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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於子女，不但有十月懷胎之苦，生養撫育之恩，就是養父母亦有

撫養教育之恩。所以說：「父母之恩，山高水深」，難以圖報。父母及養父母

之恩德，雖然難報，但為人子女或養子女者，一定要報。      聖開導師 述 

  

    
     
    文學所承載的意義，無論是用怎樣的文字和方式呈現，都脫離不了作者真實

的想法，因此，有良好的閱讀習慣，可以讓人有不一樣的思考模式。今年的我二

十多歲，雖然光陰短暫，但對於世事卻已經有了很多的體會，喜怒哀樂，悲歡離

合，我曾經擁有過別無所求如夢境般的人生，也經歷過茫然不知所歸的生活，我

漸漸明白，很多事情並不完全掌握在人的手心底。認為自己很有勇氣，也願意不

顧一切地追尋與爭取，然而在這一切的背後所隱藏的，是命運的未知。人原本就

是聰明又善於爭鬥的動物，但是人生的意義究竟在哪裡？何謂富足，何謂完整？

你我真正的課題，也許不在於要如何得到，而是在捨與得二者之間，找到ㄧ個平

衡點…此生為人，已經是億萬分之一的榮幸，而如何活得像個「人」樣，在文字

的流動間，我找到了答案。 

 

  出生於世代禮佛的家庭，對於佛教其實我是一知半解，大學時有一堂課叫做

「領袖論壇」，請到台灣各領域有所成就的傑出領導人來演講，包含企業家曹興

誠等人，而在這些精采的課程中，有一位曾任民航局長，現職飛安會主委的張有

恆教授深深吸引了我的目光，無疑的，他是一位優秀的教授，但在那之外，我發

現他目光中流淌著前所未見的祥和與慈悲，那是真的，每想到在可怕人事鬥爭之

後，還能有這樣的形象表露，其後的課程讓我明白為何他能如此…教授所推薦閱



讀的佛教書籍─《了凡四訓》，讓我真正認識人間佛教，對於宗教有了不同的看

法，一切不再是迷信，而是對於自我最根本的追尋。 

 

    此次拜讀聖開師父《佛說父母恩難報經白話解》之時，喚起了我許多的記

憶，首先，對於從小就喜歡閱讀佛法故事的我來說，釋迦牟尼佛的事蹟是再熟悉

也不過了，那時年幼的我即對祂產生無上的敬佩之心，貴為王子原本可以錦衣玉

食，無憂無慮地過一生，然而祂卻願為眾生捨棄一切榮華富貴的享受以及眼前的

國王寶位，祂告訴我們世上還有更多值得珍惜的事物，身在福中的我們不當只為

自己著想，也要為世上所有正在患難中的手足同胞付出。 

 

    是誰讓我們有這個福份能來到世上，為這個世界盡一份心力，答案是「父

母」。是誰含辛茹苦將我們撫養長大，是「父母」。俯仰於人世，如果不能對我們

最親近的父母行孝道，那麼一切的善都是空，所謂「百善孝為先」即是如此。我

對於聖開師父在文章中所揭示之「恩難報」特別有感：父母之恩有如山高水深，

雖然難報，但為人子女者當盡心盡力，誠以為之。除此之外，師父在解經時特別

將父母的定義作了充分的解釋，已往有許多人認為必須要懷胎十月才是骨血相連

的親子，然而在理援引了民法親屬篇來說明收養關係之正當性和一般婚生子無

異，就實質面來說，養父母也有極大的撫養教育之恩，無論是哪一種親子關係，

只有一個事實，父母費盡他們的大半生，讓孩子有更好的生活，他們不要求孩子

必須大富大貴以回報他們，只願孩子健康，並且無愧於天地。 

 

