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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反省談生命的蛻變（下）
◎ 嘆愚

反省――與自我靈性的對話 

所謂的「反省」，不光指事後

的反省，而是當下就要先問過自己的

良心，也就是用至善的本性去做事。

俗話說：「後悔無藥醫」（台語），

是指事後懊悔已來不及了，不如三思

而後行。所以顏回的「不貳過」，跟

一般人的定義是不一樣的，顏回認為

第壹過是指「起心動念」的過錯，當

他發覺自己起了一個不好的念頭的時

候，就認定那是第壹個過錯了，因此

他會趕緊提醒自己，不要將這個不好

的念頭，進一步化成實際的行動；如

果變成實際的行動，那就不是第壹過，

而是第貳過了。由此可知，顏回的反

省是二六時中、時時刻刻都在注意自

己的念頭，也因為如此，他才能像他

的老師孔子一樣，修到聖人的境界。

反省就是時時刻刻去檢視自己的

心念。曾聽過一則有關老前人的故事，

老前人有一段時間常常至國外巡堂，

有一年的冬天，他老去到美國，外面

在下雪，非常地冷，老前人不經意告

訴道親說：「這種寒冷的天氣，不用

吃得多好，若是能像在台灣一樣，有

一鍋熱騰騰的稀飯，再配一些蘿蔔乾，

該有多好？」隔天大清早，忽然有人

來敲門，原來是當地一位道親提了蘿

蔔乾來，剛好廚房無畏施前賢也煮了

一鍋熱騰騰的稀飯當早餐。昨天聽老

前人提過的道親很驚訝，於是趕快去

向老前人報告。一般人遇到這樣的狀

況可能心想：「哇！怎麼這麼靈驗！

這不就是心想事成嗎！」但老前人卻

不是這樣想，他老聽了以後竟掉眼淚，

反而責備自己說：「我不應該亂動心

念，驚動護法神，還讓一位道親在這

麼寒冷的天氣裡，跑這一趟路，應該

要好好懺悔啊！」所以老前人確確實

實是一位不平凡的人，他老時時刻刻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對自己這麼的

嚴格，但是對別人卻是這麼的慈悲，

這樣的體諒別人！老前人為我們立了

一個標竿，教我們時時刻刻要反省，

而且是要從心念下手。  

反省從心念下手

「念頭」非常重要，它影響到個

人的命運、個人的遭遇，甚至是一個

人的一生。

( 接上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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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村民前來求道，歡喜相聚。

在過去有一段期間，時局很不穩

定，前賢們甚至是在戰亂中傳道。後學

曾經聽過這樣一個故事，當時仙佛非常

慈悲，顯化跟民眾說：「過三天之後，

會有幾個人來這裡傳道；這個道可以讓

人超生了死，大家一定要把握！」話一

講完，轉身就立刻消失不見。雖然當時

情勢危急，人們都急於逃命，但是大部

份的人還是甘願冒著生命危險等待三

天，以求得寶貴的大道。

三天之後，果真有人來此地辦道

度人。設立了臨時 堂，辦完道之後，

新求道親根本沒有辦法像現在一樣，

可以安然地坐在椅子上，喝杯熱茶，

聽講師解釋三寶；因為時值戰亂之故，

大家都急著要離開，躲避砲火，所以

點傳師只有交代幾句話的時間而已，

點傳師在這分秒必爭的時刻裡，所交

代的話就是：「起心動念，行事作為，

勿昧良心。」這 12 個字已經包含了十

條大愿的道理，也就是誠心抱守至善

的本心；真心懺悔，真修實煉。若可

以做到這些，後面的欺師滅祖、不遵

佛規、藐視前人……等等，就不會去

犯了，由此可知，修道的重點就是在

把握心念。 

另一則小故事，有一回，釋迦牟

尼佛和阿難尊者走在田間路上，忽然

間，他們看到路邊有一堆金光閃閃的

東西，釋迦牟尼佛就向阿難尊者說：

「阿難！你看，那裡有一條大毒蛇。」

阿難尊者看到就回答說：「世尊！您

說的沒錯，的確是條很凶惡的毒蛇。」 

田地裡正好有一位農夫在種田，

聽到這兩位出家人的對話，感到很好

奇，心裡想：「咦？難道那邊真有毒

蛇？」於是走過去一探究竟。但是他

看到的卻不是毒蛇，而且是一堆價值

連城的黃金。農夫心想：「哈！出家

人所說的毒蛇，竟然是可以讓我致富、

享用不盡的黃金啊！」這位農夫很高

興地將這堆黃金拿回家，從那時候開

始，農夫就過著富足的生活。

過了一段時間，鄰居們感到很

奇怪，為什麼這個農夫會一夕之間變

得如此富有？後來有幾位官吏找上農

夫，原來這些黃金是被人從國庫裡面

偷出來的，盜賊在匆忙之間，不小心

將這袋黃金掉在半路上。因為農夫的

生活習慣在短時間內變得極為奢華，

政府官員就懷疑到他的身上，之後果

真在他的住處找到這袋黃金，原來黃

金上面都有註記，只是不識字的農夫

未去察覺。農夫因此被關在牢裡，此

時他才覺悟到佛陀話中的意思。

農夫在監獄裡面不斷地哀嘆道：

「果真是毒蛇，不是黃金啊！」、「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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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毒蛇，不是黃金！」他從早到晚

