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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来阐述一下感恩的重要性，净慧

老和尚曾说，感恩这个词在我们佛教里就是

报恩。那么，感恩和报恩是怎样的关系呢？

“感恩”就是感怀恩德，这个词具有非常

强烈的血性汉子的大丈夫气魄。唐代有一

个叫陈润的写了一首《阙题》诗：“丈夫不感

恩，感 恩 宁 有 泪 。 心 头 感 恩 血，一 滴 染 天

地。”就是说，大丈夫真要感恩和报恩的时

候，心里升起了这种感恩的念头，就可以用

一滴感恩的血遍洒天地之间。它说明“感

恩”这个词的意思是非常非常重的，它蕴含

着承诺，蕴含着责任，蕴含着对众生深切的

感恩与报答之情，所以，感恩这个词是个非

常非常重的词。

《杂宝藏经》卷第五（七○）长者为佛造

讲堂获报生天因缘经中记载：尔时王舍城，

频婆娑罗王，为佛造作浮图僧房。有一长

者，亦欲为佛作好房屋。不能得地，便于如

来经行之处，造一讲堂，堂开四门。后时命

终，生于天上。乘天宫殿，来供养佛。佛为

说法，得须陀洹。比丘问言：“今此天子，以

何业缘，得生天宫？”佛言：“本在人中，造佛

讲堂。由是善因，命终生天。来至我所，感

恩供养。重闻说法，获须陀洹。”

它讲的是有一位长者为佛建造讲堂后，

获得升天的果报。因为他在人间造佛讲堂

这样的善因，升到天上，升天后又来到释迦

牟尼佛这里“感恩”供养。这个经里明确用

了感恩这个词，所以说在经典里面，感恩也

是有用的。

另外，我们看到的更多词是“报恩”。报

恩的涵义在佛教里面有它自己独特的内涵，

那就是酬报恩德的意思。在佛教里，我们一

般把这个词专门用来指报谢父母、师僧、三

宝、国王或者是国土的恩德，这个词具有这

样的涵义。在宋代，梅尧臣做了一个记，叫

《双羊山会庆堂记》，他说：“堂之前许其置

佛，报恩奉佛两得焉。”也用到了“报恩奉佛”

