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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生命奇迹 展现无限潜能 访黄开修 
汪劭徽/专访 黄开修、照片提供 

 生命的极限到底在那儿?个人在此生所能发挥的力

量，其实是不可小觑的。我们常常会问：「生命给

了我们什么?」，却很少扪心自问：「我们在生命中

做了什么?」  

心态：积极乐观 自在生活 
与黄开修初碰面，并不是此次的专访。早在今年新

春期间，马来西亚佛光山举办的「千人丛林寻根之

旅」，几百位大马佛光青年南下北上地游走于宝岛

各地佛光道 场，在重重身影中，就注意到他了。虽

然有视觉障碍，但开修还是与大家一起飞往台湾，

希望亲身体会及了解佛教事业的理念和佛光山的如

来事业。他用心灵去感 觉、去聆听，也许比起深受

五光十色所诱惑的我们，感受更深。打开话匣子，

就可以畅所欲言，无所不谈。开修于言谈中散发的那份亲切感，让他身边的人都

觉得舒 服自在。 

学无止境，学问是开修在生命中一直不懈追求、寻求进步的。他表示：「教育是

人的根本，除了想自我充实之外，我也希望自己能从事教育工作。」一直保持著

豁达、感恩心态的开修，没有让失明成为他在学业、人生路上往前进的障碍，反

而做得更好、更出色。 
 
95 年完成社会学学士学位，2 年后再完成心理学硕士学位，他现今于马大修读博

士学位，为特殊儿童的福利与教育进行研究。  

 

「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是不断地学

习，因此我一直追求的就是让自己在

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新的提升。如果

人生的路就此停住，让自己随波逐

流，每天过著复印机式的枯燥生活，

那是多么浪费生命的啊!」 
 
开修补充说，我们都必须走入社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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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是黄开修在生命中一直不懈追求

的， 
摄于他获取硕士学位的毕业典礼上 

阶层去多看、多听，让自己的生命增

添更多满足感与兴趣。透过自利利他

的活动，不只可以扩大生活圈子与视

野，自己对生命的体验也会变得不一

样。  

自在生活，生活自在，自在无法向心外求。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突如其来或预料中的事情，都应该以平常心来面对。自在的

心灵，遇到什么状况都能处之泰然，这就是人生中要学习的功课了。」 

他就是这么一个乐观又积极的人，在充满变数的人生道上，保持著既来之，则安

之的心态。 
他同时也表示，修心、修行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仍能保持正念。 

开修笑说：「以前我很怕静坐，可是后来自己亲身体会到坐禅的法喜及修持正念

的重要时，就深深地感受到佛法及静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受用无穷。」 

正念：善缘牵引 修习正法 

80 年代的第 5 台节目中，不时有继程法

师、金明长老等法师的开示或访谈。当年

还在念中六的开修，从收音机中第一次接

触到何谓正信的佛教、何谓佛法。听了之

后，让他恍然大悟，原来以前对佛教产生

了许多错误的观念，就像传统华人家庭一

样地把佛教与民间信仰混为一谈。 

「由于中学时期在马来学校就读，接触的

都是回教徒及回教的教义，他们那一套完

整的生活与宗教教义，理念上清晰而有系

统，让我颇为欣赏。可惜那时没什么机会

与外界接触，并不知道原来佛教里头浩瀚

的佛法，蕴藏著广大的智慧，佛教的中心

思想更是一套完整的生命教育。」 

 
黄开修认为，我们不只是重要多多

听闻正法，更要在生命中落实，不

断地自我提升 

就读中六时，由于学校没有提供宿舍，来自芙蓉的开修，又刚好认识一些在拉曼

就学的朋友，受他们的邀请而住进了拉曼佛学会的「菩提之家」。原本只是打算

暂住 3 个月，但是后来在种种因缘下，就长住下来了。 

在那段期间，身为非拉曼生的开修参与了不少拉曼佛学会的活动，透过收音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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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菩提种子也就此渐渐萌芽了。 

