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於鳥窠禪師對佛法已有相當領悟，且修持嚴

謹、道風遠播，因此，各地學者、行人均不辭辛勞，

絡繹不絕登山拜訪，向他請益。既然禪師的盛名如

此受人景慕，做地方官的大詩人白居易，當然也不例

外，於是利用公餘之暇特地造訪。

當身為剌史的白居易與鳥窠禪師初次見面，說完

客套話，就直接向禪師問道：「請您簡單、扼要地告

訴我，整個佛法的大意是什麼？」禪師答：「居士是

要問整個佛法的大意，是嗎？其實只有『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八個大字。」白居易聽到這樣的回答，感

到非常失望，心裡叨念著：「我可是個地方大官，辛

辛苦苦才得以拜望這樣鼎鼎有名的禪師，原以為能夠

得到與眾不同的佛法啟示，沒想到只能聽到老生常談

的兩句話，多沒意思！」於是，他冷漠地回應：「這

八個字沒有什麼稀奇呀，連三歲的小孩也會講！」

「對！三歲的小孩也會講，但是八十歲的老翁不一定

做得到。」鳥窠禪師嚴肅地回答。

從鳥窠禪師的公案不難得知，佛法的道理是說起

來簡單，做起來卻是不容易的。三歲的小孩當作歌謠

唱當然是沒有問題，但是，一般人真能做到完完全全

遵循佛法、棄惡揚善嗎？所謂真理的探求，並非僅止

於對佛像或經書的恭敬虔誠，而是要在日常生活當中

的行、住、坐、臥體現，在每一個細微的念頭分辨善

惡是非、了別因緣生滅，這才是佛法的精髓，才是實

踐了整個佛法的心要。因此，任何年齡、身分的人都

必須依止「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八字箴言，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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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惡行善」，否則，即使懂得再深的佛理，也不夠資格說自己是個真

正的佛教徒。

本經第四章題目是〈善惡並明〉，說明善與惡的定義。上面介紹

的故事，在佛教史上，甚至一般佛教徒，都是能夠輕易理解的。接下

來，再分享一位宋朝禪師的故事。

宋朝有一位思業禪師，對於因緣果報的業力問題，每天都念茲在

茲。原來打從他的祖父開始，俗家都是以屠宰為生，不知道殺害過多少

生命。而具有宿世善根的思業禪師，披剃前就極富慈悲心與同情心，總

希望能夠遏止家族事業所共同造下的惡報。然而在長輩的冀望下，身不

由己的他，仍是得學習作一位職業的屠戶。終於在某一天早上，他生平

第一次拿起刀子，橫了心，猛勁將鋒利的銳刃直刺進豬的身體裡，當時

豬隻響天般淒厲的哀嚎聲，深深震撼著他的心弦，激起無限的悲憫與哀

痛。當下，還是俗家子弟的思業禪師隨手摔棄利刃，從此「放下屠刀」，

並毅然落髮出家，走入空門。倘若是常人，承襲上一代的祖業，必將屠

宰殺生之事當作習以為常，認為是正當的職業，何況憑著自己的氣力和

本錢餬口飯吃，也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然而，凡夫與佛菩薩的分別就

在這一念，凶殘的心猶如夜叉，而慈悲心腸則與佛菩薩同，二者皆是心

的作用，差別只在迷悟之間。所以，即使是殺罪貫盈的屠夫，若能返照自

心，去除內心的貪瞋癡，清淨心顯露的當下，就與聖者無二無別。

思業禪師出家時，曾經講過四句偈：「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

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因為昨天的他還在造殺業，就像專門吃人

的羅剎鬼，但是今朝心態已經改變，生起了慈悲心，像是菩薩的面孔，

低眉垂眼。換句話說，善與惡只有一念之差，要改惡為善絕對是易如

反掌的。學佛弟子喜愛跪在佛菩薩的面前，瞻仰、祈求、凝視菩薩的

面容，即是因為菩薩的面容慈悲，令人安心歡喜！若眼前是夜叉青面

獠牙的怒目切齒像，只怕再虔信的弟子都會逃之夭夭。所以學佛之人

《四十二章經》講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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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切記，懷著夜叉心作惡，地獄有我們的分，唯有惜福行善，成佛才

有我們的位置。只要努力止惡行善，每個人都能有一張菩薩的慈藹面

容。也別忘了，佛法並不是絕世棄俗的高深學問，而是日常生活、舉止

行動當中表現出的每一念利他善心。

 

轉重令輕

 

佛言：人有眾過，而不自悔，頓息其心。罪來赴身，如水歸海，

漸成深廣。若人有過，自解知非，改惡行善，罪自消滅。如病得

汗，漸有痊損耳。（第五章）

 

