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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每一個人很容易妄下判斷：這是一個好人，因為他豪爽，常請我吃東西；那一

個人是壞人，因為他常罵人，對人不禮貌。一個「好人」亦會做很多不好的事，例如他請

吃東西抱有我們應回報他的心態，或是他財富的來源可能非正途，我們如何標籤他是好人

還是壞人？同樣，一位常罵人的壞人可能心存完美，凡事講究，當然很多東西看不順眼，

斥罵一番；或是他藉斥罵教導別人，想別人好，進步，那該歸類為好人，還是壞人？而大

部份的人在不同的領域皆好壞參半，或是不同時間內，表現截然不同，在不同的環境，不

同的心情下，表現亦可以有很大分別，對標籤為好人或壞人更難判斷！同樣，去判斷一個

修道者亦有很大的困難，一位修道者修持的法門，若不是我們嚮往的，我們往往認為該修

道者沒有修持功夫。修道者若對我們不友善，或是冷淡，我們會認為該修道者不近人情、

偏執，當然沒有修持功夫。當看到修道者三餐不繼，或是捱窮，便認為該修道者沒有利益

他人，或是態度不佳，弄至收入出現問題；當看到修道者被病、痛折磨，苦不堪言，便認

為該修道者沒有定力，不能忍受痛楚，或是他作了不少壞事，才有此報。去判斷一個人是

好是壞，或是修道者有沒有修持功夫，我們往往以主觀或是自己的喜惡，感受去妄下判斷

。世間不實，好人壞人定義也不實，修道者定義亦不實，於此，可見世間儘是虛幻。

    常有人問：何以高僧、修道者亦會被病魔折磨，弄至狼狽示人？修道者不是可以轉逆

境嗎？可以對治病苦、死苦嗎？何以仍現痛苦神情？那與一般凡人何異？

    原因有以下多點：

1. 那位修道者可能功夫未到，與一般人無異，同樣為痛死苦煩惱。但要明白，痛苦使人吃

不消， 面露煩惱是一種自然現象；菩薩有多種，有一種是凡夫菩薩，已發了菩提心學習當

菩薩，除了這點外，與凡夫無異，當然反應亦如凡人。

2. 有些修道者已修習多種法門，如抑貪、瞋、痴、自大、慚、愧等，可能很有成就，堪稱

修道者，卻未開始修習病、死法門，故反應欠佳。或此生到來是為了專於此法，或佛菩薩

讓其受此苦，以激勵修道。

3. 此生或多生前作的業，需受此報。或是示現此報，以警惕世人、作惡者。如佛陀晚年示

現背痛般。

  

好人乎、壞人乎；修道者，非修道者乎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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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修道者大悲心重，「留惑潤生」，與眾生一起受苦，以「同事」攝取眾生。亦有修道

者願代眾生受苦，將眾生的病苦移除至己身上。

5. 佛教不是如一般神教般，讓眾生到來享樂，不勞而獲地享受幸福，因那樣違背因果，雖

然佛教亦有這方面的功能。但主要還是從代受眾生苦中去除我執、我愛。因此，佛教不是逃 

避苦楚，而是克服苦楚，甚至利用苦楚來修煉，超越苦楚。

    世間變幻莫測，人的志性不定，任何人在不同環境下、不同空間、時間下，反應差異很

大。好人、壞人；修道人，或是無修者難以定義；更何況好人可能對我們有害，壞人對我們

有利；或是修道者對我們有害，非修道者對我們有利。因果業報才是最終的決定者。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無情說法

      

   老師父坐在大石上，旁圍繞五塊小石，各坐著五位小孩，其中一位男孩道：「這塊石頭

很光滑，很涼快，坐在上面很舒服，俗慮盡除。老師父！你是否因為這些原因才那麼喜歡坐

在大石上呢？」

   「對！這些石頭平滑涼快，穩固，井然有序，坐在上面有一種加持力。彷彿回到佛陀對

五比丘說法的時代與環境，坐在上面有無限靈感，說法無礙。」老師父舒適道：「只要盤腿

坐在上面，滿腦子佛法飛揚，平時讀經不明白的地方會豁然悟解，常希望將佛法與人分享。

你們可知道石頭不會說法，每次我到來，彷彿聽到這塊大石對其他五塊小石頭說法，有些時

候更見到小石頭點頭，彷似接受附和。領受佛法，不一定從書本或是說法中得到，花開花落

亦是說法之一；不一定長篇大論才是說法，一句半句也可使人開悟，得益無窮，無情說法是

存在的，我們應保持學法求法之心，開放心靈，從生活中，一花一草中去領受佛法。縱使花

草，石頭亦常常對我們說法，只是我們狹隘封閉，錯失機會。佛陀除了口中說法，放光外，

難道不會借助無情為我們說法嗎？佛法在世間，佛法充斥宇宙內，這是佛陀的大慈大悲，無

奈我們智慧淺薄，才會有佛法難聞的感覺。」 

   「如此說，這裏該有很多聽眾聆聽說法；為何竟沒有人到來？」男孩問道。

   「我只能對小孩說說，因為小孩單純，近似無情，才會接受。如果對其他人稱說無情說

法，他們會接受嗎？」老師父搖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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