在 「菩提之家」的时候，开修跟著身边的佛友们诵经、拜佛、参加佛学班，也与

大家一起到处去听法师开示。佛总大厦、鹤鸣禅寺、各大专院校，都是他们踏足

求法的 地方。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太平举办的「全国大专佛学生活营」，因为

从中他得以更深入地认识、体验佛法。「虽然我不是拉曼生，但他们却很欢迎我

的加入，这 让我非常感激。」 

 
黄开修非常感恩于自己常有机会亲

近善知识 

90 年代的大专佛学会吹起了一阵「静坐

风」，听到许多拉曼的学长们分享静坐的

喜悦与清心自在，他也随著去参与了静坐

营。透过佛法与禅修的薰陶，他本身终于

体会到静坐的确对培养正念及集中注意力

有很大的助益。 

「在繁忙的生活中，我们的那颗心很容易

受到污染，妄念不断，思绪因此变得混

乱。静坐正好可以对治这样的烦恼及到处

攀缘的心。」 

在大学毕业后出来工作的那段期间，因为工作上许多忙碌的琐碎事，让他有时也

会失去平衡，心情变得烦躁，于是他透过静坐，再次寻回内心的平静与正念。他

分享 道：「累的时候就去静坐，让心沉淀下来后，内心的情绪与观念就得以调整

过来。这种精神上的无形鼓励与支持，让我更懂得珍惜生命，并学习放开执

著。」 
 
佛法的清凉，佛法的助益，让开修时时提起正念，活在当下，无需在小小障碍上

钻牛角尖。 
生命的色彩，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而他选择了让它变得缤纷动人。 

深具慧根的开修认为：「我们不只是要多多听闻正法，更要在生命中落实，不断

地自我提升。」佛法于他，不只是要明白其中的道理与智慧而已，而是要懂得弹

性运用在生活中。他也指出，每天进行佛教仪式并不能代表那个人真的在学佛，

学佛是将佛陀的慈悲与智慧实践于生命中。 

学习：广结善缘 实现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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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佛之后的开修，开始懂得用感恩的心来对待身边

所有的人、事、物。因为视觉的障碍，这些年来得到

不少人的帮助，以前的他只懂得接受，但现在懂得在

感恩之余， 尽量也在生活细节中做些自己能力范围

内帮到别人的事。莫因善小而不为，小小的布施与回

馈，也能表达我们的一份心意，接受的人若能珍惜，

也就会将这份爱与关 怀传下去。 

「身为人，就要活出人的色彩：如果只是机械化地活

著，就辜负了美好的生命了。哪怕是小小的付出，别

人也一定感受得到的。世界就因这些小小的举手之劳

而倍增感动与温馨。」 

人与人的相处，不需斤斤计较，这是开修的与人相处

的哲学。他觉得，友善与亲切，是让我们人缘好的基

本因素。一路走来，他本身的助缘一直源源不断，也

许也是源自他的友善与亲切。 

 
生命的韧度何其强， 

黄开修将自己的潜能发挥

至极限  

中 学时期，学校找来很多的自愿人士前来念书给他听，让他一边做笔记，一边将

它录起来，以备复习之用。大学时期，身边朋友协助他与大家一起去游山玩水、

参加生 活营、聆听讲座，也不吝与他分享笔记。受教育的这些年，一直有人轮流

念书给他听，帮助他做笔记。虽然学习的过程需要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与功

夫。但他还 是勇往直前地顺利完成学土、硕士学位，以及即将完成的博士学位。

这让多少杞人忧天、无病呻吟的人感到汗颜的啊! 