这样的词语，可见是相袭已久，佛经里这样

的内容就更多了。

有一部翻译得很早的经典叫《杂阿含

经》。在《杂阿含经》的第四十七卷里面就讲

了佛当时在讲法时，听见野外有狐狸在呜呜

地哀鸣，于是佛就借着这个狐狸的鸣叫为大

众说法，他说的就是关于报恩的法。他说，

你看这个狐狸因为身上长了疮，很痛苦，很

难过，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能够把这个狐狸身

上的疮病治疗痊愈的话，野狐必将知恩报

恩。如果是一个愚夫，他可能就不会懂得这

个道理。佛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连一

个野狐因为有病，如果你拔除它的苦难、痛

苦，它都会知道感念你的恩德去报答你，那

么，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当如是学。学什么

东西呢？就是知恩报恩。“其有小恩尚报，终

不忘失，况复大恩。”可见，“知恩报恩”这个

词是非常有来历的。大家现在在外面见到

的最多的就是赵朴初写的“知恩报恩”这四

个字，这四个字在经典里的来源就是《杂阿

含经》。

从刚才举的经文的例子可以看出，世尊

教导我们应当学习知恩、报恩。那么，我们

究竟要报什么样的恩、知什么样的恩呢？按

照《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讲法，有四种恩是我

们最应当报答的。

第一种恩是“父母恩”。我们一般讲严

父慈母。父亲管束我们非常严厉，母亲慈爱

我们、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所以父有慈恩、

母有悲恩，作为一个佛弟子，必须要感念父

母的慈悲之恩。按照佛经的讲法，认真地孝

养自己的父母，供养他们所获得的福报和供

养佛陀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在这点上，佛陀亲自为我们做了典范。

佛陀出生后，他的母亲摩耶夫人就去世了，

升到忉利天宫，他后来被他的姨母摩诃波阇

波提夫人抚养成人，他的母亲并没有把他养

大，但对他有生育之恩。佛陀为报答母亲的

生育之恩，曾经专门现神通，升到忉利天宫

为他的母亲说了三个月的法，然后乘着宝阶

从天宫上下降到人间。世界上第一尊佛像，

就是从这里来的。因为当时的优填王很思

念佛陀，三个月没见到他很想念他，怎么办

呢，就请了一个非常善巧的工匠到天宫，照

着佛的样子刻了一个旃檀的佛像，从此以

后，佛像就开始流传在人间了。佛陀作出了

一个报恩的行为，是对母亲恩德的报答。

佛陀的父亲净饭王去世以后，他亲自为

父亲抬金棺，就是我们说的棺木。为什么要

这样做呢？尽管佛陀是一个人天的师表，是

“四生九有”崇敬的对象，但是在对待父母的

问题上，他表现出来的仍然和普通人没有两

样。世间人所尽的一切孝行他都去做，为什

么呢？他要为我们树立起一个报父母恩的

榜样。所以，我们今天学佛，如果令父母生

烦恼，这样学佛可能就有一点问题，对于这

个问题，我们将来有机会再慢慢讨论。

另外，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目

犍连尊者的例子。

佛的弟子中有两位是神通第一的，在比

丘中是目犍连尊者，在比丘尼中是莲花色比

丘尼。目犍连尊者证得阿罗汉果以后用神

力观察，发现他的母亲堕在恶鬼道中受苦，

于是就拿了一钵饭去送给他母亲吃，哪知道

他母亲由于自己的业障很深，饭抓到口里的

时 候，在 口 边 就 会 变 成 烧 着 的 炭 火，不 能

吃。于是目犍连尊者非常痛心，就飞奔到佛

那里寻求解救的办法，于是，佛就为他说了

一部经，叫《盂兰盆经》。到今天为止，每年

中元节（七月十五）寺庙里做盂兰盆供的习

惯就是由目犍连尊者的故事里来的。在过

去还有一出戏，叫《目连救母》，讲的就是这

个故事。

这样的两位圣人，他们都用自己的亲身

实践，报答父母的恩德。这是第一重恩。

第二重恩，是我们应当回报“众生恩”。

为什么说众生恩值得我们报呢？因为我们

一般把世间人分为三类，亲人、仇人和平等

的、不亲不疏的人。就像我们走在街上，来

来往往的那么多人，绝大部分和我们没有任

何关系，这些人我们常归于不亲不疏那一

类。与我们来往的要么就是亲人、要么就是

仇人、要么就是平等的好像没什么关系的

人，但是佛在经典里告诉我们说，“一切男子

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因为从无始的

生死轮回里面，众生不断地互为父母，就是

说，你是我的亲人，我是你的亲人，我们之间

都有这样的亲情关系，只不过是我们忘记了

而已。因为我们一切众生在无始以来，在六

道生死轮回、多生多劫里互为父母。正因为

我们互为父母，所以我们不能去损害过去的

父母。比如说你跟某某人有仇，表面看来他

今生是你的仇人，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也

许在我们过去一生中，他是我们最大的恩

人，而今天某种因缘使他变成我们的仇人，

我们没有报答他的恩德，反倒要想伤害他。

作为一个人来说，情何以堪啊！所以，我们

要把一切的众生，视同和我们现在的父母一

样没有差别，这样才是报答众生恩。这是我

们应当报的第二重恩。

除了父母恩和众生恩之外，还有第三种

国土恩和第四种三宝恩，我将在下期内容

中，为大家继续讲述。

人生之福

一般人难免会有贪、瞋、痴的心念；有了

贪念，就会让自己陷入烦恼之中。看看一些

国家，他们民不聊生的原因从何而来呢？其

实，大都是因为一个“贪”字。假如人人能安

分守己，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社会自然能安

定繁荣。

人生最幸福的莫过于以下四事：

第一是能“安心睡”。现代人一整天工

作下来，十分辛苦，如果连晚上都无法安心

睡觉，是很痛苦的。所以，一个人若白天认

真做完事后，晚上能安心入睡，这就是人生

的一大享受。

第 二 是“ 快 乐 吃 ”。 有 些 人 吃 饭 很 挑

剔，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喜欢！看看中美洲

遭受飓风侵袭（1998 年）的多米尼加灾民，

当地的垃圾车一倒出垃圾后，就有一群人

立刻蜂拥而上，抢食垃圾堆里的食物；看到

这些不幸的灾民，我们能不自我庆幸、觉得

自己很幸福吗？有干净的东西吃，还想要

求什么呢？所以，我们能有“快乐吃”的环

境，应该很知足。

第三是“欢喜笑”。常常把微笑挂在脸

上，时时开怀大笑，若能如此，走到哪里都会

让人感到很欢喜!我常常对慈济人说：“记得

要时时擦上慈济面霜——笑容，这样你们说

的 话，别 人 才 能 听 得 进 去，也 会 感 到 很 欢

喜。”最后是能“健康做”，有健康的身体，我

们才能付出；做一个能付出的人，总比让人

服务好得多。

若人人都能拥有这四宝——“安心睡、

快乐吃、欢喜笑、健康做”，人生就会过得既

自在又快乐!