一直重覆著這句話，讓負責看守的獄

卒感到很奇怪，就問他到底在說什

麼？農夫才把事情的始末告訴獄卒，

這件事情從監獄裡流傳了出來，最後

甚至傳到了國王的耳邊。國王知道後，

派人把農夫叫來，要他親自把整件事

情說一遍；由於國王是信奉佛教的，

在這個事件中，他學習到佛陀和阿難

的智慧，也感受到農夫有懺悔之心，

所以很慈悲地放他出去了。這個故事

印證了「念頭會決定一個人的命運」，

農夫因為一時的貪念，迷昧了自己的

良心，明知道這個東西不是自己的，

卻把它佔為己有，結果被抓去關。本

來可能不知要關多少年，但是經過他

的反省和懺悔之後，國王很慈悲地原

諒了他。在這個故事裡面，也啟示了

兩個重點：

1. 時時省察，當下覺醒

如果一開始起了一個貪念時，

能夠當下覺醒，是不是就可以保全自

己？之前有一則新聞報導，有一位女

大學生在學校撿到 4 萬元，雖然她後

來得知這 4 萬元是一位學妹不小心遺

失的註冊費，卻不願立即歸還，硬是

要學妹先付給她三成賞金；由於這位

學妹家裡的經濟狀況不是很好，實在

是付不起這筆賞金，一直僵到第 5 天

的時候，學妹不得已只好請一位立委

來幫忙處理，這件事情才被公開。

此時，揀到錢的學姊驚覺事情被

鬧大了，於是就決定不要賞金了，但

她擔心被人肉搜索到會名聲不保，所

以她與學妹協議，只要學妹不公開她

的身分，她願意把所有的錢全部歸還，

但若身分一旦被公開，她就會討回賞

金。這本來可以是一樁拾金不昧的好

事，卻演變成一個考驗人性的貪婪事

件，雖然學姊的身份最後沒有被公開，

但是無形中，她的人格上已經有一個

汙點了！

2. 反省的原則就是不要欺騙自己 

反省最重要的原則就是「不要欺

騙自己」，明知道這路邊的黃金不是

我的，卻把它拿回去，這就是欺騙自

己！欺騙自己什麼呢？欺騙自己：應

該沒有人看到。欺騙自己：法律上說

可以拿三成，所以我這樣子做是對的。

這都是欺騙自己內心的那個真主人！

在元朝時，有一位學者叫做許衡，

他有一日出去，天氣非常炎熱，經過

一處路邊正好有一棵梨樹，路上經過

的人都因為口渴難耐，紛紛跑去摘梨

來吃，惟獨許衡不為所動。有人就問

他說：「何不摘梨以解渴？」他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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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自己的梨，豈能亂摘？」旁人

