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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出家路

    這天，老師父與五位小沙彌、沙彌尼圍坐

在寺院後園的大石上，凝重地商議大事，老師

父道：「出家後，時間過得很快，修持得靠你

們自己，但出家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營生方面，我希望能為你們安排好。

    一般分經懺師及經教師兩個方向，經懺師

以帶領大眾從經懺唱頌為主，經教師則以講經

說法為主，各有利弊優缺點。經懺師較易學習

、受大眾歡迎、得益快，即時見效；經教師雖

然較艱難成材，卻可名成利就，真正統理大眾

，成為大法師，亦是佛法傳承的關鍵，兩種路

向訓練不同，請你們認真考慮作何選擇，因會

影響一生！」

    小沙彌、沙彌尼沒想太久，一致選擇作經

懺師。

    老師父別過頭，偷偷匆忙拭去臉上的淚，

躊躇一會，安定道：「雖然我有些失望，但仍

會傾囊相授，使你們成材。音聲佛事在近代特

別興盛，是佛教的主流，可惜慢慢演變成度亡

，趕經懺，傷害佛教很深。因此我要特別提醒

大家，將來不管發展如何，你們別忘修行，那

是你們的正業：了生死，度眾生。此外，將來

在你們的營生中，緊記兩點：1. 盡心盡力，

一心不亂。2. 不要明碼實價作交易。我不想

多言，你們比我想像聰明，對事情也了解，出

家路該怎樣走總該知道吧！」

    「老師父，你放心，我們決不會令你失望

。」小沙彌大聲安慰道。

    「我們都是有理想，受過教養訓練的人，

你不要擔心。」另一個小沙彌尼附和道。

    「過去多次很多出家人皆如你們般堅決對

我說，可是……」老師父失控地激動道。

    至於這批小沙彌、沙彌尼將來有否令老師

父失望，便無從稽考了。

    自由是實行民主的條件；平等是民主合理性的關鍵；博愛是任何民主存在的前提。人類在無

限的追求中，經歷無數的試煉，付出沉重的代價，最後尋找到近乎理想的民主主義。但是，民主

需要很多條件的助成，包括運氣與機遇，得來不易，且荊棘滿途，路途遙遠。謹願吃盡苦難的眾

生能早日達到理想。

　　   佛教與民主有很多類似的地方，佛教的布薩制度類似議事制，透過公決，公投去議定事

項；審議犯戒、對錯、彈劾等，佛教更進一步可以讓人告解、出罪。雙方面都有民主精神，以大

眾為依歸。以大眾的力量去感化惡行；徹底的和平主義；包容異己，共存共榮；忍受不完美的存

在，忍受長年累月，契而不捨的追求，改善；對反對、攻擊，能修忍辱；強烈的信念；博愛精神

；平等客觀的眼光。最重要一點是雙方都有無我精神，任何去除自我的方式，皆接近完美。

　　   在人類無限的追求中，何以對更優勝的古老佛教智慧忽略？何以外求，對身旁垂手可得

的寶藏輕視？難道真如佛教所言：沒有福報，要求取寶藏，乃至智慧，是不可得的。若如是，我

們當趕快積功累德，開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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