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风灾是天谴吗？ 

美国新奥尔良风灾发生后，人们很自然地产生联想，把灾难与上帝串连一

起，认为这是“天谴”，因为上帝发怒了!所以差遣“卡特里娜”台风来惩罚当地

人民和这个“罪孽深重”的国家，有人相信，此次风灾对美国是一种报应。 
 
真有“天谴”这一回事吗? 

 

  
我们若把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天在处罚我们，认定是“天谴” ，那未免

是污蔑了天的“圣礼” ；天，必然是慈悲为怀、爱护一切众生的。 

当动物仍保有预知本能之际，人类却经已失去自性敏锐的直觉，所以才无法

感应灾难即将临头；归根究底，这一切都是污染惹的祸!而且，我们内心、心

外都被肆意地污染。 

例 如、心灵污染、观念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空间污染……
所谓空间污染指的是，人与人之间没有足够空间，我们所居住的环境过分拥

挤，尤其是生活 在狭小房子的贫穷家庭成员，一个人观赏电视节目，全家人

都被迫要观看同一个电视节目，导致不必要的干扰，甚至酝酿着其他危机。 

同理，自然灾害的发生亦跟人类长久以来不断破坏大自然及污染环境息息相

关；可惜，我们都没有感应到破坏环境的“因” ，将种下自然灾害的“果” ，否

则，灾难就不会成为事实，我们也不会无明地把罪名怪罪于天、神或佛在处

罚人类。 

佛陀慈目视众生，希望一切有情或无情的众生，包括所谓无恶不作的恶人，

皆能跳脱轮回，而不受苦受难。 

所谓跳脱轮回，意即面对及坦然接受，例如，下雨时，不强求出太阳。轮回

亦可解释为执取习惯性的观念，如习惯的生活方式、习惯相处的伴侣、习惯

吃的食物………因为种种习惯而造成了轮回的业力，让我们的心无法自由，

过去的习惯总是障碍着我们去面对、接受当下的因缘环境。 

然而，佛心看所有天灾人祸都是一样的单纯。犹如我现在累了，睡觉就是我

要的，一旦我不再累时，多睡就变成负担。因此，疲倦之际，休息才是好，

但，我们若一味执着休息是好，则自寻烦恼、自找压力。 

如同穷人得到一笔财富之初，肯定会知足、感恩；可是，当他们住在财富一

段时间后，过去那种喜悦自然会烟消云散。可见，不管是所谓的灾难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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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感觉也罢，都一样是无常、虚幻的。 

因为相对，才有好坏分别，好坏其实都是自然现象，如同肚子饿时，任何的

食物都合胃口；但，吃饱后，即使再美味、再珍贵的佳肴摆在眼前，亦会感

到厌腻，无法挑动食欲。因此，所谓好或坏的价值，皆是随着不同因缘而生

灭，好并非真好，坏也不是永远的坏，因为它是变化无常的。 

只要我们以佛心来看待一切现象，即能如实地专注在眼前单一的因缘，继而

觉悟所有现实因缘都不一样。在天灾发生后，我们要懂得空掉天灾所带来的

苦难，而不是天灾只发生一次，心里却创造无数的天灾，误以为很多苦难等

着我们去受。 

往 往，我们很容易被先人为主的概念所影响，例如，有人告诉我们：某某人

是好人。于是，对方那“好人”的形象即会烙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在我们还未

与对方相处或 在他未表现之前，我们的概念就认定他是好人，结果，这概念

就让我们看不清他的真面目，无法洞悉他真正是好人或坏人?导致好人浪有虚

名，坏人则冤枉的永无翻 身之日。 

由于我们惯用这等概念的心去看好或坏的现象，因此，佛告诉我们要跳出轮

回，意即当我们身处天灾或战争中，如果我们能如实去体会这些灾难的话，

那么，专注的心自然会帮助我们将苦受化为力量。 

我们之所以会感觉苦，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心停留在过去住大房子，现在被迫

暂住难民营；或忘不了在洪流中忽飘忽沉的恐惧，虽然现在已经获救了，但

仍被错误的观念所干扰，让我们难以跳出轮回。 

而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真正用意，其实是为了提醒我们：要多行

善，少作恶；但，对于已经发生的一切现象，我们就不应有好坏之区分，也

未必是恶人就一定横死受报，好人则应该长命、享福。 

因此，任何的天灾人祸都不是“天谴”，而是我们未能及时感应我们正在走向

灾难。举个例子，当我们粗心大意或超速驾驶，一旦遇有紧急事件时，必定

会因为来不及煞车而酿成车祸。 

世间没有“注定”的现象，关键只在于我们没有觉悟到自己正在“创造”灾难。 
 
口述、满亚法师 笔录、何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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