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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自己

名人軼事

文／曾昭安

預付施捨

幾年前，我的人生一團糟。獨自一人在

異鄉奮鬥，工作壓力大，周圍人際關係復

雜；又慘遭失戀，作為大齡單身青年，走

到哪裡都碰到或明或暗的輿論壓力；回到

家是獨居，不擅家務，屋子裡亂七八糟，

雜物遍處都是。我在這樣的環境裡，壓抑

焦慮、愁眉苦臉，都快得憂鬱症了。

有一次在家中瀏覽雜誌，看到有文章介

紹一位日本女孩寫的《砰然心動的人生整

理魔法》，書中主要講解了不同於傳統習

慣的整理收納思想與技術，並提倡通過整

理收納，最終養成積極態度，實現幸福生

活。

我環顧家裡凌亂擺放的衣服、鞋、電子

產品與窘迫混亂的環境，覺得再適合我不

過，立刻上網買了這套書。事後證明，我

的決定無比正確。我並不為我一個大男人

學習整理術而難為情，反而覺得更多人都

需要學習整理的哲學和技術。更重要的是

，通過學習整理和實踐，你最終要做的是

：整理好你的人生。

書裡提到的整理術，不同於大多數人的

傳統認知，主要的理念是：堅決「按直覺

留下或丟棄物品」、「按類別擺放」、「

物歸原位」等，而是進一步提倡：分辨自

己真正「想要」和「重要」的東西，丟掉

雜物，找回人生的決斷力。

我一邊整理房間，狠心丟掉了大堆雜物

，一邊思考自己的人生，思考自己每天渾

渾噩噩，到底在追求什麼？

花了一個周末的時間，家中每個房間被

整理得空闊清爽，我的心情也一掃陰霾，

透徹澄淨。雖然丟掉了很多東西，但那些

根本沒有影響我的生活啊！我突然意識到

，我擁有的家、家裡的物品，全都是為了

讓我幸福、時刻擁有心動感覺地生活下去

。因為對我來說，幸福開心的人生是最重

要的，而工作、交際、愛情等等，都是為

此服務的。

我覺得，我需要認真整理一下自己的人

生。

於是，我開始清點自己的一切，丟棄對

自己無用的誘惑、消耗和傷害，所有的選

擇皆遵循內心認為最重要的需求。我開始

健康飲食、正常作息，推掉了夜晚、周末

大量的無效社交，多和父母通電話並去看

望他們；閒暇時專心健身、充電，成了在

職研究生，也拓展了人脈；積極走出失戀

陰影，剔除虛榮浮華的擇偶觀，遇到了心

儀的對象。

結果，因為鍛煉身體精力旺盛、戀愛後

心情愉快，加上整理的理念也幫助我分辨

事情的緩急和主次，工作效率快速提高。

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些嘗試和改變，我

清楚地認識到：什麼才能帶給自己真正的

幸福和快樂。

我常看到周圍有些人忙忙碌碌、一刻不

停，總是抱怨「沒時間減肥」、「沒時間

從事有興趣的事」、「戀愛糾纏不清、痛

苦不堪」……我想，他們需要將自己的人

生整理一番，問問自己內心真正想要的是

什麼。

世界五彩斑斕，人生多姿多采，生活沒

有標準答案。「曾慮多情損梵行，入山又

整理你的人生

文／游騎兵    圖／洪昭賢

恐別傾城」，真正的世間事啊，多半是沒

有雙全法的，不是負了如來便是負了卿。

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只有丟棄雜蕪，成就

真正讓你心動的，才能完成人生的圓滿。

好好整理你我的人生吧，去追求真正心

動的生活，才不虛度光陰，不枉費人生。

若能泯除分別，自然不
會有愛恨好壞，那麼任
何不順的境界也會成為
成功的增上緣。

給孩子的國學勵志故事

真正的虛心
文／錢文忠

佛法真義

文／星雲大師

四聖諦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2/10周六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2/15周四
除夕延生普佛、辭歲
（7：30pm ）

