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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可憫的眾生  提舍

 

    經中說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很多佛徒

從此不願接觸社會上其他人，不管世間事務

；不願意工作，認為浪費人生，浪費人身，

只往道場鑽，終日拿著經書，甚至家人也不

願理睬。最後做成孤立，敵對，個人亦陷於

經濟困難。由於不管世事，不但對溝通融合

及社會建設差勁，就是個人在生活上亦不能

趕上潮流而脫節，甚至衝突。沒想到信佛後

比信佛前更不堪，那是佛教的過失，還是個

人的過失呢？

　　本來那出離的態度是對的，但人於世上

，能不理世間事務嗎？人能獨存嗎？人能自

我獨善嗎？每一個人乃至每一生物在世上，

皆與周遭環境息息相關，皆在適應世界的變

化而生存，如果與社會脫節，會有被淘汰的

危機。可以說，生存並不容易，每天乃至每

一刻，各人皆盡努力去做到適者生存。可見

社會是一個大染缸，處身其中，不被沾污，

難矣哉！要墮落，要做惡業，輕而易舉；要

種福，要心向法。談何容易，在這矛盾中生

存，絕不容易！經中說要出世，可是生存要

入世，行菩薩道要入世，該何去何從？眾生

自身亦充滿煩惱，身不由己，縱使明白惡業

不該作亦不由自主，眼巴巴看著自我墮落，

回不了頭。客觀上，眾生是無辜的，卻自尋

煩惱，自吃苦果。因此，眾生是可憐可憫的

，眾生應受到教導、拯救，而不是被含恨、

懲罰。無奈因果是無情的。

　　人身難得，世間事務不願參與，因那些

都是小事，戲事，無意義的人生。可是，大

事能擔當得來嗎？什麽是大事呢？了生脫死

？普度眾生？弘揚佛法？少一點福德或是智

慧，能成就嗎？

　　世間事務已失去興趣，出世間事務卻擔

當不來，那無疑走上人生絕路，沒想到信佛

後會有如斯下場！本來該羡慕的人生反成可

憫的人生。在此情況下，找到皈依處的眾生

是可憐可憫的。

　　人於世上，絕大部份隨業、隨煩惱、隨

環境浮沈，旋出旋入，沒有一刻安寧。縱使

找到皈依處，仍是險惡之途，沒法著力修行

，仍是隨業、隨煩惱、隨環境浮沈，只是換

了一個依報處，好不了多少。雖掙扎著往道

場跑，往經書中鑽，往師父中受加持，拜佛

求佛，仍擺脫不了人生的困境，仍無法心安！

　　理想的佛法與現實的是否有很大距離？

佛法如何能學以致用？眾生何日才不可憐可

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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