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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故君子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

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白話解】

這一段是接續前段經文：「道也

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中

庸》所以一個君子應該謹慎畏懼於自

己所看不到、聽不到之處。不要忽略

未顯現之隱暗處；也不要忽略未顯現

之細微事，所以志於中庸之道的君子，

在獨處時要特別謹慎小心。        

戒慎不睹 恐懼不聞
《中庸》首章的第二段談戒慎恐

懼的工夫，既然是工夫，就牽涉到火

候，什麼樣的火候呢？自然是修身養

性的火候，而且是內在隱微的部分，

也就是一般人所不容易看得見的地

方，要在這個地方戒慎恐懼，那才是

真正的君子。

君子高尚的人格，是建立在內外

合一，性、心、身一貫的基礎上，否

則就變成偽君子，也就是俗語說的「表

裡不一」了。所以君子要謹慎恐懼於

一般人看不到之處，也就是經文內所

談的不睹不聞之處。從這個地方下手，

成為表裡如一的真君子。

一、何處是不睹不聞

「不睹不聞」，字面上的解釋是

他人看不到、聽不到之處，也就是無

旁人，自己獨處的時候；獨處時，只

有自己面對自己，當下的行為，旁人

無從得知。我們回想一下，當四下無

人時，我們會做些什麼事情？會不會

因為身旁沒人就恣意妄為呢？

現代人重視隱私權，時下年輕人

喜歡拍攝一些私密性的照片，或是安

裝偷拍攝影機，然後放在網路相簿的

隱密空間裡，以為人不知，但最後還

是陰錯陽差曝光了！所以古語說得好：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愈看

不見、越隱密處，以為沒人見、沒人

知，反而愈容易曝光，因為秘密的八

卦最能引起喜好偷窺者的注意。

在修道這條路上，學會獨處而不

為非做歹，是很重要的一個過程；修

道到最後，能掌握獨處而不孤獨，這

才是最高的能耐。以前的修行人之所

戒慎恐懼的工夫（上）
◎ 顏勝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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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要去深山古洞，最重要的還是為了

要學習面對自己，省察自己是否能夠

讓自己的心非常安然自在。

此外，凡是看不到的，也可以稱

為「不睹不聞」，包含他人與自己看

不到的；其實，一般人看得到的，僅

限於肉眼的層次，有極少數的人具有

天眼，而仙佛、菩薩更具有慧眼、法

眼、佛眼等。

1. 肉眼，肉身所有之眼。

2. 天眼，色界天人所有之眼，人中修

禪定可得之，不問遠近、內外、晝

夜，皆能得見。

3. 慧眼，謂二乘之人，照見真空無相

之理之智慧。

4. 法眼，謂菩薩為度眾生照見一切法

門之智慧。

5. 佛眼，佛陀身中具備前四眼者。

（五眼，引自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所以肉眼所見，實在太有限、也太

狹隘，讓我們無法洞悉事物的本質與因

緣聚合的道理；對於看得見的要小心，

對於看不到的更要謹慎，無形的因果業

力並不因為我們看不見而不存在。

更深層的探討，則要往起心動

念處下手，面對並處理自己的念頭，

顏回夫子的不貳過，工夫就是在此，

起心動念時就是一過，如果在當下

能夠察覺，自然不會在外在行為上

產生過失，這便是真正做到「慎心

物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所以顏

回夫子之所以為聖人，乃在於能夠從

自己心性上下工夫！謹慎處理自己的

念頭，念頭才是最深層的「不睹不

聞」。尤其是不好的念頭，就如同作

惡的幼苗或火種；幼苗與火種剛開始

都不明顯，一旦長大或蔓延就一發不

可收拾，所以不能不謹慎小心。

在《賢愚經》卷 13 中，闡述在波

羅奈國有一位名為鞠提的居士，是個

做生意的商人；鞠提居士有三個兒子，

最小的兒子優婆鞠提容貌端莊，很有

善根且富有智慧。隨著優婆鞠提年齡

漸長，鞠提居士便將一家店面交給優

婆鞠提管理，自己則專心修習佛法。

有一天，阿難尊者的弟子耶貰羈

尊者，看到優婆鞠提為人正直，累世

具足善根，便時常前往度化，為其解

說佛法；優婆鞠提聽聞佛法後，甚感

歡喜，有如甘露灌頂般，便問尊者說：

「我要如何才能真正進入修行呢？」

尊者說：「你要照顧好你的心。」優

婆鞠提問：「這無形無相的心要如何

照顧呢？」尊者便教導他用白色與黑

色的石頭來檢視心中的善念或惡念。

如果起一個善心，就放一個白色的石

頭；反之，就放一個黑色的石頭。

優婆鞠提就遵循這個方法，逐漸

地修習，並且把它應用在日常做生意

上。剛開始的時候，黑色的石子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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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石子較少，隨著用功愈深，黑