「回 想起读书的期间，一直都有不少朋友在我身边帮助我。从他们身上，我学到

了分担与分享。很多时候要做笔记、功课或研究时，如果大家愿意分工合作，共

享资料， 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补充说：「修读硕士课程，也是与朋友

互相勉励的成果。我们在完成学士课程后，互相许下一个承诺，希望在 2000 年之

前完成硕 士课程，并且还比赛看谁先达到这个目标呢!」结果，开修早在 97 年就

完成了这个心愿。 

他坚信：「要完成梦想，必须 要心甘情愿地付出。」曾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早上

7、8 点出门，午夜时分才回到家。住在文良港的开修，于沙登上班，下班后还要

赶往八打灵攻读工商管理课程。 他说：「为的就是兴趣啊!」每天都要乘搭巴土往

返这 3 个地点，他凭的就是那股过人的毅力及好学的精神。 

坚韧：穿越痛苦 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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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视觉障碍，汗修也毫不隐瞒地娓娓道

来：「这是后天的失明。犹记得在我 5 年

级时，视觉能力越来越差，看到的东西越

来越朦，后来就渐渐失明了。」他因此停

学了 3 年多，四处遍求良医，中医、专科

都看过了，结果发现是视觉神经线的问

题，但发现病因时为时已晚。 

当时最伤心的莫过于父亲，因为心疼儿子

的不幸，也担心自己承担不起昂贵的医药

费。「一个靠割胶为生的家庭，1 个月的

收入才 3 百多元，但一个星期看一次专科

医生就至少要 1 百元了。那时候，母亲刚

逝世，哥哥又遇车祸，父亲真的很难过，

却又不得不坚强地支撑、承担著整个

家。」 

 
黄开修喜欢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去爬

山， 
从中训练自己的意志力与体魄  

日子难过终需过，开修本身深深明了父亲的苦，却也分担不了。对于本身失明，

乐观的他接受与适应得蛮快的，最伤心的只不过是没得上学了。 

在家呆了逾 3 年，身边的亲朋戚友都劝父亲把他送去特殊学校受教育。他们说：

「让他坐在家里就等如毁了他的前途，总不能一辈子这样吧？」起初父亲不舍得

让他离家，因为特殊学校远在新山，无法时时刻刻照顾著失明的孩子，总是放心

不下。 

为了他的将来，父亲最终还是答应了。从小学就读的新山特殊学校、中学就读的

文良港特殊学校，一直到后来进入马大、国大，幸好当初父亲让他受教育，一路

成就了他现在学术上的卓越表现。 

在开修的信念中，深深烙著「天生我材必有用」，他相信每个人的专长与障碍都

不一样，总有自己能奉献给大众的地方。其实视障者能做的事很多，只是周遭环

境并没有提供很大的发挥空间。 

 
无惧于视障的黄开修， 

与朋友一起享受浮潜的乐趣  

生 命的意义，在「施」与「受」之间展现

无遗。因为以前接受了许多人的帮助，因

此开修也尽量地回馈予社会。他非常乐于

接受邀请，不时到各地的中、小学或佛教

团 体，与大众分享他的心路历程及信念。

此外，他也义务帮忙大马盲人协会处理一

些行政及文书上的工作，策划活动、写报



6 
 

告、协调……等工作都做得不亦乐乎。 

若在时间上配合得到，他也会跟随慈济到

新古毛的麻疯病院去探访及当义工。很多

小小的事情，如换床单、洗衣等，都是他

能力范围内可以帮上的忙。「其实，不是

能不能做，而是要不要做而已。」 

   

「我们需要从各个管道去接触人群，累积

丰富的生活经验。生活中不只是盲目的追

求物质生活的安定，精神生活也极其重

要。善待自己的方式，就是找到生命的重

点，就算生活忙碌，也会忙得很开心。」

开修对于生命，有著清明的观照。 
 
亚峰禅师曾说：「眼盲能读万卷书，脚跛

可行万里路：耳聋听得击鼓声，无心门头

知前途」。视障者只是失去了眼根，他们

还有耳、鼻、舌、身、意。他们的心眼取

代了肉眼，可以超越明暗、色彩与形体，

开启心灵宇宙更宽广的空间。 

 
黄开修参与了马来西亚 

佛光山举办的《千人丛林 寻根之

旅》， 
飞往台湾亲身体会及了解佛光山佛

教事业的理念 

就像开修一样，他选择不让视觉障碍来阻碍他向前迈进的步伐，反而做到了许多

让我们赞叹不已的事。生命的韧度何其强，如果不踏上第一步，我们永远不会知

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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