    初生之時我身體孱弱，父親於是開車載母親奔走於各寺廟，希冀佛的垂憐讓

我能夠健康長大，也許是佛聽到了母親的哭泣，不久我就離開了保溫箱，和一般

的孩子發展無異。母親因此告訴我，此生必定要謹記佛的恩澤，心存感恩，行端

作正。我感謝父母讓我在那麼小的年紀就有福分領會佛法無邊，感受佛的慈善，

既然這是我父母教導我的，理當成為我一生為人處事的準則，在校為師的這些日

子，我都相信有愛護我的佛在天上看著我，當我走偏時祂不以棍棒鞭笞我，而是

從我心底發出譴責，祂端坐在我心，牽引我的人生。佛對我來說，並不單單只是

所謂的宗教或是精神信仰，祂是老師，教導我為人必須遵守的戒律以及應行之

善。祂是朋友，陪我走過傷心幽暗的每一天。佛是我父母交與給我最好的良師益

友，我感謝父母肯告訴我在另一端看不見的世界有這麼良善的存在，讓我用歲月

去感受。我也感謝佛告訴我行孝即時之重要，讓我更加愛我的父母，活得更有意

義。 

     

    幼時父母常帶我去書局閱讀，當時我接觸了我的第一本關於佛學的書籍，就

是玄奘法師的傳記，從裡面我知道取經要度過重重險阻，歷經困難磨練，但法師

為了讓中原的子民們更加理解高深的佛法，仍捨身前去。此外還有一類弘法的大

師，他們不是中土之人，卻翻越過千山萬水來此，為我們翻譯經文，告訴我們這



紊亂世界還有另一股秩序可為我們帶來安定，代表者就是本經譯者─安世高法

師，今日有此緣分與福氣拜讀聖開法師為其所作之白話解，讓弟子更能瞭解其安

世高法師之深意，也相信本經能因此傳誦於更多世人的口耳之間。 

 

    《佛說父母恩難報經白話解》中，聖開師父對於小字詞如「聞如是」、「一時」

自「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之由來皆有耐心地闡述之，實則因佛法之用語多為

梵語，加上自古傳承至今，初慕法而來的弟子們難以意會，有此鉅細靡遺的解釋，

在閱讀上更加流暢，體會也深刻許多。 

 

    因著孤獨長者對於以園林獻佛的誠心使祇陀太子大敬佩，他們共同布施，所

以有了這園，也使諸比丘得此機緣於此聽佛陀講父母恩之難報。「父母於子，有

大增益，乳餔長養，隨時將育，四大得成。」我認為「親情」是世上最美善之人

性，由其是上對於下的照顧養育，父母對於子女，從孕育之時起即無怨尤的付出，

不求自身榮華富貴，常常將最好的給子女用，自己則願意縮衣節食度日，實在是

使為人子女的我萬分感激，認為再多的回報也不為過。但是，現金的社會亂象叢

生，時常有子女忤逆父母的新聞傳出，這些人之中輕者離家，使父母在家中日夜

擔心其行蹤；重者則逆弒父母，追溯其原因多數居然是因為內心一時的不悅，不

聽父母之言，犯下了剛愎自用的罪，簡直令人髮指。上述這些人不僅是未盡孝道，

更動搖了維繫國之根本的三綱五常，不孝的人還能有什麼大作為，對於社會還有 

什麼貢獻呢？這時我們皆要積極以佛法感化其心，古時帝王治國，必弘揚「佛」 

與「儒」。教育普及的今天，人人幾乎都是儒生的身分，卻仍然有偏離正道之惡

行，想必是儒學中缺乏了佛法的「善」以及「因果」，儒家的善是發自惻隱之心，

而佛法的則是無私大愛，愛如佛光普照世間，關懷愛我們的人，也擁抱憎惡我們

的人。這世上沒有永遠的敵人，人要對抗的只有自己的心，最基本的就是僅守分

際，莫犯下五戒，進而去告訴更多人，擔負起導亂世於太平的責任。 

 