佛對眾生開示曰「人有眾過……」，只要是人，包括在座的諸位

以及我，都免不了會在有意或無意間犯下了過失。有的時候是有心

的，明知故犯；有的時候卻是在無意中植下了罪惡的種子。所以每一

個人都應該要懂得懺悔思過。

「悔」，就是悔改，佛教說「懺悔」，梵語稱「懺摩」，懺摩的中

文意思就是悔過。這種名稱在佛學上稱為「華梵並舉」，即是這個名詞

包括了華、梵兩種文字。有了過失，就要改正，能夠悔改，身心才能夠

得到清淨。假使一個人犯了過失，卻不認為自己有錯，反而覺得所作

所為是對的，不肯承認過犯，毫無悔意，像這樣的人，恐將難以從無明

的囚籠之中脫身而出。所以，佛教主張犯了過錯，應當發露懺悔。佛住

世的時候，即要弟子依著所犯過失的輕重，在大眾或者他人面前乞求

懺悔；後來佛入涅槃，大乘佛教興起，就改在佛菩薩聖像前乞請懺悔。

假如有了過犯不知悔改，而「頓息其心」，讓犯罪、錯誤的心理安頓、

停息在識田習氣中，如此則會「罪來赴身，如水歸海，漸成深廣」。

「罪」，即是罪過。認真說來，「罪」和「過」兩者是有差別的，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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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而犯；罪卻是有心造成的，所以有大、小、輕、重之分，這是我們

必須瞭解的。

就世法來講，犯了罪，抵觸國家法律，就會受到制裁。以佛法來

說，則是以佛陀制訂的戒律，規範佛弟子「諸惡莫作」，所有不該做

的事卻做了，就是犯罪（戒）。佛經上說：「有罪當懺悔，懺悔則清

淨。」當我們犯了罪，要能知過必改，誠心悔過，身心才能得到清淨。

反之，若無絲亳悔愧之心，永遠把自己的罪過覆藏著，那麼心理、生理

都將痛苦不安，永遠無法得到清淨、自在。再者，假使有了過失，不能

悔改，這許許多多的罪積聚一身，就像是水的匯集，涓滴成河，最後終

成百川歸於大海，水越來越多，罪障越來越深重。 

「若人有過，自解知非」，謂一個人有了過錯，有了不軌的行

為，自己能夠徹底瞭解、覺悟，知道自己的不對。晉朝文人陶淵明在

〈歸去來辭〉文中，有句「覺今是而昨非」的名言，惕勵世人覺悟過

去錯誤的所作所為，從今天開始洗心革面、改往修來，不再掩蓋、覆

藏自己的過錯，重新做人。俗語亦云：「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今

日種種，譬如今日生。」這樣的警語雖然淺白，但卻是做人處事最受

用的格言，能明白自己的對錯是非，是最難得的事。「改惡行善，罪

自消滅」，言既知過去不對，就要悔改，不僅如此，還要進一步積極

地行善。所謂「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世間所有的善與惡，都

是由心所造作的，「罪」本身沒有自性，沒有永遠固定的罪愆。懺偈

也說：「罪性本空由心造，心若滅時罪亦亡。」罪業本是沒有實體、

沒有自性，要是能夠滅盡心的造作，不再存有為非作歹的念頭，罪就

自然消失了。

《華嚴經》說：「菩薩知諸業，不從東方來，不從南、西、北方

四維上下來，而共積集，止住於心，但從顛倒生，無有住處。」意思是

說，做了菩薩，就知道眾生的罪、業障是從何而來，它不是從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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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四方上下無端飛來，而是由我們內心一時的顛倒、糊塗，慢慢積

