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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別小看這些怨氣，很多人吃不消這些埋怨，處處就範，他們要求什麼皆設法滿足，圖

個清靜；但這些要求沒完沒了，怨氣卻不會停止。多少爭抝，衝突俱源於這些怨氣，永無寧

日。

    如何防治這社會病態呢？「安居樂業」，居住環境不要太狹窄，太有壓迫感，有助舒緩

情緒，減少磨擦。――安居。有一份適合的工作，是他們喜愛，認為有意義的工作，可以有

所寄託，發揮，甚至使命，自然樂於處身天地間。

    但是，歸根究底仍是從心轉化，這非佛教的修持不為功，佛教的感恩心，人身難得，去

除我執、我見才是根本之道。

      一位小孩對老師父道：「你每天躲在寺院裏，也不到外面世界走走，難道不覺得鬱悶嗎？」

    老師父四面打量，望望寺院、樹林、山丘、天空，悠悠道：「這裏很舒適，有花、有草、陽

光、空氣，不需擔憂吃、宿，且受人尊敬，還要到那裏去？外面那一處比這裏好呢？我在寺院的

守護下，彷似帝王在自己的王國裏。不！比帝王更好，我不需擔心朝政，不需管理寺務，不需為

複雜的人事操心；這寺院的外圍盡是道場，佛寺，每一個人都是友善，禮貌的，我走到那裏皆受

人尊敬。在這個山頭走動，安全可靠。自從出家後，我感受到佛陀對每一個出家人呵護備至，他

定的制度、規儀，看似對我們制約，實是保護我們。我的衣食住行，從來不用擔心，還可專心修

學佛法，每修成一分，信眾的尊重，供養，必加一分。」

    「你終生就躲在這王國裏，沒有在別的地方闖嗎？」小孩好奇地問。

    「當然不是，我少年時比你們還野呢。世上無一個國度我不曾到過，沒有一處地方能困我超

過一年，我的人生盡是難度挑戰。無奈歲月不饒人，如今只能安坐這裏，受人膜拜，說些討好話

，聊以塞責。」老師父唏噓道。

    「可是，你這樣不是有違大乘精神，有違佛教的道理，有違出家人的身份嗎？」小孩不解地

道。

    「………」老師父歇了一會道：「我一生看似精采，可只是自己的任性，年輕時反叛，不受

束縛，竟虛度光陰亦不自知，年老雖洗心革面，卻苦無魄力承事眾生。回顧一生似是活出真我，

似是有意義的人生，但如反問對眾生有何益處、建樹了些什麼？愧難自容。莫看我無力作為，我

心仍未冷，每天不斷尋找機會欲報恩。此生已矣！後悔莫及，但來生我必粉身以報。這刻，就讓

我躲在自己的王國裏，守護根門吧。」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在我們的王國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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