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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度如盲，般若如眼。」實踐布施、持

戒、忍辱、精進、禪定時，必須有般若智

慧去觀察揀擇，才不致盲修瞎練，弘法利

生也必須具備般若智慧，才不致以盲引盲

，誤人慧命。 

般若智慧對於我們實在是太重要了，所

以偈云：「自致成慧見，是為最吉祥。」 

 摘自《佛教叢書》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5/22~24
「雲水禪心」生命體驗營
兒童夏令營輔導員訓練營

5/23~24 佛誕教育特展

5/24
西來寺浴佛法會		 		
甘露灌頂三皈五戒典禮	
環保回收日

5/25 佛誕日午供

察其言，亦察其行，

是智者之智；

不察言，亦不察行，

是愚者之愚。

文／江澤涵

人生風景

誰評誰

一個人降生到塵世，免不了被人評頭論

足，繼而流轉開來，便有「人言可畏」之

歎。其實一個人的能力，也包括眼光和判

斷。

郭靖（《射雕英雄傳》男主人公），一

個怎樣的人：俠之大者、一代愛國志士，

集武學和兵法於一身的宗師。

這些是後話，他給人最初印象是：反應

鈍，悟性慢，連話都講不清楚，但凡是與

笨拙相關的詞都能用在他身上。

而書中人又怎麼評價郭靖的？

江南七怪：朽木不可雕；梁子翁、沙通

天：傻子；全真七子：有前途；梅超風、

歐陽克：算個對手；鐵木真：配做我女婿

；洪七公：可以做我徒弟；周伯通：我要

和他拜把子；一燈大師：此子非凡；黃藥

師：傻小子不錯；歐陽鋒：臭小子真棘手

；黃蓉：蓉兒願生死相隨。

上述人物可以分為三類：七怪、沙梁等

屬三流角色；七子、梅超風、歐陽克等可

入二流；天下五絕、黃蓉、鐵木真等為當

世大佬。

三流人物見非美玉，便斷定是頑石；二

流高手見石頭便是石頭，天生我材總有用

；一流之人，則能看透石中有隱玉。

外面的聲音，只能是聽聽。遇上言之鑿

鑿的「夫子」， 且看對方，夠不夠格。

一個人在評論別人的時候，往往就暴露

露自己的胸襟和成就，這何嘗不是在評價

他自己。

文／星雲大師　圖／人間社

智者居世間，常習吉祥行， 

自致成慧見，是為最吉祥。

  ──《法句經》   

   一、智者居世間 

這是個一半一半的世間，白天一半，黑

夜一半；好的一半，壞的一半；善人一半

，惡人一半；智者一半，愚者一半……。

智慧的人在世間上經常創造幸福安樂，

讓大家共同享受；愚痴的人在世間上不時

製造紛爭動亂，把整個社會弄得雞犬不寧

，烏煙瘴氣。

但是，愚痴的人並不是沒有知識，中國

的「痴」字是在「知」的上面加了一個「

病」字頭，將「痴」的意義詮釋得十分傳

神：世間上的知識有了毛病，就是所謂的

「愚痴」。 

世間上的知識為什麼會有毛病呢？因為

世間上的知識是有漏的，是從外在的現象

來認知片面的世界，所以利害參半，像科

學技術造就了人類文明，卻也掀起了殘酷

的戰爭，殺害無數的生靈。惟有佛法的般

若是無漏的智慧，是去除私欲我執以後，

從內心來體悟整體的世界，因此能面面俱

到，離過絕非，應用萬端，無有窮盡。 

   二、常習吉祥行 

我們應如何才能獲得般若智慧呢？經典

上告訴我們： 

（一）要廣修三學：眾生的愚痴可以分

訓練自己漸漸從小悟到

大悟，從止觀到修證。

以各個宗派而言，對於

智慧的修證，均各有其

獨到的特色，例如：天

台宗以一切智、道種智

、一切種智等三智來說

明聖者證道的層次。唯

識宗則以成所作智、妙

觀察智、平等性智、大

圓鏡智等四智來說明轉

識成智的道理。

不論自己根機適應哪

種法門，我們都應該抱

持著自制自發、自悟自

教的態度來實踐，才能

致成慧見，自他受用。 

文與圖／胡巧鵝

生活快門

花與蜂的對話

今年春天的氣溫來得比往年溫暖，群花

已按捺不住處處綻放風釆。

寺院中繁花似錦，蒼勁挺拔的梅樹，枝

幹上春梅點點，粉白花朵暗香浮動，一隻

黃褐色的蜜蜂飛入花中辛勤採蜜。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花朵的幽香引來蜜蜂的造訪，蜂兒不但