笑他迂腐：「世道這樣亂，管他是誰

的梨呢。」許衡正色道：「梨雖無主，

我心有主。」雖然梨沒有主人，但是

我們心裡都有一個真主人，那個真主

人就是我們自己的本性。 

反省的原則就是不要欺騙自己，

因為在欺騙別人之前，就已經先瞞騙

自己了，所以若不欺騙自己的良心，

自然就不會進一步去欺騙別人。

漢朝的時候，有一位大官叫作楊

震，不但學問很好，而且為人正直清

廉。有一次，楊震有事要到外地去，

正好路經昌邑，當時昌邑縣令王密是

他的好朋友；王密的辦事能力很好，

當初即是楊震向朝廷推薦他為官的。

所以當楊震來到昌邑縣時，王密當然

很熱誠地招待他。但是楊震不願意太

過於打擾朋友，所以共用晚餐之後，

就回到客棧休息。

沒想到在半夜之時，王密暗中跑

來探訪他，而且還帶了一份很貴重的

禮物要送給他。王密對楊震說：「很

感謝你的提拔，因為你，我才能當上

縣令。」但是楊震不肯收下禮物，他

說：「我推薦你，是因為你有才華，

而不是要你報答我。你這樣做，萬一

讓別人知道了，對我們兩個人都不

好。」王密就說：「現在是半夜，沒

有人會知道我送禮物給你的，你還是

收下吧！」楊震聽了很生氣，對他說

了一句話：「天知，神知，我知，子知，

怎麼能說沒有人知道呢？」王密聽了

很慚愧，就趕緊把禮物拿回去了（出

自《後漢書‧楊震傳》）。

在古代聖人中，以反省德行出名

的曾子說過，一個君子做到最好的地

步，就是在單獨一個人的時候，不去

欺騙自己。曾子說：「十目所視，十

手所指，其嚴乎！」《大學》在古代，

「三」這個數字代表多的意思，若是

用到「十」，更是強調了眾多的意思，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在單獨一個

人的時候，也要當作是有眾人的眼睛

在看，有眾人的手指都準備指向我們

一樣，能不謹慎小心嗎？有句話說：

「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再再

都是提醒我們要保護好良心本性，老

前人也常提醒：「在工作上，不要為

了要多一點生意，把良心弄壞了！」

反省帶來生命的蛻變 

所以我們今天為何要談反省？為

何要談生命的蛻變？第一個原因是：

修道要不甘平凡，所以要求自我真正

的蛻變；第二是對天時的體認，若求

道多年，脾氣毛病仍在，唯有天時能

督促我們要加快腳步。

1. 修道要「不甘平凡」 

道是非常殊勝的，但是如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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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如理如實地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展

現出來，道是道，真理是真理，但是

我依然是我，「道」再怎麼殊勝，與

我們的人生並不相涉！因為殊勝的是

「道」，但是「我」依然很平凡，脾

氣毛病跟一般人沒什麼兩樣，「貪、

嗔、癡」都還是有！所以求道之後，

尤其是已經修道多年的我們，更要「不

甘平凡」！因為不甘平凡，才會有求

改變的動機與動力！

孟子的學生有一次問他說：「鈞

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

《孟子˙告子上》意思是說，老師呀，

一樣都是人，都有這個本性，為何還

有君子跟小人的分別？事實上這就是

上天賦予每個人的自主性，上天給每

個人的本性是一樣的，祂沒有給誰多

一點，給誰少一點，也就是「在聖不

增，在凡不減」；而既然是可以選擇，

當然要選擇做聖人、做仙佛，才不會

枉費上天賜予我們這個寶貴的本性，

所以說：要「不甘平凡」！

既然要脫離平凡，要超凡入聖，

就是要改變，要改變就要從脾氣毛病開

始改起，這是上天最注重的。在〈呂祖

度冷灰〉的故事中，冷灰揹人過溪，這

個精神可以說是非常偉大、非常不簡

單，但是仙佛最終要考驗的，就是他的

脾氣毛病。所以平常要學習用道理去分

析事情，事情分析清楚，就會感到沒什

麼好生氣了。如果遇到事情動不動就生

氣，雖然人很好，也很善良，也為道場

做了很多事，但是這頂多是福報而已，

為什麼？因為還有氣呀！所以「不甘平

凡」，就是設定一個更高的目標──成

聖賢、成仙佛，持續去達成。 

2. 對天時的體認 一失人身萬劫難

天時緊急，所以一定要把握。我

們無需去觀望或急於得知世界末日到

底哪一天來，因為無人知曉；即便知

曉，天機不可洩露。然而，我們可以

十分確定的卻是：我們這個軀體的命

限範圍約莫在一百年之久；也就是說，

世界末日到底是哪一天，可能還輪不

到我們去關注，因為究竟是明日會先

到？還是無常會先來？我們自己都不

知道。因此，我們要耽心的也許不是

天時，而是該盤算著：自己剩下多少

歲月年頭可以為道付出？ 

現實中，活著的人永遠以為還有

明天，所以人們總是計劃著明天的事、

未來的事。前賢們常叮嚀我們：「人

身難得」，除了告訴我們，擁有人身

是今世可以求得寶貴大道的基本條件

之一；此外，它要告訴我們的是，六

萬年來「千生萬死得個人」的那份難

得，倘若我們真能夠體會到那種難得，

我們甚至會發現用「難得」這兩個字

形容那份可貴，可能程度都不及它的

學│院│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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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分之一啊！ 