色與白色的石子一樣多。有客人上門，

優婆鞠提就以感恩的心、歡喜的心來

服務客人，就算客人不買，也不會心

生怨懟與不滿，最後竟能達到完全只

剩下白色的石子，完全用平等心來服

務所有的客戶。由於優婆鞠提的精進

不懈，雖尚未受具足戒，便已證得初

果阿羅漢。

心念是修道的關鍵，成功或失敗

往往就在於一念之間。優婆鞠提以黑

石和白石來警惕自己，做為修行的方

針。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值得我們

參考。修道要時常警惕自己，用戒慎

恐懼的態度，來省察並端正自己念頭，

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下工夫，這樣才

是真正的「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二、因何不睹與不聞
每個人生下來，或多或少都有帶

些脾氣、毛病，俗語說是：「天生的」，

其實不全然正確，因「天生」還有先

天與後天之別。脾氣、毛病是後天累

世習染所致，是心念之所發，而顯現

於外；不好的念頭、無法控制的脾氣，

所展現出來的就是貪婪、嗔恨、痴心、

傲慢、懷疑等種種不善的態度與行為，

源頭都是在於那顆看不到的心。古云：

「聖人求心不求佛，凡人求佛不求

心」，要治理這個心，還不是一般人

做得來的，就好像唐三藏要降伏孫悟

空一樣困難，所以才假藉俗語說：「是

天生的」，改不了。

脾氣、毛病真的無法改變嗎？心改

了，脾氣也就改了。但為什麼就是改不

了呢？因為心其實是很脆弱的，過往因

別人的一句粗言惡語，或者是不好的態

度，往往就在我們的內心深處，埋下一

只地雷，只要因緣聚合時，往往就能引

燃火苗，一發不可收拾。俗話說：「君

子報仇，三年不晚」，不正應驗即使時

間過去了，但心所受到的傷害，卻還無

法撫平，隨時伺機而發。

此外，人的大腦有自我保護的機

制，對於過去所曾經受過的重大傷害，

可能會選擇性地遺忘或逃避，甚至出現

暫時性的失憶現象，這在醫學上是有文

獻可以證明的，稱為「選擇性失憶」或

者「階段性遺忘」，有些人甚至終其一

生都無法恢復這段期間的記憶，這也是

一種「不睹不聞」，雖然暫時看不見、

聽不到，但不表示未來不會重現。

這種心理上的創傷，導因於人不

願面對，只是一種暫時的逃避措施，

但是對於事情而言，並未從根本上解

決，因為傷害的種子已經潛藏在第八

意識內（阿賴耶識，舊譯曰藏識。含

藏一切事物種子之義）；就算這一世

相安無事，在未來世中若因緣成熟，

不善的種子也會再度發芽，而造成另

外一個果報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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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來，不睹不聞是相當可怕

的，主要因為我們看不見、摸不著，

甚至不知道何時會發生；另外，因為

不睹不聞，我們常常會忽略事情的嚴

重性，進而做出傷天害理的情事。《地

藏菩薩本願經》中說：「南閻浮提眾生，

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何況

恣情殺害、竊盜、邪淫、妄語，百千罪

狀？」現代的人對於生靈恣情殺害的

情況，比過去嚴重不只百倍，種種的

不善或邪淫也過之甚之，後學曾在網

路上看過一首打油詩，諷刺社會百態，

極為逼真寫實：

「這社會……

沒結婚的像結婚的一樣同居，

結婚的像沒有結婚的一樣分居。

動物像人一樣穿著衣服，

人像動物一樣露著肉。

小孩子像大人一樣成熟，

大人像小孩子一樣幼稚。

……

沒錢像有錢的一樣裝富，

有錢像沒錢的一樣裝窮。

情人像夫人一樣四處招搖，

夫人像情人一樣深入簡出。……」

以上觀之，社會的亂象在於人心

的敗壞，不曉天理、不明性理，綱常

倫理失序，妄造惡業而不知節制；且

利用科技化與工業化的養殖，無形中

已經造成眾多的殺業。另方面，雖然

科技發達，但文明病也愈加普遍，都

是由於人們飲食不知節制，即使醫學

再怎麼發達，令醫生束手無策的疾病，

例如癌症、愛滋病等，也從來未終止

過；而新的絕症也不斷地出現，其背

後的原因，還是根源於人的貪婪與不

知節制，無形中也不知道累積了多少

惡業的利息？

學過商的就知道，複利是非常可

怕的，不要說是地下錢莊的高利貸，

一般銀行的低利借貸，如果把時間拉

長到 1 百年或 5 百年，那累積下來的

利息亦是非常可怕。借錢還錢，天經

地義；欠命還命，亦是絲毫不爽，即

使是大羅金仙，也難逃因果之報，即

使佛力無邊，也阻擋不了業力。

韓國著名的禪師元曉大師曾經說

過一句非常發人省思的話：「我曾經盡

一切的力量（包括神通），也無法阻止

一朵花的凋謝，甚至集一百個神通力也

無法阻止無常的來臨，因此不管你願不

願意，世間的無常是無法避免的。」當

業力現前的時候，即使是仙佛，也沒有

討價還價的空間。釋迦牟尼佛曾受頭痛

3 天之苦，只因在無量劫以前，曾經造

下惡因，敲了一隻魚王的頭 3 下，即使

已經悟道，還必須遭頭痛 3 天的果報。

所以，看不見的，往往才是最可怕的，

又豈能不戒慎恐懼呢？

（續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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