活到老做到老

天生我材必有用，人来到世间必定有其

意义与使命，虽然每个人皆有优、缺点，但只

要尽量将缺点去除，好好善用优点，就能发

挥人生的良能；所以我们应该启发良知、用

心付出。

台北有位老奶奶，已经 70 多岁了，她投

入慈济志工行列，工作得很欢喜。有人说：

“活到老，学到老。”这位老人家却是活到老，

做到老，做得欢喜自在、身心愉悦。

老奶奶年轻时，为了维持家业而忙碌，

除了是个孝顺的媳妇，也是个好太太，同时

又是好妈妈，她发挥了最大的母性爱，把时

间完全奉献给公婆、先生和子女。

孩 子 成 家 立 业 后 ，虽 然 有 一 段 时 期 ，

她 曾 经 历 过 白 发 人 送 黑 发 人 的 痛 苦 ，最

后 她 终 于 能 看 开 、放 下 ，化 悲 痛 为 力 量 ，

七 十 好 几 的 老 奶 奶，欢 喜 地 奉 献 力 量、时

间，做 环 保 工 作 。 这 些 年 来，老 人 家 和 慈

济 环 保 志 工 在 街 头 巷 尾 做 垃 圾 分 类 ，身

体愈做愈硬朗。

长期投入热诚与无所求地付出，勤快的

老奶奶感动了左邻右舍。邻居若有报纸杂

志，都会自动收拾得很整齐、绑得很扎实，等

待老人家来回收；有些商店也会将纸箱折平

整，而且家家户户的宝特瓶、铝罐……都会

自动分类，让老奶奶回收。

老人家推着车，慢慢地穿过大街小巷做

环保，在市场、高楼、巷弄间，将垃圾变黄金，

天天忙得不亦乐乎！

有 人 问 老 奶 奶 ：“ 你 做 得 这 么 辛 苦 ，

到 底 可 以 赚 多 少 钱 ？”她 很 有 智 慧 地 回

答：“ 赚 多 少 ？ 噢 ！ 赚 到 健 康、赚 到 欢 喜，

好 好 喔 ！”年 近 80 的 老 人 家 ，并 没 有 浪 费

身 体 的 良 能，天 天 以 活 到 老、做 到 老 的 理

念去付出。

现代社会上有些年轻人的观念是青春

不留白，却往往是无所事事地找寻刺激、沉

迷 嬉 戏；年 纪 大 一 些 的 人 就 说：我 应 该 退

休，好好享受了。人活着若只是为了娱乐、

享受，没有发挥自己的使用权，人生意义何

在呢？

这位活到老、做到老的奶奶，虽然年纪

已大，却有一颗轻安自在的心。她年轻时尽

心照顾家庭，年老时没有家累、了无牵挂，又

能全心全力奉献时间服务人群，真正是一位

善用身体资源的人。

不轻己能、不服老，无论年龄多大，只要

保有年轻的心，敞开心胸，心存慈悲善念、殷

勤精进，人人都可以做奉献的工作。若能认

清自己的优点、长处，尽其所能地发挥，就会

妙用无穷！

借境提升人格

在工作场合中，常会看到有些人说话不

够委婉，而造成同事间的紧张气氛。会做事

固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要会做人，因为人

圆、事圆，理才圆。若经常要争个理字，彼此

间的感情就会愈来愈疏离，事情也就难以完

成了。

个性直爽并非不好，但是声色仍要柔

和，这 分 人 格 的 美 化，就 是 在 学 做 人 。 我

们 要 善 加 利 用 境 界 来 修 养 自 己 ，平 时 待

人 要 缩 小 自 己、扩 大 心 胸，如 此 人 格 才 能

提升。

大凡要成就一件事，必定要有一分忍辱

心。以成立大爱电视台而言，虽然我有自己

的理想，但是工作人员从八方汇集来此，难

免各有各的看法。所以，我给他们空间及充

分的时间；至于我自己，则自我要求以最真

诚的心去付出，相信，总有一天大家会被我

的真诚所感动。

另外也有一种人，外表看起来很刚强，

内心却十分多愁善感，总认为没有人关心

他、爱他。回想我出家之初，没人认识我，又

有谁会来关心我？当时我如何安住自己的

心？那就是靠自己自爱。

记得当初去受戒时，我的身上只剩十

元，其它一无所有。受戒期间，每到会客时

间，别人都有亲友来探望，唯独我从未被点

名，总是一个人在角落静静地看书。正因

为有那段清静的岁月，让我得以不被打扰，

而有时间好好思考自己未来人生的方向。

我从不埋怨自己的境遇，即使往后做慈

济时，曾遭遇很多波折，我也不曾积怨在心；

学佛，应该只要求自己去爱人，不求别人来

回馈。而事实上，多付出一分爱心，最终别

人也会懂得回绩给一分爱；甚至是舍一得万

——付出一分爱，会得到万人的爱。所以，

不要有太多杂念，和顺真纯即是美，凡事但

求尽本分。

■ 宗舜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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