

上仍有價值，可以利益他人，愈受歡迎，乃至

擴展到不同年齡，不同階層，表示修行愈到位

，否則只是空口說白話，於事無補。這基本標

準達到後，進一步深層次去利他，很多利他行

屬表面性、短暫，乃至有害。如何於利他中不

使其執著，墮落，放逸，乃至不離佛法，深入

佛道才至關重要。因此，修行到一切眾生喜見

外，如親近的都是修行人則更具意義。但基本

的與人相處能使人舒適、快樂，眾生喜與相見

、共事，並不容易做到。可是，我們為人處世

，處處做到圓滑，朋友滿天下，為的是得到利

益，得到別人的助力，亦知道結怨結敵帶來的

傷害不少。這些都是從私利出發，不究竟。在

修行，利他上反不如世間法做到一切眾生喜見

的話，真要好好檢討。

    「我是某國家的人，某種族的人，某同鄉

的人，某團體的人」，多方設限，使我們到處

對立，甚至樹敵，這皆是源於我見，無法做到

一切眾生喜見。拋棄自我，去除我執，人人都

樂於共處，喜見，這是修行的自然顯現，自利

利他。

    如果發覺到自己未能達標，或是與標準相

距甚遠，必痛苦無限，請趕緊修行，去除我執

。而修行最好的方法莫如修六度。

布施――時刻布施他人，滿足眾生貪利的習性

　　　　，自然做到「一切眾生喜見」，得以

　　　　親迎 ，繼而深度轉化。但最佳的布

　　　　施物該是佛法，「諸供養中，法供　

　　　　養最」，如不能直接布施佛法，也　

　　　　該以誘導及方便法引導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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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閒聊聚會

持戒――嚴守戒律，不害他，自然「一切眾生 喜見」。

忍辱――為了利他，去忍受很多不如意事，自然「一切眾生喜見」。

精進――不斷努力為善，學習，深入佛法，讓別人有依靠，自然「一切眾生喜見」。

禪定――能使人有祥和的感覺，自然「一切眾生喜見」。

智慧――能作他人師，自然「一切眾生喜見」。

　　一位年輕師父走進書店內，見到老頭子店

員及數位客人圍坐在枱子旁閒聊。年輕師父自

顧看書，最後忍不住責備老頭子道：「你們已

閒岔了一小時，難道沒有工作嗎？為何不珍惜

機會及時間去弘法，浪費大好光陰？」

　　老頭子店員愕然辯解道：「我們都是談論

佛法，計劃弘法利生事，並沒有說是非，負面

的言談………」

　　「可是你們只懂天馬行空，不著邊際，儘

說些難以實現的夢想。」年輕師父進迫道。

　　「鏡緣居士今天不是很有成就嗎？他以前

也是在這裏閒聊啊！」老頭子不服氣道：「從

前他在這裏發起他的夢想，最後與一班人成立

了顯密中心，不是有聲有色嗎？」

　　「他凡事利字當頭，投機取巧，當然有聲

有色，我只能說生意做得不錯。」年青師父不

服氣道：「自從他發跡後還有再來嗎？有感

謝你們嗎？從前這裏有利用之處才來，沒有

利用價值，他會到來嗎？」

　　「阿貞移民到了美國，不是仍繼承佛法，

在那裏弘法嗎？她從前也在這裏聊啊！」老頭

子思索道。

　　「她在那面百無聊賴，能夠找些自己心愛

的活動總是好的。至於是她為佛教效力，還是

佛教提供一個機會給她度日則難說了。但你看

她作了些什麼呢？都是一些表面，若有若無，

若斷若續的簡單活動，卻與其他人互相吹噓。

可當地環境有改善嗎？佛教有興旺或深入嗎？」

年輕師父不斷搖頭道。

　　「善女從前也在這裏閒聊，她始終貫徹為

動物請命的發心，已很有成就，在新界有大幅

土地照顧各類動物。」老頭子得意道。

　　「這人可說本末倒置，對動物充滿愛心，

可是脾氣暴躁，沒有一人能與她相處得來，對

社會、世界不滿，不願與人來往、交談。孤僻

、終日挨聲嘆氣，如何像一個修道者，連作一

個普通人標準也未能達到呢？此外，動物只會

順從，毫無異議，甚至感激，搖尾乞憐，當然

使她感到舒服。亦可使自己感到自己的存在及

價值。那強烈的我執、我見、我所比一般人還

重呢！」年輕師父黯然道。

　　「阿標已很少來閒聊了，除了上班外，全

副精神都放在弘法上。十多年艱苦經營，仍掙

不出頭，沒有會址，沒有資金，沒有名聲，

可說是『苦行僧』，總該滿你意吧！」老頭

子不斷思索道。

　　「對!十多年了，仍是『不生不死』，叫

人質疑他的作法，是否過時？或是無效，不能

利益大眾，或是方向錯誤，那麼多年，一無所

有，只是在這裏靠『黏』，找學員、找導師、

要求幫忙推廣等。看到他為了求人幫忙，常嬉

皮笑臉，請人『飲茶』，我心裏也感到難過」

　　「糟糕！原來那麼不堪，我真的從沒有想

過呢！」老頭子搔著頭，困惑道：「可你以前

也曾在這裏閒聊，最後出了家，該如何評鑒呢？」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