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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起心動念 常行不輕 

無常中需要「不輕」

有居士曾問我：「師父！什麼叫業報？受苦的人就是受現世報嗎？」

作為廿一世紀的佛教徒，我該如何看待我的命運？倘若日子過得不順心、

不順遂，或是常被責罵，面臨人生的低谷，覺得苦無出期，那是因為我正在接

受罪報嗎？

看待這些事情，需要「常不輕」。

常不輕菩薩教導我們：「汝等皆當作佛」，你們都可以成佛。「常不輕」

就是相信自己的佛性，有成佛的潛能，內心深處有一線光明，不斷呼喚我，告

訴我，佛性是我本具。

無常之中  需要「常不輕」

自身的真正價值，不是用世間的是非曲直來看待的。

有人抱怨：「我做這麼好，怎麼還是如此貧苦？」這就好比「我都這麼用

功了，怎麼成績還是落後？」一樣，很用功就一定考得好嗎？未必，這是世間

的無常。即使我們在無常的流水裡浮浮沉沉，你要有信念，持續做功課，讓自

己的心境清楚，看到「常不輕」。

「常」就是時常、長久，讓自己能夠恰到好處「常不輕」，這不容易，持

續提醒自己「不輕」，不輕視自己，這才是「自性」與「道心」。

台灣社會現在的嚴重問題就是「輕」，新聞中不時可見，許多人帶著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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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輕賤的態度，無論說話或行事，都相當主觀、不負責任。但同時社會上也

有許多人，自動自發研讀經文，持續用功走在修行這一條路上。

有位校長來參加我們研讀班的開學和畢業典禮，看到這麼多人孜孜不倦，

勤勉用功，讓他十分驚訝，他語重心長說：「學佛的人都這麼有自覺，大家認

真學佛，在善性循環裡，樂意分享自己的喜悅與覺知，社會就需要如此。」也

有教授說：「很多大學都招不到學生，佛學研讀班還有這麼多學生，繁忙中撥

出寶貴時間來學習，真可貴！」

「不輕」就是看重自己的人身

從教育下手是對的。「教育」的意義是什麼？就是我們內心有佛性，要

「常不輕」。所謂的「不輕」就是看重自己的人身，不辜負自己、父母、職

業、信仰，不在喝酒、風花雪月之事跟人家比上比下，只要自我觀察，今天之

我，是否比昨天之我，更加安穩自在。

佛法的修行是長遠的路，不是一蹴可成，除了個人的修行以外，別人都

認同你嗎？如果他人不認同，那是因為調性跟你不同，我們要調整自己配合人

家。但如果你的方向是正確的，他們就會依隨著你，跟著你走。

所以，常不輕菩薩告訴我們，用功之外，要有耐心。常不輕菩薩不輕視自

己，不放棄自己，因為他有「忍」字。「忍」不是把刀子插在心上，而是作為

菩薩，要行菩薩道，還要再轉一轉，學會批判自己，這是人性與佛性的直接交



22 香光莊嚴【第一三六期】民國一〇九年三月

流，自己要好學，還要站在對方角度，讓他聽得懂，這才是「菩薩道」。

世間的路不是一條直線，有時候也要想一想，從小到大，父母親屬、社會

友朋，多少人呵護、照顧，接受我也包容我，幫忙解決困境。

人不是單獨一個人活的，所謂個人的福報，也包含了自己能夠相應、接受

世間給予的善意，不要輕易忽視這一切修行因緣。

常不輕菩薩說：「我不敢輕慢你等，你等皆當作佛。」心中有佛性，修行

佛道是這麼長遠的道路，哪一天才能成就呢？然而我們不都天天都像蓮花在污

泥裡面嗎？儘管世間瞬息萬變，生活是蠻難的，但無論是逆境或是順境，清楚

自己身心狀況，做功課，自我反省，懺悔過錯，這些努力將功不唐捐，一切都

可以變成自己的養分，蓮花成長的養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