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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傷害我們的人，我們要以何種心

情來對待？我們的心如何才能撫平被傷

害的痛？

證嚴上人在選擇全心投入「為佛教，

為眾生」的慈濟志業之後，他俗家母親從

一開始的不捨、反對，到全心支持，並皈

依上人作慈濟人，也成為上人的弟子。

慈濟人都稱上人俗家母親為「師嬤」。

一九七〇年代，有一天師嬤打電話到靜思

精舍。上人接了電話之後，聽到的竟是哭

聲。師嬤在電話那一頭痛哭。上人趕緊不

捨的問師嬤到底是什麼事？師嬤告訴上

人，他俗家的弟弟在軍中服役，被打死

了！這消息，對於師嬤的家人真是晴天霹

歷。「為什麼會被打死？」「弟弟在當兵

期間，與班上的班長一直不和，常常衝

突，結果就在這一次的衝突中，被班長打

死。」上人忍著悲痛，聽著心碎的母親，

他立刻跟母親說：「我們要原諒人家，不

要讓另外一位母親還要為失去兒子而悲

傷。」師嬤邊哭邊聽著，她很勇敢的說：

「師父，我會聽你的話，不會追究那位班

長的責任。」

也不知道那一通電話是怎麼結束的。

結果師嬤在法庭上說她原諒那位班長，

她說她自己的兒子情緒也一直都不太

好，才會釀成這樣的衝突。師嬤的智慧

讓她選擇聽上人的話，當面對巨大的傷

害，她選擇原諒。

筆者一九九一年在美國念書之際，

曾製作七集的慈濟世界，在美國洛杉磯

第十八頻道播出。負責其中一集剪輯的

是一位大陸十分優秀的導演。在工作之

間，提起上人曾經希望師嬤原諒打死弟

弟的那位軍隊班長，這位大陸導演很驚

訝的回我說，「如果犯罪的都被原諒，

那有正義？」

可以理解這種以懲罰制裁惡的思惟並

不希奇。但是只要制裁、懲罰還存在，惡

與暴力犯罪就永遠存在。為何？因為我們

要改變的不是惡人而已，而是要把惡與暴

力根本的在人類社會誅除去。我們反對暴

力戕害之惡，但是即便精準細緻的懲罰次

第，一樣存在著壓制、強力，包括暴力。

只是法治的暴力，輕者奪人自由，重者奪

人性命，一樣都存在著對抗與暴力的本

質。而佛教要去除的不只罪犯，暴力，而

是作為這兩項行為的根源──對抗的心，

根本地拔除。上人常說：「原諒別人就是

善待自己。」懷著怨與恨的心，對自己是

更大的折磨。

其實佛陀生在一個亂世，當他自己

的王國遭到外敵侵略時，已經證道的佛

陀，並未採取相同的武力或對抗的形式

去拯救他曾經必須繼承的迦毘羅王國。

當毘琉璃王的大軍準備攻佔佛陀故國的

時候，佛陀選擇坐在毘琉璃王的軍隊會

行經的路邊，佛陀安然地坐在一個沒有

遮蔭的樹下，毘琉璃王聽聞佛陀在樹下

端坐，特地前往禮拜。毘琉璃王自然不

原諒
◆ 撰文／何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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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佛陀坐在孤樹下的用意，於是佛陀

向毘琉璃王說自己是一個沒有蔭蔽的

人，據說毘琉璃王聽完佛陀所說「親族

之蔭、勝餘人也」的陳述之後，大為感

動就撤軍了。雖然後來迦毘羅王國最終

仍沒有躲過滅國的命運，但是佛陀並不

是不問世間的征戰苦難，只不過不以對

抗的手段回應對抗。

佛陀在故國滅亡過程中的心境，一如

印順導師所慨陳，佛陀的胸襟正是「為

家忘一人，為村忘一家，為國忘一村，

為身忘世間」。這忘世間，以印順導師

的說明，「為身」是為自我的解脫與真

理的發掘，這樣的「為身」才能為大

眾，忘世間才能入世間。為身，就是一

個充滿愛與清淨的身，在佛陀眼中，最

大的敵人不是毘琉璃王，而是人類貪婪

與對抗的心，他要真正努力的是消滅這

個心，而不是去加入。所以印順導師才

說，他是為身忘世間，忘國與家。

許多偉大的宗教領袖都是致力消弭人

類對抗、懲罰或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報

復之心。新約聖經約翰福音第八章中記

載，一位猶太行淫的婦女被抓，帶到耶穌

面前，要求他的審判。群眾中有人說：

這婦女是行淫時被抓的，按摩西律法應該

以石打死她。」眾人也跟著附和。耶穌卻

站起來拿起一塊石頭對眾人說：「你們之

間有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

她。」眾人啞口無言的一個個離開了。耶

穌就對那婦女說：「我也不定妳的罪，以

後不要再犯罪。」

誰是沒有罪，誰沒有過錯？懲罰、報

復，不管用何形式，永遠都會帶來更多

的仇恨與對立。

曾經有一位報社的副總編輯來與上人

見面，並且要寫一篇長的專題。在見面

中這位副總編輯請教上人，死刑應不應

該廢除，筆者就向這位副總編輯說，上

人是宗教家，他的信念一定是不殺，是

原諒，他常說：「普天下沒有我不能相

信的人，沒有我不能原諒的人，也沒有

我不愛的人。」不過，這種宗教家的情

懷，並不必須與政策等同起來，這當中

不是一個那麼簡單的必然邏輯。副總編

輯後來理解了上人的情懷，也收起了這

個問題。

死刑該不該廢除，宗教家問的是，

為何社會中會有犯罪者去殺人的事情發

生。人權份子急著廢除死刑，以保護個

人人權。但宗教家是希望把人性的惡之

成份去除，去彰顯人的價值與尊嚴。人

權者保護的是基本的人權，但宗教家卻

希望擴大每一個人最大的尊嚴與生命價

值。這價值就是愛，這尊嚴是從體諒他

人的慈悲中學會寬恕與原諒。

原諒是一種同理心，是一種無緣大

慈，同體大悲的大愛。將他人也視為自

己的親人一樣疼惜與不捨。但是這並不

表示要縱容惡與犯錯。我們的寬恕與原

諒必須也要激起他們的懺悔心，那才是

真正的原諒與寬恕之意。

原諒，是人類社會淨化的源頭；也是

和平祥和的究竟之道；更是療癒自我傷

痛最好的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