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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電話鈐響，我提起話筒，傳來她的聲音：「師兄！很久沒有搖電

話給你，向你問候，抱歉！我正處人生低谷，什麽都提不起勁，你當不會怪我吧！去年我丈

夫身罹絕症，在你的協助下，安祥往生，我未及言謝。今次又再度找你幫忙，請給我指導。」

    對方的聲音有點哽咽，稍頓一會續道：「我知道你是大好人，雖然屢找你麻煩，一定不

會怪我吧！請詳細教導。……我父親進了醫院，多次急救，才倖能生存，醫生詢問如果再發

生，該急救，還是讓他自然生滅？我這些日子往返醫院，勞累不堪，六神無主，請給我答案

，我該如何做？」

    這突如其來的電話，突如其來的難題，一時消化不來，她的父親我亦不認識，如何給她

下決定：「你父親多大年紀了？患的是什麼病？」

    「他全身不妥，插喉，可是仍有力氣將喉拔掉，嚷著要死，叫我們不要讓他活受罪。他

每句話扎在我心裏，痛苦難堪。」對方再度哽咽，說話亦凌亂。

    「他皈依了沒有？我得趕快找師父到醫院給他皈依。」我搜索枯腸，不知道怎樣安慰她

，莫說給她忠告。

    「他數年前已皈依了，是你提議的，當時我十分高興，因為像他如此固執的人，對佛教

亦沒多大好感，竟能在我勸導下皈依，最終我還是感激你，教我向他訴說皈依的意義及利益

；如沒有你的幫助，亦難得三寶的照顧。」她竟沒怪我的冒失，善忘，還心存感激。

    「啊！皈依了最好，作為兒女，你已盡了最大的孝恩，最大的孝順，最大的回報。你再

無遺憾，他亦無憾，不枉此難得的人身。能皈依三寶，作為佛弟子，是人生中最有意義之事

。是時候向他提醒作為三寶弟子，該向佛法學習，度過難關。是時候依靠三寶的救贖。是時

候放下一切，專心修行。過去已浪費不少時光，未來時日可能已不多，再不專心修行，難再

有機會了。雖然卧病在床，乾脆萬緣放下，管他醫護人員如何將軀體左搬右擺，其他病者如

何吵嚷，親友能否到來探病也不在乎，無意義的世間不是已全經歷了嗎？還寄望什麼？財物

，親情能發揮功效嗎？到頭來還不是得靠自己。此刻該是無牽掛，心靈自由之士。經歷了起

伏的人生，是修行的最好狀態，最好時機，專心念佛，專心修定，專心觀想淨佛國土，才是

最可靠，最應去做的。切莫百無聊賴，胡思亂想。」我不斷思索從前讀過的經論去安慰她，

此刻真的是書到用時方恨少。

    「那我是否不用探望他呢？每天往返醫院真的好勞累，我開始吃不消了。」她的聲音充

滿期望。

    「不！不！你要繼續探望他，不但勸他專心念佛，你自己也要專心念，最好和他一起念

，那是很大的鼓舞，提醒；你不去探望他，他只會胡思亂想，無法專心；你不和他一起念，

他可能不會主動去念。別讓他抱怨，說什麼護理人員照顧不週，說什麼這裏痛，那裏不妥，

要他放棄自我，放棄感受，要他入定，要他將心轉移至清淨國土，要他一心念佛。因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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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意可以影響他志心，千萬小心別被他影響你而不專心。」我開始順暢地引用從書本中讀

過的理論。

    「我最頭痛的是不知道該向他說什麼？安慰的說話說不出口，怕講錯了會影響他，實在

我也需要人安慰。講佛法竟變得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結果竟弄至相對無言，惹他生氣

。」她焦急地道出自己的為難。

    「怎麼會呢？你讀了數年佛學班，學的不少了，該是時候應用你學過的東西，別只是上

課，學習而不拿出來應用。你可以引用佛陀常說的三論：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更可說四

諦、十二因緣，大乘菩薩道。如果你說得精彩，病者會忘掉病痛，這是說法的加持力。佛法

的力量很大，能夠起死回生。如果今趟能度得過，那是檢回來的生命，應好好珍惜，努力修

行，別讓生命無意義地白過；如果不能度過，亦要在臨終時密集修持，臨終一念很重要，影

響下一生的去向，臨終的修持功效亦特大，應保持正念，進入三摩地，萬緣放下，一心思惟

本尊或淨土，能有善知識在旁提點、引導很重要。你是他的至親，是最好的人選，應盡你所

學，引導他進入另一境界。這樣，他的死亡變成重要的修持，讓你與他俱得大利益，成一大

功德。」

    一個多星期後，她再度來電，說父親已從加護病房轉到「大房」去。很感恩佛菩薩的加

持，度過難關。繼而問我該怎辦，父親說悶，要求出院，要求她多些到來，百般要求，百般

埋怨，說醫院及醫護人員如何如何不好。她亦抱怨，說醫院很多地方做得不足，規矩亦多，

當然，父親亦看似很多地方不對，一時說這不好，一時說家裏百般瑣事困擾。我忙打岔她道

：「這次真是奇蹟，但你和父親不應鬆懈，仍需繼續專心修持，你們那麼多訴苦，如何專心

？如何放下？你該勸他別管其他，繼續一心念佛；當然，你不能被他影響，被家務影響，不

管真或假，你們被那麼多瑣事困擾，證明你們一點也不專心。當心意專至時，那有煩惱的感

受，只是不斷的處理身邊瑣事，不斷的念佛，明明澄澄，念而無念，那有煩惱空罅？但如果

他真的厭悶，不妨帶錄音機或小型電視機讓他解悶。可是，修持不能鬆懈啊！你最好替他訂

下功課，因應環境幫他訂下固定的修持功課，每天必須完成，只可以多，不可以少。若你能

與他一起做更好。……」

    我已然了無新意，江郎才盡，只是重複今次及上次的觀點，只恨自己學的不多，無從發

揮。可是她卻聽得津津有味，不厭其煩，唯唯諾諾。

    也是一個多星期後，她再度來電，告訴我父親已出院，回老人護理院去，她每天按時探

訪，由於靠近家中，所以沒有像先前那麼奔波。雖沒看到她的臉孔，但仍聽得出誠意地不斷

感激佛菩薩的護佑。我除了替她歡喜外，不知說些什麼好，勉強擠出鼓勵的法言：「你真的

做得不錯，盡了最大的孝心，一家人中，只有你最能幫到他，你的功德，孝心，佛心，廣大

無邊，但不要鬆懈，你應繼續精進，鼓勵父親努力修行，早前在醫院的早晚功課不能停下來

。要知道剩下來的日子皆是賺來的，該好好珍惜，做些有意義的事……」

    每次她的突然來電，我皆搜索枯腸，不知說什麼好，只恨自己沒好好學習佛法，拿來應

用，竟自大地幫忙他人度過難關。除了體驗佛法的殊勝外，更覺自己的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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