    聖開師父對於母親孕育胎兒所歷經的艱辛描述地非常細膩，能夠讓弟子們以

及世人知道自己能夠活著不是一個意外，也不是因為自己很了不起，而是母者兢

兢業業十個月的結晶。母親從第一個月時害怕胎兒流失的恐懼到第十個月寸步難

行，她們總是帶著一份盼望，笑意望著自己的孩子，希望他是健康的，能夠行端

坐正，當一個不讓自己蒙羞的人。此時腹中胎兒因為卻隨著時日漸增，吸母血之

營養，長成會踢痛母親腹部的血肉之軀，母親仍然願意用愛孕育這個使自己艱苦

的人，只因為親情無價。當孩子出生之時，母親的痛楚也達到頂峰，我聽家母言

及，由於我是早產的緣故，加上胎位不正，使得她要比一般產婦更加疼痛。在醫

生的建議之下，我被以剖腹方式取出，母親的腹部因此留下一道長長的傷疤，之

後的她無法再懷孕，所以我是個獨生女。父母和親友常常跟我說，我的未來會十

分孤單，他們實在應該想辦法多為我添個弟弟妹妹的，我回他們說，沒關係，一

個人也很好啊，爸爸媽媽都愛我，我是世上最幸福的人。我知道母親生我出來已



經是極大的恩典了！沒有兄弟姊妹也是來人間的一種歷練，這種機會不是人人有

的，因為這樣的經歷，使我更加珍惜我的朋友，我的親戚，我的同事與學生，每

個我所遇見的人，在和他們互動的過程中，總讓我的生活更加精采豐富，是上天

賜與我的禮物。 

 

    上天對我極好，我知足，因此我更加精進自己的專業，用心照料每一個我所

認識的學生，希望培養他們成為正直的人，榮耀他們的生命，引導他們發現潛能，

具有養活自己的能力，也希望能使他們有溫飽的日子可以過。我認為這是自己此

生的義務，也是對社會，對家門能做出貢獻的一個方式。但正如聖開師父此書，

「父母之恩難報」，即使是讓父母大小便溺於身上也不足報千萬分之一。渺小的

我必須從基本做起，除了不使父母擔心，還要多陪伴他們，正所謂「樹欲靜而風

不止，子欲養而親不待」，我的父母因為長年在外工作，很少有時間可以陪祖父

母們，直至爺爺和外公駕鶴西歸時，父母才感慨不已，我看在眼裡雖然痛心，但

對於逝去的生命也無能為力。由於這份體悟，在台南就學的我周末一定會回家與

父母團聚，畢竟他們也就我這個孩子，不得以必須外出使家中冷清已經很過意不

去，假日又豈能和朋友們去嬉戲呢，再說我和父母差了三十歲，能夠在一起的時

間和一般人相比差了些，所以一分一秒對我和家人而言都是十分珍貴的。 

 

    盡孝是要使父母信佛法對人生之重要，對我而言則有另一種經驗，我會信

佛，是因為父母之緣故，他們使我知道佛法是人生不可或缺之珍寶，即使失去附 

加於外在的所有，也還有佛法可以讓心依存。他們也時常帶我去佛光山等地禮

佛，養成我對佛法深厚的興趣。在香煙裊裊的大殿，我安靜地坐著，呼吸吐納間，

我從身體到心靈都感到格外寧靜，思索著自己度過的每一日，而明天，未來，下

一步，又該做些什麼？今日從《佛說父母恩難報經白話解》看到了非常有益處的

五戒與十善還有八關齋戒，之前所聽的佛法多為故事方法的開示，今日多得到有

系統的佛法概念，我也會告訴我的父母，家人能夠一起閱讀，共同分享心得，就

是最好的家教，實在是大福分。 

 

    我們對於在路上苦行的僧侶都不陌生，以往信眾們都會給與佈施，但近年來

有許多假僧侶的出現，使得大家有不信任感，內心在施與不施間有了掙扎，對自

己造成不愉悅的感覺。我曾經問過父母關於這件事該如何，他們告訴我，自己要

憑慧根去判斷，是否為出家人在其眉宇之間是有端倪可以看見的，如果判斷錯

誤，那就當成是對於貧苦人的救濟，不要心存憎恨，否則只是折磨自己。我自己

也寧可相信沒有人會刻意出來騙人，一定有苦衷的，心存惡念的人自己會食苦

果，不用我來操心。 

 