累，才造出種種罪業。罪的本性是空的，但是造了罪就必須受果報。所

以知道一切唯心造，犯了過失，就應該好好地懺悔、反省，從此以後不

再犯過，而要積德行善，這樣，罪自然而然就可以消滅了。

「如病得汗，漸有痊損耳」的「痊」，是指病已經痊癒；「損」，

是說病苦已經消滅了。舉個譬喻，好像身體感冒或受寒著涼，全身畏

冷，但是服藥排汗後，病也就好了。懺悔罪過，就像病了能夠出汗，漸

漸痊癒，恢復健康。如果能依法實修，罪業自然能漸漸消滅，身心就

可以獲得清淨自在。古云：「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過能改，善莫大

焉。」我們既不是聖人，也不是賢人，哪能免得了過失呢？有了過錯，

只要能夠悔改，前途一定是坦然光明的。

身為至聖的孔子，曾坦白自述其為學與做人的歷程，證明他亦非

天生就是十全十美的「完人」。孔夫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

欲，不踰矩。」孔夫子到了十五歲才立志求學，三十歲才能夠獨立，

四十歲對所有世間的事情，才能看得清清楚楚，不被環境所迷惑；一

直到了七十歲，孔子才能夠隨心所欲，不會犯了規矩。試想，聖人到了

七十歲才不會違犯過失，一般人要做到不犯錯又談何容易呢！《禮記．

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恥，就是恥辱、羞辱。知道自己做得不

對，感到恥辱，勇敢承認自己的咎過，這樣才有自新的機會，才能真正

得救。佛諺也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痛苦從何而來？就是罪業

所召感的，雖然苦海沒有邊際，一片汪洋，但回頭即是法岸。

以肉身證道的慈航菩薩，在即將圓寂之前，曾寫了一首偈語，共

有十六句，前四句云：「奉勸一切徒眾，時時反省為要；每日動念行

為，檢點功過多少！」慈航菩薩提醒不論是出家弟子，或是已皈依的

信徒，要時時刻刻自我反省，檢視每天所起的念頭，一舉一動所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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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講的話，何者是對自己有功勞，對別人也有利益的；何者是損人而

不利己的。如《了凡四訓》中的袁了凡居士，本來不會長壽，不會做大

官，也不會有兒子，但後來遇到雲谷禪師，開示他行善悔過，一生的命

運就改變了。原來雲谷禪師要了凡居士立「功過格」，每天詳列自己的

功勞與過失，並計算功過。從此，立志行善三千條的袁了凡，終於轉變

了命格，也幫助許許多多的生命改變了一生。

在座的善友也許不曾參加過童子軍，但一定知曉童子軍的名言是

「日行一善」；身為一個佛教徒，對自己也應該要有「日行一善」的要

求，不管起心動念，或者舉手之勞，都是善行的積累。能夠每天做一件

好事，用觀照的功夫，不打壞主意、不做壞事，這樣積功累德，將來一

定有很好的果報。希望大家能夠時時刻刻反省，勉勵自己。

 

忍惡無瞋

 

佛言：惡人聞善，故來擾亂者，汝自禁息，當無瞋責。彼來惡

者，而自惡之。（第六章）

 

前面一章，佛陀訓誨眾生需改過遷善，本章接著說明若因改過向

善，反受到他人的嫉恨、破壞，因而產生畏懼，不敢持續善行的對治方

法。佛再勉勵我們，若遇壞人故意來擾亂、破壞自己的善行，做為一個

佛教徒，這時應當更要有修養功夫，必須克制自己，沈靜下來，以忍耐

的態度來對待他，不可心生瞋怨或是責怪他人，甚而衝動發脾氣，才

不會發生罪惡且不愉快的意外。「彼來惡者，而自惡之。」意指對方懷

著惡意，要來破壞我們的道心，這時要用忍辱的功夫包容、忍讓，說不

定還能使他受到感化。不然，惡人作孽造罪的壞事，終有一天，會令

自己反而受害。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壞事做多了，一定會自食其

《四十二章經》講記（二）

8∣ 雜誌 544期



果。試看「忍」字，就是將利刃插在心上，能夠行忍辱，不起瞋恨心，

自然不遇仇敵而平安無事。以上是佛法的忍耐修持，下面再講世間法

中有關儒家的忍耐功夫。

在中國唐朝的時候，有一位名叫婁師德的君子，他有個弟弟在某

一天奉了朝廷的命令，要到很遠的代州（今山西代縣）去做官。當哥

哥的知道弟弟向來脾氣暴躁一點，所以他臨別贈言，勸誨弟弟說：「你

這一趟出遠門，待人接物都要忍耐，不能發脾氣。」「哥哥，您放心！

我保證一定會忍耐。縱然有人欺負我，把口水吐到我臉上，我就把它

擦乾，絕對不會跟對方計較，也不會同他吵架。」婁師德的弟弟如此向

哥哥承諾。一般人多會認為這種忍辱的功夫已經到家了，但是婁師德

更進一步提醒弟弟：「這樣還不夠，要知道，人家會吐你口水，心頭一

定是極為忿恨不平，如果馬上將臉上的唾液擦去，恐怕還不能消其怒

意。所以你就讓口水自己風乾，這樣才會止息對方的怒火。」成語「唾

面自乾」的典故即由此而來。其實「唾面自乾」仍是世間賢人的操守，

作為一個佛弟子除了忍辱，還要能對自己的冤親仇怨生起慈愍的大悲

心才是。

 