釀造蜂蜜，也為農作物授粉，為生物帶來

蔬果。

世間萬事萬物息息相關，時時心存感恩

，一定能讓生命更美好。

文／小綾子

親子關係

別急著孩子長大

我是一個行動派的勁量兔子，生活忙碌

而充實，一旦有新的想法出現，我很快就

能將它付諸行動。

因為很怕自己停下來，所以盡可能不讓

時間留白；然而這樣的習慣，在面對我的

小孩時，卻出現很大的瓶頸。

因為，孩子的成長自有他的步調和啟蒙

，急不得也快不了。一快一慢的互動中，

我和孩子的關係就經常處在一個緊繃的狀

態下。

年初，兒子剛好滿兩歲，正是管不動、

叫不聽的年紀；而我每天就像高速行駛，

又時常緊踩煞車的司機，我倆衝突不斷，

令我身心痛苦不已。

於是，今年我為自己訂下目標——讓自

己慢下來。做法是考量孩子的作息，將一

天流程乃至一整個星期的計畫都預先安排

好；如此，我便知道哪些時間自己可以運

用，再安排做哪些事。

實際執行後，最大的改變是我比較能夠

去享受當下，它讓我能放鬆地和孩子一同

工作、遊戲；另一方面，孩子有母親成熟

穩定的陪伴，也變得更有安全感和自信，

隨之而來學習能力也大幅提升。

雖然有些事情被取捨掉而沒有實現；可

是當心境變寬，人也跟著滿足而快樂。

常習

行

   四、是為最吉祥 

般若智慧如何能達到自他受用呢？ 

（一）約自利而言，般若智慧可以讓我

們照見諸法皆空，遠離顛倒妄想，無顛倒

妄想，自然能度一切苦厄。 

（二）約利他而言，般若智慧可以讓我

們廣行六度萬行，利樂一切眾生。六度中

，以般若為正行，餘五度為助行，經云：

成見解上的愚痴與思想上的愚痴兩大類。

見解上的愚痴有身見、邊見、邪見、戒取

見、見取見等五種，思想上的愚痴有貪、

瞋、痴、慢、疑等五種。想要遠離愚痴，

就必須廣修戒、定、慧三學。

戒學，指防止身、口、意之惡的戒律，

定學指防止心意散亂，以求安定之法，慧

學指破除迷惑以證真理之道。經云：由戒

生定，由定發慧。又約三藏而言，經藏詮

顯定學，律藏詮顯戒學，論藏詮顯慧學；

約六度而言，布施、持戒、忍辱、精進四

波羅蜜為戒學，禪波羅蜜為定學，般若波

羅蜜為慧學。所以三學互相關聯，我們應

廣為學習，不可偏廢。 

（二）要多聞正法：耳聞有通、圓、常

三種殊勝功德，是其他五根所不及，所以

佛陀經常勸世人要多聞正法，但光靠多聞

薰習是不夠的，我們還得加以思惟抉擇，

並且與定心相應，才能泯除我法二執，如

實觀照諸法，此乃所謂聞所成慧、思所成

慧、修所成慧，這是每位行者從發心到現

證必經的三個階段。 

   三、自致成慧見 

欲得般若智慧親證諸法實相，豈是易事

，但非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就可以

文／趙榮霞

經典人生

智慧與懶人無緣

年輕的沙利王登基了，為了治理好國家

，這位雄心勃勃的國王決定學習天下所有

的智慧。他征召了國內的智者們，讓他們

把所有的智慧書籍都找來，供他學習。

十年很快就過去了，每位智者都背著滿

滿一箱書回來了，看樣子約有五千本。國

王一看頭就大了：「天哪，這麼多，我整

天這麼忙，哪有時間看哪！」便命令智者

們去精簡一下。

又是十年過去了，智者們這次帶來約

五百本書。可是國王仍然嫌太多，要他們

繼續精簡。

再過十年，五十本智慧巨著擺在了國王

的面前。可是由於國內問題重重，不再年

輕的國王早已心煩氣躁，懶得天天翻書了

，所以智者們不得不再次精簡。

又過了快十年，當一本天下無雙的智慧

經典呈給國王時，四面強敵早已入侵，國

勢衰微，國王哪有精力去讀書呢？

正在一籌莫展之際，風華正茂的太子求

見，用太子貢獻的妙計，這位國王很快打

敗了各方強敵，重振了國威。

當問起太子何以如此聰明時，太子說了

這麼一句話：「我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讀

國庫中的智慧寶典了，到現在為止已經讀

完了五千本。據說，這些書還是父王當年

讓人找來的呢。」

這個故事引人深思——「智慧是與懶人

無緣的」。

即使你是國王，想花費別人的時間，得

到自己的智慧，也是枉然。

國王等智慧等了那麼多年，自己不去用

心學習，而是一味地坐等，致使國內的事

情愈積愈多，他卻無法應對。

因為他沒有智慧，想等待智者們把現成

的智慧餵給他吃，結果，他成了草包國王

，腦袋空空。幸好有勤於學習的太子，不

然他的國家就真的不保了。

「智慧不是等來的」，對於我們每個人

來說，都要勤於學習，善於思考，才會慢

慢增長。

對於現在這個競爭的時代，兩強相遇，

智者勝！現代人如果沒有智慧，就很難立

足於世。任你如何摩拳擦掌，腦子裡沒智

慧，也很難勝出。

想要收穫，就早些播種；想要成功，就

勤於讀書！沒有人給我們智慧，我們必須

自己去找到它！書中自有智慧樹，未來屬

於愛讀書，喜讀書，讀懂書的人！

使人發光的不是衣服上的珠寶，而是心

靈深處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