    從事教職兩年餘，班級中的每一個孩子在我眼底都是可愛的，愛講話的孩子

有時候是想要讓班及氣氛更融洽，偶爾會偷睡覺的孩子其實在晚上會自動自發地



到父母開的餐館幫忙。我想，責罵絕對不是和所謂「頑劣學生」溝通的唯一方式，

學生沒有所謂的聽不懂，只是有時候我們互相不了解彼此的心，才形成溝通障

礙。導師，是學生的親人，學生的朋友，越是特立獨行的學生，就越要去了解他

行事背後的動機，對行為做出適當的處理，而非一味的處罰與卸責。老實說，在

現今這樣競爭激烈的社會，教師這份工作得來不易，當老師的人要學會感恩，並

且明白，在自我成長的過程裡，能夠擁有這樣的成就是來自於多少老師的愛和付

出，我們或許曾經荒唐，也曾經迷失，但我們的老師始終站在我們身邊，沒有遺

棄我們，所以我們也要用同樣的精神來對待學生，愛於世間生生不息，這是身為

老師的意義，也是能夠傳承給學生最好的東西。 

 

    而對於我的學生我也常常講，也許你們認為學校嚴格，但你們都長大了，懂

事了，換作你們為父母心，希不希望自己的小孩可以過得嚴謹一些，自治一些呢？

佛教所講究的戒律其實和學校所講的規矩有異曲同工之妙，只不過前者發於心，

後者塑其身。古人嘗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孩子，你想要擁有赤色人生美

好前景或是身陷泥淖，端看你一生的修為。學校給你的是三年，而你自己漫長的

人生卻掌握在你的手中呀！考證照，考統測，都不是要考給老師的，而是考給你

自己的，對你來說這張大家都有的薄薄的紙並不特別，但是如果只有你沒有，那

麼要拿些什麼在社會立足，又如何能夠照顧辛苦拉拔你成長的父母或長輩們呢？ 

 

    很高興在當導師的這些歲月能夠深刻體會到什麼是「父母心」，那是一種很

溫暖的情懷，擔心學生放假出去玩會不會有危險，是不是有吃飽，有沒有和不良 

的朋友出去玩，打工安不安全，失戀了會不會做傻事？不強求自己的孩子有多麼

傑出，但希望他們不要輸給別人太多，如果可以的話，當然是越認真越好。眼底

沒有美醜，正著看反著看都是好的，總之，看見他們笑自己就開心了，我想雖然

離為人父母還很長遠，但這樣的心卻是真實存在的。 

 

    我的生活就是一種現世修練！有苦有樂，有困頓的時刻，有貧脊的時刻，但

更多的，是我在那之後感受到的豁然開朗，有如傾盆大雨之後出現的燦爛彩虹。

很多人對於修行的觀念有些偏差，認為修行就是出家，就是斷了紅塵，甚至六親

不認。其實，佛教還有一種說法，就是鼓勵人們在家「自我修行」，未必要跑到

深山裡暮鼓晨鐘，只要有一顆善良，樂於助人的心，身在塵世也可以當一個歡喜

自在的小菩薩。由《佛說父母恩難報經白話解》中我們知道，佛要諸比丘教父母

知佛法得喜樂，那即是一大孝道。這個概念可以如下解釋─父母要的不是錢財的

供養，而是心靈有所依，而這世上還有比為善造福更合適的依靠嗎，比丘們聽了

都大歡喜，我也是豁然開朗，像師父對我們宣揚《佛說父母恩難報經白話解》，

也是他行孝的方式，而我們知道了以後不僅自己盡孝也告訴更多人，這樣子一傳

十十傳百，大家都明白了這部極實用的佛法，我們心中也更加歡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