惡還本身

 

佛言：有人聞吾守道，行大仁慈，故致罵佛，佛默不對；罵止，

問曰：「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禮歸子乎？」對曰：「歸

矣！」佛言：「今子罵我，我今不納；子自持禍，歸子身矣！」

猶響應聲，影之隨形，終無免離，慎勿為惡！（第七章）

 

釋迦牟尼佛對弟子說：「有人聽我遵守正道，力行大仁大慈，因

此生起嫉妒心，故意誹謗我，當面侮辱、刻薄地惡罵我。」原來釋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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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法以後，因具足圓滿的福德智慧，很快就得到眾人的擁戴、追

隨。在當時有很多外道，眼見自己的信徒改變了信仰，都成為佛教徒，

因此非常嫉妒，懷恨在心，常常想盡各種方法要來謗佛。被詆毀、中傷

的釋尊只靜默、緘口，也不理睬，任由他人笑罵。試想，如果對象換成

了常人，無緣無故受了一個陌生人的粗言惡語，會有什麼反應？就算

不與對方打鬥，也非得同他呵斥幾句，才能夠消除心頭的氣。但是，佛

陀極有智慧修養，於是等對方罵夠了，才反問：「當您拿著一份禮物去

送人，要是受禮者不領情，不肯接納，這份禮物是不是仍然由您自己帶

回去呢？」對方回答說：「是的，我當然會收回！」佛又道：「您現在

這樣的辱罵，就好比送禮物給我，而我沒有接受，還是要您把罵人的罪

過帶回去的。」釋迦牟尼佛勉勵眾生不要隨便做壞事，因為一定會有

果報。佛陀舉了「猶響應聲，影之隨形」的譬喻。好比朝桌子敲一下，

馬上就有聲音響起；又好像到深山裡大叫一聲，立刻就會有回音。這是

「猶響應聲」。「影之隨形」是指站在有太陽或是燈光照射的地方時，

影子一定不離形體，永遠跟隨著。要是對影子說：「不要跟著我吧！」

也不可能成真。同樣的，做了壞事卻希求罪過不會受到報應，是異想天

開的事，因果報應絲毫不爽，就像聲音的回響和影子的隨身，是不相捨

離的。故釋迦牟尼佛勸世人「慎勿為惡」，不應無故罵人、謗人，因為

誹謗佛、法、僧三寶的罪過太大了！一旦惡貫滿盈，最後一定會自取其

禍、自食其果。

當釋迦牟尼佛要圓寂的時候，弟子請示佛陀：「佛住世時，一切

問題都有世尊隨時開惑解疑，要是佛入了涅槃，有惡徒前來搗蛋、擾

亂，弟子們該怎麼辦？」佛回答：「默擯──不要理睬！」這個功夫是

最高明的。所以，不論遭到詆毀、詈罵、侮辱，只要靜靜以對，罵人的

罪過自由對方承擔，受辱者並沒有任何損失，這一點，一定要牢牢地

記在心頭。前面一章說明要是惡人向我們起了瞋恨，並來擾亂，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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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以最大的忍辱力去降伏。本章正好是上一章「彼來惡者，而自惡

之」的事實證明。

塵唾自汙

 

佛言：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己墮。逆風揚

塵，塵不至彼，還坌己身。賢不可毀，禍必滅己。（第八章）

 

佛說，如果壞人想陷害賢良的人，就好像把頭仰著，對著天上吐

唾沫，吐不了多高，最後還是會掉落到自己的臉上。佛陀接著又舉了一

個「逆風揚塵」的譬喻，意指中傷聖者，猶如站在逆風處投擲灰塵，可

是「塵不至彼」，不但沒有辦法拋擲到對方身上，反而「還坌己身」，

被風把灰塵吹回自己的身上。在聽了佛說的譬喻之後，就知道像佛陀

這樣的聖者或是賢良之人，不但毀謗不了，也沒有辦法傷害，最後一

定會「禍必滅己」。時常動壞腦筋，存心不良的惡人，結果必定招來禍

患、自食其果。佛教是講因果的，陷害人家的結果還是自己吃虧。前一

章已經說明無故毒罵、誹謗佛陀的罪過極深，同樣的，對於世間的賢

人也不該隨便以言語傷害，這是本章所強調的。

 

參、結　論　

以上四至八章經文的法義闡釋，是佛陀苦口婆心引用種種淺顯、

生動的譬喻，訓導眾生世出世間法不離因果的五乘通義，實在引人入

勝，足以讓人深深反省，也令人回味無窮，不啻為學佛弟子精進行道、

慈悲修慧的最佳指引，期望大家能共勉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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