2/16周五
新春朝山（5：00am）
禮千佛法會（10：00am）
新春文化表演（12：00noon）

佛陀因證悟「緣起法」而成就佛道，但

是緣起法深奧難解，佛陀唯恐驟然宣說，

會讓還沒有起信的眾生望而生畏，於是在

鹿野苑初轉法輪時，先為五比丘宣說四聖

諦法──苦、集、滅、道。這可說是佛法

的綱要，說明了人生如何從「苦空無常」

的此岸，邁向「常樂我淨」的彼岸之修道

次第。

苦、集二諦是迷界的世間因果，是流轉

門，集是因，苦是果；滅、道二諦是悟界

的出世間因果，是還滅門，道是因，滅是

果。若依因果順序來說，四聖諦應為集、

苦、道、滅，但因眾生的根性，「果」易

明而「因」難曉，為了方便化導，佛陀因

此不得不先明示苦相，令眾生生起厭離之

心，再示業因，使之斷集，繼而示以涅槃

樂相，令其欣慕，然後再說修道之法，令

其行持，目的就是要使眾生「知苦、斷集

、慕滅、修道」。

四聖諦就像治病的過程，一個人生病了

，痛苦不堪，是苦諦；知道病因，是集諦

；對症下藥，施以各種醫療方法，是道諦

；藥到病除，恢復健康，是滅諦。我們身

體的疾病要接受醫生治療，我們心裡的病

毒，則要依靠佛法的藥方來醫治。其藥方

就是指「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

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循此八正道，可以讓我們煩惱永斷，解脫

生死輪迴之苦。

「正見」是指正當的見解、正當的信仰

，對於是非善惡、真偽虛實有正確的判斷

，做正確的行為，這也是八正道的主體；

而「正思惟」就是正當的思想，不貪欲、

不瞋恚、不愚痴，遠離邪、妄，以智慧去

思量分別；與人交談以慈顏愛語，令人生

起信心、歡喜，就是「正語」；平日所行

，不違犯五戒，合於道德禮法，不會為一

己之私欲而侵犯、傷害他人，是「正業」

、「正命」；進而主動樂善好施，行善止

惡，濟弱扶傾，就是「正精進」、「正念

」；若遇到困難挫折，能冷靜沉著，用智

慧去判斷，解決處理，即「正定」。

而佛教的四大菩薩可說是四聖諦「苦集

」的解決者，也是「滅道」的完成者。例

如：觀音菩薩因慈悲，遊化諸方國土，見

到眾生受三毒、七難的苦，即尋聲救苦，

就是實踐「眾生無邊誓願度」的大願。

地藏菩薩以大願力，發心到地獄度眾生

；其地獄的痛苦，就是貪、瞋、痴、慢等

聚集，而產生痛苦，地藏王菩薩發願予以

救助，讓地獄有了佛日的光輝，所以是「

煩惱無盡誓願斷」。

文殊菩薩因為有大智慧，具足種種不可

思議功德，讓人從迷取覺、從苦得樂，給

予種種的方便、所學，所以是「法門無量

誓願學」。

普賢菩薩因為有大行力，鼓勵對人格的

尊重，要讚美他人的美德，有施捨眾生歡

喜、慚愧自謙的實力，所以他能導萬行而

歸淨土，讓所有苦難的眾生都能得救，這

就是「佛道無上誓願成」。

總之，佛法不只是以苦、集、滅、道來

解釋宇宙人生的現象，最主要還是解決宇

宙人生的問題，所以必須具有願力、修行

、實踐。因此，從四聖諦而開展四弘誓願

、六度行門，就是提供一個人生解脫的方

便。而我們在通達、了知四聖諦的真理之

後，還要學菩薩不捨一法，以四聖諦的佛

法基礎，實踐四攝六度的行門，來完成菩

薩道。

⬆摩犍陀俱提僧院佛像，仿鹿野苑遺蹟中

出土的佛陀初轉法輪像。

法國作家貝爾納脾氣不太好，容易衝動

，但是心地十分善良，極富同情心，樂善

好施。有個老乞丐摸透了貝爾納的脾氣，

每天在固定時間守在貝爾納家門口，每次

乞討都能如願以償，貝爾納從來沒有讓他

失望過。

終於有一天，貝爾納從錢包里掏出來的

不是往常的小額銀幣，而是一張大面額的

鈔票。老乞丐一頭霧水：這作家今天怎麼

了？他拿出這麼多錢要幹什麼？

疑惑間，只見貝爾納把那張鈔票放到老

乞丐的帽子裡，溫和地說：「我明天去諾

曼地，要在那兒待兩個月，這錢是預付給

你兩個月用的。在我出去的這段時間，你

不用天天來我家門口蹲守了，那樣也太辛

苦了，你都這麼大年紀了，也該好好休息

休息了，你也有休假的權利。」讓老乞丐

感動得不知說什麼好，眼裡含著淚花，一

個勁地叩頭。

一個赫赫有名的大作家，竟然對一個生

活在社會底層的老乞丐如此尊重、關愛，

自己外出了還要給他預付施捨，雖說他施

捨的錢不是太多（其實他生活也不寬裕）

，但他把施捨這一善舉做到了極致，怎不

讓人感動、敬佩！

清代有一個名醫叫葉天士。有一次，一

位上京應考的舉人請他看病。葉天士問他

：「你怎麼了？」舉人說：「我每天都口

渴，會不停地想喝水，很長時間了。」葉

天士檢查完說：「你內熱太重，得了消渴

症，不出百天必不可救。再過一百天就完

了，我也治不好你，你就別去考試了。」

但舉人堅持赴考，路途中他碰到一位老

和尚，老和尚也懂醫術，一看就知道他得

了消渴症，老和尚跟他說：「你每天就吃

梨，口渴了你吃梨，餓了你也吃梨，堅持

吃一百天。」

舉人吃了一百天梨後，果然一路平安無

事，而且一下考中了進士。他回來時碰到

葉天士，葉天士覺得很驚訝，舉人就把自

己的奇遇告訴他。

葉天士一聽，就把自己扮成乞丐，改名

為張小三，跑到廟裡要拜老和尚為師。他

每天起早摸黑，為這個老和尚挑水砍柴。

老和尚一

看這個小伙

子很勤奮，

很喜歡他，

每當有人來

找他看病的

時候都帶著

張小三。葉

天士在那待了三年，把老和尚的醫術都學

到手了。某天老和尚說：「張小三，你跟

了我三年，現在可以回去了。憑你現在的

醫術，你已經超過江南的葉天士了。」葉

天士一聽，立即下跪拜師說：「大師，我

就是葉天士。」

虛心學習別人的長處是很重要的，我們

往往較容易看到自己的長處，不容易看到

自己不足的地方，更難虛心承認別人比自

己強。但只有意識到自己有所欠缺，才會

虛心地學習，才能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