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退之间 给关心社会却觉无力的佛友－－开普 

 

佛教的重心在自净其意，佛教徒尤其重视修道次第。对身心的详尽分析，对道

品的体系分明，一旦踏上正道，可谓任重道远，不容抽身而出。 

 

可是一旦社会环境开始恶质化时，处在社会中的佛教徒也难免会受波及。一心

修证的佛教徒在此时此刻该以何姿态回应社会问题，而又不荒废道业？两者是

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吗？ 

 

这有点像我从前在某佛教刊物读到一篇题为“走在进和退的钢索上”的编辑心

语。 

 

我想里头有一种类似的心情，进好，还是退好？继续支持，还是适可而止？那

篇文章提及一位美学家的故事，话说一伙人前往某地远足，途中该美学家感

冒，只好在 某处休息，馀下队友继续前进。这时美学家有点羡慕走在前面的队

友，可是念头一转，可能前进的人反而羡慕后者轻松愉快，不必赶路了呢。 

 

圣雄甘地在从事非暴力运动时，经常被捕入狱。可是甘地竟然乐在其中，说什

么可以暂时休息，又回到神圣的殿堂（监狱）了，令执政者啼笑皆非。 

 

据说著名中国民运领袖魏京生就算坐牢，也在牢里写信与邓小平论政。而且还

与看守他的狱卒争论时事，结果成了好朋友。 

 

其实进也好，退也好，只要心中有理想，肯关心就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关

心。如果我们的心中有人间净土的理想，就会关心时事的演变。 

 

我想不论是从事道业、学业或事业，总要关心你的周遭，不论是通过身、口或

意，只要出点绵力，就很好了。 

 

最怕是“乡愿”这种人，外表诚实忠厚，实则毫无原则，说什么我们应该感恩

众生，却不见得他会为受害众生挺身而出。难怪孔子会那么厌恶他们是非不

分，自以为是的伪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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