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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常被自我的心念所困。有人知道

他自己被自我的心所困，因此思索超越之

道，有更多的人不知覺自己被心所困，而

總認為是環境與他人壓迫他，因此將力量

對外，責怪他人或環境，結果徒勞無功，

仍然在同樣的錯誤裡不停地輪迴。

證嚴上人就說：「三界唯心，欲界、

色界、無色界都是在心裡。」心裡沒有慾

念，不貪色、相，沒有無明煩惱，就是出

離三界。外在世界並沒有一個具體有邊際

存在的欲界、色界、或無色界的時空，這

些境界都存在我們的心中，一切都要從心

去理解，從內心去解脫。

從這個思惟出發，當遇到阻礙，凡夫

會說：「他為什麼可以阻礙我？」修行者

會想：「我如何調整自己的態度與作法讓

他支持我。」

當看到不公，凡夫會氣憤地說：「怎麼

有這種不公不義的事？」；修行者會想：

「我如何成為良好公義的典範？」

心，本來就能不被情境所左右，本來

就能超越外境，而達到清淨、無染的境

地。這是佛陀覺悟的智慧，這是證嚴上人

的教導。但是我們凡夫總是把外境的一切

拿來煩惱自己，所以說世間苦，其實苦在

自心無法超越。苦在自心不知道自己障礙

自己。

自我障礙，是人的慣性。心無形無色，

因而常常無法自我察覺其實障礙著自己的

就是自己的心念。感受不到自我的障礙之

人，就認為障礙來自外部，所以將一切的

力量放在與外在力量的說服、爭取、衝

突、甚或鬥爭。其實許多阻礙、困難、挫

折、失敗，都是來內心的自我障礙。但我

們往往無知於自我的限制，不了解自己的

障礙，所以不改變一貫的行為模式，自然

無法突破。

孔子說，「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把力

量回到內心，將問題返回內省，更深刻的

省思自我的作法，自我的觀念有無問題，

有無可以再突破、再超越的地方。這是一

種成長。

例如有人常會被一種自負所引起的自

尊心甚或自卑所困，因此時常懷疑或否

定周圍的人對自己的看法及態度。其實

這都是自己想出來的。即便有些人對自

己的看法與態度不如預期，我們內心的

力量只要充足，一樣會改變彼此的關係。

上人不是說：「要鏡中人笑，自己要先

笑。」主動積極的態度是做人處事應有

的態度，但是我們常常從他人的態度決

定自己的態度。從他人的眼色，決定自

我的眼色。聖者就常常保持自我的正向

力量，不受外在他人的煩惱、無明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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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或受到影響。明鏡依然明鏡，不

管來照鏡子的人是何模樣。這是修行者

必須效法的境界。

 有一位雜誌的主編跟我分享一段經

驗，他說他陪伴過一位資深的文化人見上

人，結果與上人說話時，這位資深文化

人汗流浹背。很難想像一個閱人無數的資

深文化人與上人見面會如此的不自在。我

跟這主編說：「上人是一面鏡子，每個人

在他身上會照見自我的真實的面貌。我們

剎那間照見自我的不足或煩惱，所以緊張

吧？」我又向這位主編說，「我們每一個

人不管有什麼習氣、缺點，到上人這裡我

們總是把最好的一面表現給上人看，大家

都用最真誠的心對待上人。」我們有時候

會看到這個人習氣這麼重，看到上人就表

現得很規範。這是因為上人心中無煩惱，

純淨、無瑕，無私、無慢、充滿愛，所以

我們在他面前就會表現的如此純真良善。

而我們凡夫心裡有嗔、有煩惱、有私心、

有傲慢、有執著，他人也會用一樣的態度

對待我們。

所以他人如何對待我們，端看我們內

心有無修得無瑕、無疵、無染、無嗔、無

慢。我們越真純，他人對待我們就越不複

雜。我們內心無貪念，他人就無法以利益

污染我們，我們內心無憎慢，他人就越不

會與我們起計較心。這是往內心對治的生

命智慧。

但是往內心對治不等於阿 Q，不是我內

心快樂就行，不管外在的環境如何敗壞，

或不知道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內心對治的

真義不是自我合理化，或自我感覺良好就

行，而是要在對治自我心念之際，也同時

以正面的方式去影響他人，甚至影響周圍

的環境。

有一位弟子曾被一些制度性的問題困

擾著，有一天，上人突然對他說：「你不

要老想著制度的問題，沒有完美的制度，

現在就要看你願不願意往內心對治。」這

位弟子很驚訝，因為他並沒有說出是什麼

困擾著他，上人卻直接透視他在想什麼。

往內心對治是上人教導弟子的心法。制

度雖然無法完美，但是人格的樹立卻有助

於補足制度的不足。上人要弟子能夠從自

我修身著手，讓人格提升，不只要減少自

我的缺點，更要擴大善能量去感度他人，

若能如此擴大善，則制度的問題自然會慢

慢改善。

上人以德教化弟子，希望弟子養德以

行事，育德以待人。聰明、智慧、才華、

功績的追求都有時盡，只有人品典範的養

成才是機構成功的基礎，亦是個人追求生

命圓滿的智慧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