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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活的 省 思  

 

  

 

 开舍法师■本期特约 
 

 

 

今天，当我们告诉人们要

对你的敌人慈悲的时候，人

们会说：对敌人慈悲等于是

对自己残忍！反过来的说，

对敌人残忍即等于对自己慈

悲！  

慈悲始于自己是没有错的；

但是，假设让你生活在一个

充满敌人的地方，你愿意

吗？你一定不愿意。为什么

呢？因为生活在一个充满敌

人的地方会令你的细胞或内

心充满恐惧感，最后，你不

是因为敌人的杀害而身亡，

而是死在自己的恐惧感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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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内心的

平和与安全

感是人类追

寻生活的目

标之一，而「和谐」的关系

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

自然以至国家与国家之间，

维持和谐与自然关系的基本

法则。  

人类在追求

心灵平和的

过程中，尝

试通过种种的途径去完成。

健全的人格是建立在身心和

谐、感性与理性平衡的状态

之下的；同样的，心灵的平

和也一样在这一基础之下开

展。 

慈悲的心灵是柔软、和谐与充满宁静的心灵。是健康身体的基石，

是精神平和的导航，是生命的祝福，是快乐的泉源。 

当 我们与他人相处之前，应先学习与自己相处。如果你不了解自己

的心灵状态，那肯定的，你将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人贵自知，而

自知之道始于一颗「诚」心、始于 「宁静」的心。一颗慈悲的心即

是一个充满和谐与宁静的心。它使人觉得身心平和，内心充满喜

悦，身体亦显得轻盈而充满活力。人也唯有在心灵平和之时才能把

事 物看得清楚，也唯有在平和的心灵之下才能把一件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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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自己慈悲始于了解慈悲对自己

的好处，但是，慈悲心的熏习却

有待对他人产生对自己一样的自

爱的感觉。「人，最爱是他自

己。」这是佛陀教导的。也是人类与生俱 来的人性的

本质。固然，在寻求个人的安全感之时，我们可以牺牲他人或对敌

人「残忍一点」。但是，残忍肯定带来他人的痛苦，而自己的心是

否会到得安宁呢？ （除了有虐待狂或精神失常的人）残忍的行为与

愤怒是分不开的，也是人在失去理智时的行为反射。愤怒令人发

狂，也令人痛苦。很多西方心理学家或精神医师教导 他们的病人要

把愤怒发泄出来；现在却有一些开始向佛教学习停止愤怒的方法。

但是，他们怀疑佛教是否教导人们把愤怒压抑下来。 

佛陀并没有教导我们把愤怒压抑下来，压抑愤怒并不能去除它，我

们可在脸上挂笑容，但内心却充满愤怒。这样不能消除愤怒的心

情，也不是学习忍辱的方法。这反而会令人痛苦万分！ 

对 自己的感觉忠实是很重要的一种生活原则，认识自己的愤怒好过

伪饰自己的感觉。但是，认识自己的感觉并不是通过语言或身体行

为的显现。当我们让我们的愤怒发 泄出去时，我们可能造成他人的

痛苦；也不是对着枕头痛打或在空旷的地方大叫以发泄内心的愤怒

或挫折。这只是暂时的把愤怒释放出来。 

佛陀教导我们如何熏习出一颗慈悲的心以对治

愤怒、妒嫉、或嗔恨的心。这是使人们不再受

到愤怒或嗔恨的心操纵我们，而是愤怒或嗔恨

的心不再存在于我们的内心。 

当我们的心充满着和谐的感觉时，我们才能和

他人相处。然而，和谐的心却不易获得；而宁静与澄静的心灵更是

人类一生所追求的幸福感！ 

世界充满了人类自我意识的战场，人类互相残杀，只是为了拓展自

我的空间，却违背了自然的法则。追求自我的完成，故然是现代人

急欲走出自我的道路，却也是现代人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现代社会故然提供更大的空间让人们去圆成理想，但是在互相排济

的现象之下，人类的生存处境已变成一个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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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之间的残杀局面，人类

是否应该重新思维人类生存的价值与本质？是生

命的欲力或生存空间的提取支配了人类追求自我

的完成？还是人类失去了应有的本质而走回荒蛮

的时代？ 

   

 
 

 开舍法师  完稿于宝誉居 (2004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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