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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讀「老實修行」心得

	 家庭是社會的小單位，家庭也是培育每個孩子的第一個地方，家庭

教育深深影響著每個人，「小菩提樹」的制度，讓至高無上的佛法有機會

進入家庭之中，每個家庭的成員能共同恭聞	第三世多杰羌佛之法音，依

於正知正見觀心念正行為，同時增加家庭的共同話題，進而促進親人間的

感情，當每個成員都在修行的同時，子女孝順、夫妻有愛，彼此相互尊

重、禮讓、珍惜，家庭自然和樂，這是值得讚嘆並支持弘揚的！真是娑婆

世界眾生們的福報呀！

	 許多人都認為自己在修行，然而，自己真的知道當下這一刻在修行

嗎？還是渾渾噩噩的又過了一天？我觀察一位行者許久，他總是待人有

禮，以他的行動盡可能的服務身邊的人；對於他人的攻擊批評，他清楚明

白，但一笑置之；平時的話不多，但遇見有緣能聽進他建議的朋友，他則

適時的給予建議、提醒。我的觀察是想了解，為什麼他可以如實說、如實

做、如實依教奉行？並且如實的讓週遭的朋友喜歡他？他一步一步的在證

實佛法的義理。我發現，因為他明白「無常」的道理，人生中的好事、壞

事都無常，有情決定死，無情決定滅，也就因為深深體會無常所以生出離

心，所以可以忍辱，所以可以依於大悲菩提心修行，並將佛法融入生活當

中。

	 佛法生活化，這說起來容易，執行起來則未必簡單，如果沒有正確

的知見依旨，怎麼執行呢？什麼是「菩提心」？什麼是「忍辱」？「菩提

心」所攝不只含十善、四無量、六波羅蜜、四攝，詳請見《第三世多杰羌

佛傳的修行法：什麼叫修行？》。而「忍辱」的概念，「佛教正法中心」

網站中的「學佛一年的回思」一篇文章中提到，「修忍辱的人要以智慧觀

察一切現象，明白順逆諸境皆是因果所然，由心所顯，就如漏斗兩頭空，

任他外來辱境如何，都能以理解之、化之，不惱於心。正確的方法是在心

中裝上忍辱的『漏斗』，把一切侮辱惱害都從『漏斗』中空掉，不放在心

上，心裡時時想到的是：『我要了生脫死，世上再也沒有彼此更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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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說得好呀！原來，一直我錯把「忍耐」當作「忍辱」了！這些看似

相同的概念，其中的內涵相差甚遠。如果我們修行的概念有誤，或不明白

其中內涵，我們是否在修徒勞行呢？

	

	 概念清楚很重要，但適切的落實也是門功夫，試問你可曾讓身邊的

摯愛親人難過嗎？你可曾讓身邊的朋友感覺到與你相處時的壓力呢？大悲

菩提心的落實是融入生活中，融入人群之中，如果不了解人，那麼你怎麼

知道你的好意是在幫助他人，還是增添他人的煩惱？如果不願意蹲下來，

怎麼知道孩童的視野又是如何呢？	

	 幫助他人是看見他人的需要，有顆柔軟心，看見他人的苦。常常聽

到朋友因身邊的人不學佛，或因為某個人做事不夠周延而起煩惱，我也是

如此，我也是其中一份子，多麼希望我的父母親能學佛修行，希望他們健

康快樂，永住幸福，難道不學佛的人不希望自己幸福快樂嗎？想當然爾，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能夠幸福美滿呀！然而，在邀請身邊朋友一同通往幸福

道路的同時，我使用的方法對嗎？靜心反思，對我來說簡單的一杯咖啡讓

我覺得愉悅，但或許對另一位朋友而言，他不喜歡喝咖啡，因為咖啡讓他

睡不著覺呀！相同的，這是我認為最好的一條道路，所以心急如焚，要讓

身邊的朋友們加入我的行列，的確，這是一位佛弟子應該做的，但不要忘

了！每個人的成長背景培養出不同的人格特質，這攸關個人的因緣，無法

強求，你認為的至寶在他看來未必也是如此，你認為的理所當然，是你一

直以來的思考習慣，或許你有福報知道的比這些人多，但這不值得引以為

傲，而是要散佈這樣的幸福給更多的人。協助他人要站在他的角度替他人

著想，他現在需要的或許是一個關心、一個擁抱或傾訴，為什麼不讓他心

情怡悅呢？當因緣不聚足，而硬把自己的想法給予他人，是否無意間反而

造成對方的壓力呢？強硬的要他人接受你的想法，這不也是我執嗎？

	 對有緣的親人、朋友、眷屬釋出善意，關心他們，多聽聽他人的聲

音，多了解他人的想法，才能給予最適切的協助。倘若此時他無法接受，

也不要緊呀！當別人不明白義理之時，我們更要以柔和語清楚的表達，有

耐心的一次一次提醒，更重要的是引領他們恭聞	第三世多杰羌佛開示之

法音，當對方真正明白之時，自然就不做壞事了！人的成長是需要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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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寬容的心被對待，是需要被傾聽、被照顧。這要靠一切的佛弟子依教奉

行，以身體力行去影響他人，而非依著自己的價值觀，強硬的加諸在他人

身上。我很慚愧，也向所有因為我的行為不愉快的親人朋友們懺悔，祝福

大家都能幸福快樂。

	 佛菩薩是慈愛、慈悲眾生的，雖然現在我們還不是	佛菩薩，但我

們可以做個依教奉行的因地菩薩，一步一步通往幸福的道路！祝願自己加

入服務員的行列，我不優秀，但是有顆服務大眾的心，期許自已以親切、

熱忱、謙虛的服務態度，服務有緣的親朋好友們，與大家相互勉勵，共同

成長，一起走在幸福快樂的道路。感謝諸佛菩薩的最好供養不是錢財，而

是真心學佛向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祝願一切眾生皆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幸福快樂，學習佛法，共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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