常言「蓋棺論定」，這句話對「人

身難得」做出更直白的註解，它說明

人一生的功過都在此刻做一次的總結；

也就是說，沒有了軀體，再想改變過

去的所做所為都已經來不及了！常言

「死後有審判」，可見死亡是一個極

重要的分界點。所以，在我們的身軀

還能夠由我們作主的時候，做好該做

的事，做出對的事，包括反省和懺悔，

因為「一失人身萬劫難」。 

反求諸己 回歸自性 向內求索  

後學是一個職業婦女，早上要趕

上班，所以沒時間買菜；下班之後，

菜市場也已經收攤了；所以除了利用

週末的時間買菜以外，後學常常會利

用中午休息的時候，去公司附近的市

場買一些菜。菜市場在靠近中午時，

即將要收攤了，因此那個時候菜最便

宜；此時，一路會聽到有人叫賣，有

一攤魚販常喊說：「來喔，小姐，來

買魚喔！要收攤了，這兩尾算你 80 元

就好了。」聽到這些叫賣聲，後學當

然是不理會他，繼續往前走，接下來

老闆就會繼續說：「不然算妳 70 元就

好了啦，隨便賣就好！」

此時後學心裡就會嘀咕說：「喔！

我吃素，請你不要再喊了。」因為一

路走，總會有一些倉促的叫賣聲來干

擾著心中的平靜，所以此時難免也像

當初的冷灰一樣，心裡就會有一點不

耐煩！但當自己會感覺到「煩」的時

候，其實那就表示自己還很平凡。後

學當下甚至心裡還想：「我吃素耶，

難道你看不出來嗎？」想想也真奇怪，

為什麼自己吃素，別人就得看得出來

呢？可能因為後學總認為市場裡的老

闆每天見識很多人，久而久之，應該

看得出來什麼是「吃素臉」吧！再不

然，也該會發現這個人時常路過，但

似乎從來不買魚肉吧！當然，這是後

學一廂情願的想法。

這種情形經過了一段時間後，有

一天，後學一樣去這個菜市場，一樣

遇到相同的情形，一樣有著魚販、肉

販此起彼落的叫賣聲，這時後學的心

裡也是在嘀咕同樣的話：「我吃素，

難道你看不出來嗎？」但是，那天卻

緊接著出現另一個想法：「啊！難道

是我修得不好，所以別人才看不出來

我是個吃素的人？如果是這樣，該檢

討的就是我自己囉？怎麼還能夠嫌人

家煩呢？人家也是在做生意呀！」當

後學的心裡出現這些對話的時候，自

己內心都震了一下！想不到今天會有

如此不同的體悟！ 

從這個經驗中，可以了解「省察

自己」的一個方法，就是審視自己在

面對相同事情的時候，我的反應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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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跟以往不一樣了？如果有正面思考

的轉變，那就是有所成長了。由這件

事情也可以發現，很多事情與其針對

別人身上加以抱怨，不如「凡事反求

諸己」，從自身去求得答案來得容易

一些。 

從「反省」這兩個字來看：「反」

同「返」字，反求諸己就是迴光返照，

問自己的良心；省由「少、目」這兩

個字結合而成，告訴我們看事情少用

眼睛看，而要多用智慧眼去看，而且

是要向內看而不是向外看。雖然要

「改變自己」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正

因為這樣，我們更要意識到：要「改

變別人」那肯定是更加困難的事情！

因為每一個「別人」都是每一個「他

自己」。人們常習慣向外去尋求答

案，總是問說：「為什麼你要這樣對

我？」、「我跟你講了多少次了，你

怎麼還是這樣？」但這似乎從未讓我

們得到真正的答案，反之，獲得的是

一連串「苦」的循環。

我們要從改變自己開始做起，因

為上天不會問我們：「改變了誰？」

或是「與人爭贏了多少道理？」上天

注重的是，我們個人是不是有所成

長？有所提昇？心是不是很平靜？當

我們向內去尋求答案的時候，就會發

覺，這比我們向外去尋求答案得到更

多的快樂，因為它同時讓我們獲得解脫

與自在。由此可知，「反省」這件事最

大的受益人就是自己。 

生命要怎麼藉由反省去改變？最

好的方法就是要常常參班聽道理，並將

道理落實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有一位學

者曾經講過「酒杯原理」，一個杯子裡

面裝了 8分滿的酒，每次來聽道理，就

像在這杯酒裡面加入清潔的水；每次加

清水進去，這個杯子裡面的酒跟水都會

溢出來。但是因為每次加入的都是清

水，總有一天，這杯子裡就變成百分之

百的清水了。所以參班聽課的時候，可

別忘了預留一些空間，留得愈多，清水

就可以裝得愈多。來 堂聽課，就是在

學「法」，「法」字是一個「水」和一

個「去」字，常「以水去污」，最後自

性的光芒自然可以展露出來。

常言修道有三不離：「不離道場，

不離經典，不離善知識。」來道場，

可以學習到經典，也可以認識一些善知

識，經典跟前賢都是可以讓我們反省與

學習的資源，能讓我們「茍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大學》；正如同古德云：

「讀經千萬遍，不如親身做一遍。」更

重要的，「修道貴在實踐」，唯有真修

實煉，才能讓我們有一日脫胎換骨，超

凡入聖！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