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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感恩文化的人性反省     文熏 

 

有一些团体的宏愿是要塑造一个充满感恩的理想社会，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值得大力提倡。 

 

问题是在于“塑造”二字，我的意思是感恩的氛围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被塑造出来？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可以再问：“人要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会感恩？” 

 

是的，问题总算问到底了，换言之，现在，该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 

 

《新世纪高级汉语词典》398页对“感恩”作了这样的解释：“对别人所施的恩惠

表示感激”，而《时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对别人所给的帮助表示感激”

（345页）。 

 

由词典的解释可以看出，人们是因为得到他人的帮助，受了恩惠，而由衷表示感

激，这是人性的一种自然流露。 

 

佛教徒经常强调感恩，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一切都是众因缘所成就，因此由衷地

对所有的众生表示了感恩。 

 

当然如果仅仅在口头上感恩，那就会变成形式主义。真正的感恩必然会使人尝试去

“感恩图报”的。于是为了回馈众生所予的恩德，这些团体就推动一系列净化人

心，广度有情的活动计划。 

 

以上所言，仅是从个人的理性反省推论所得。事实上，在经典里也有许多感恩的言

论，如增一阿含经等见品第三十四所提到的：“当知反复，识其恩养；小恩尚不

忘，何况大者？”。 

 

至于感恩图报的建议，经典更有具体的提示：“复行四事，是名知恩亦名报恩。一

者。见恶众生，心生怜愍，以修慈因缘故。二者、见苦众生，目不暂舍，起悲因缘 

故。三者，见师长父母，有德之人，心情欢悦，起喜因缘故。四者、怨家众生，心

不嗔恚，修舍因缘故。”（大方便佛报恩经第七） 

 

感恩成为流行话语 

由上所引经文可知，感恩是佛教徒向来的优良传统，并非是策略性的文宣口号而

已。由于佛教团体的大力推动，感恩似乎也成了一种流行的话语，在一个目前满是

感恩口号的社会里，我们必须对以下问题保持反省的能力，以免被一时的胜利冲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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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头脑。 

 

（一）感恩图报的行动不应该流于因循守旧的活动配套，彷佛除了老、病、死人，

再无其他需要回报的“众生”。 

 

（二）感恩图报的行动不应该流于奢侈浪费的形式套餐，要能掌握金刚经的精神：

“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真正的菩萨因为无我 

相，才不需要我们的感恩，大方便佛教恩经第七说得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知恩报恩，当行四事：一者，亲近善友。二者、至心听法。三者、思惟其义、四 

者、如说修行。 

 

复有四法：一者，随法不随人。二者，随义不随字。三者，随智不随识。四者，随

了义经，不随不了义经。” 

 

如果我们真要让感恩行动回到佛法精神的话，还是从“亲近善友”，却又能“随法

不随人”的超越态度做起吧。迷信权威，崇拜权贵，不是佛子本色！ 

 

（三）感恩是一种人性的自然流露，换言之，当人受惠于他人的帮助时，就会由衷

感激对方的恩德，因此，感恩应该是一种自发的行动，而不是源自强制与命令。 

 

本人也要感恩国家安定，编辑成全，本文才能如实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让我们共同

来塑造一个充满信愿、慈悲和感恩的社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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