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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付出的喜悅
人生有貧就有苦，貧不僅是生活物質的匱乏，也有心靈

之貧。若遇有人生活貧困，我們應伸出雙手扶助、撫慰，

見苦知福；但是能否警覺，心靈之貧才是真苦。

我們對眾生要有平等觀，視天下人如至親、至愛，如此

任何人有苦難，都會心不忍而給予援助。除了物質的「財

施」之外，還要「法施」──讓人人啟開智慧，知道施者

比受者快樂，因此得到平安快樂。

慈濟人在海地做到怨親平等，以慈悲在苦難中「財施」

──以工代賑，供應糧食、布施財物，都是克服種種困難

才做到。此外，在這個信仰不同、語言不通、膚色相異的

國度，慈濟人不捨災民，用親和的肢體語言付出與帶動，

讓人看得到、感受得到那分無私的愛，安心地接受慈濟的

援助，這叫做「無畏施」。

災民們初步得到安定後，慈濟人還要啟發他們的愛心；

即使在貧困的海地帶動付出行善不容易，不過一位洪居士

還是告訴大家竹筒歲月的故事，期待以「法施」啟發人人

的善心、善行。他說完後，自己拿出一元美金放入竹筒，

當地人紛紛效法投入一分錢、一角錢，累積折合新臺幣

一百四十多元。

大家歡喜地說：「這麼小的點滴，也可以做好大事。」

慈濟人不僅讓大家知道，援助海地並非少數富者所捐助，

而是全球愛心人點滴付出，希望人人能珍惜；同時讓當地

窮困人能感受付出的快樂，這都需要慈悲、智慧，還有願

力才能做到。

有位周居士告訴海地志工：「你我本來就是一家人，雖

然膚色不一樣，可是血液都是紅的，我們愛你，你同樣可

以去愛別人。」這就是智慧，人類應與大地共生息，何況

人與人之間哪裡還有隔閡？所以時時刻刻都要多用心、用

愛，多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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