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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生命最快樂？那就是知道如

何捨的人生。

從出生開始我們就一直在學習，學習

就是得到知識，得到如何求取，學習如

何把自己的自我建立起來，換句話說，

就是一連串堆疊累積的自我的工夫。原

本無知單純的幼兒，逐漸因為累積知識

及獲得能力而變得聰明，變得自我，也

變得比較不快樂。

印度詩人泰戈爾曾說：「上帝希望人

們在他的智慧中重獲他的童年。」反璞

歸真，回復單純，是一個人一生中最重

要，也是最困難的努力。

聽起來也許有幾分弔詭。明明孩童無

知必須獲取知識，到頭來卻又必須拋棄

一切已知己見，恢復單純。

第一次原初的『純』，的確是一種無

知，但是最終的『純』，卻是深具智慧

的單純，它必須經由努力學習而得來。

證嚴上人說：「捨即道場，憎愛斷

故。」捨掉慾望，捨掉一切雜念，捨掉

一切的憎恨，捨掉一切的小情小愛，捨

掉一切的執著及見解，捨掉自我成就感

的想望，捨掉受人崇敬的貪著，這多麼

困難！

為什麼人會變得複雜？ 
我們經常看到許多優質的知識份子，

平常相處都覺得很親切很和藹，也覺得

他們有理想，有觀點。可是當開始在一

些公眾場合談到一些爭議性話題，卻似

乎換了一個人。這種異質性其實大家司

空見慣，但為什麼人會有如此不同的面

貌或如此的複雜性呢？這種複雜性乃在

於人喜歡表現的比他人聰明，聰明比起

單純更容易引起社會的肯定及重視。只

要聰明仍然是一種社會的普遍價值，人

的複雜性就無法去除。

在世俗社會中複雜性常常被認為是

一種能力及強者的象徵。面對什麼環

境，什麼挑戰，就用什麼性格及作風去

解決。而那一些作風及性格在內在上經

常是自相矛盾。世俗社會強調的是結果

論， 只要有效， 只要成功，用哪一種

方法其實沒有人會有過多的批判。或者

批判又如何，勝者才能說話。這是令人

感到可悲及無奈的，也是世俗中常見的

人格之複雜性。只求成功，無須選擇正

確的、一致的、具原則的手段。

另一種複雜性是屬於我過去做新聞工

作的那一種，自認為夠複雜才能映照複

雜的世界。以前當新聞從業人員也常常

感受到自己性格的複雜性。這種複雜性

雖然並不是像前者一樣用來對付別人，

但卻常常被認為是記者本身必備的特質

之一。因為面對社會各種複雜的層面，

如果複雜性不夠，根本無法應付不同的

採訪對象。不管是學者、政治人物、企

業人士、一般民眾、社會菁英，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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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道，犯罪者，受害者，都必須面對，

都必須站在一個同理的高度去報導。所

以複雜性，經常被詮釋為是新聞工作為

了理解他人必要的一種傳播性格。

直到見到上人，你立刻覺得自己的複

雜性是十分的荒謬。面對上人的單純，你

立刻顯現你內心自相矛盾的成份，因著上

人的勇於單純，你會重新思索你人格的異

質性，並逐漸整理出自己最初的本性。

而如何找出自己最初的本性，那就是

捨。捨掉一切根本上相衝突的性格。你

不能一方面要追逐財富又要清靜自在。

因為追逐的本身總助長貪婪的心。你不

能一方面要追逐名位，又同時能無私的

幫助他人。因為追逐名位的本身正是在

修築自我的金字塔。你不能一方面渴望

濃郁的兒女私情，又同時能以大愛之心

愛天下人。因為私情的追尋正是對於愛

的能量最大的桎梏。

知道捨，知道解開捆綁，才是清靜自

在的本我、真我顯露的開始。攝影家阮

義忠的一句話再貼切不過：「人的一生

要活的快樂，就越要知道捨。」

捨掉內心自相矛盾的人格，捨掉希翼

人們崇敬及肯定的想望，捨掉一切的見解

及執著，捨掉偏狹的私情之留戀及沈陷，

我們的心會因為不貪著而自在，那種不被

自己的欲念及外在誘惑捆綁的自在。

捨，還必須捨棄被別人毀謗的恐懼。

做一件對的事不要因為怕別人不諒解，

怕別人會橫加阻撓就因此退卻。上人是

我一生中見過最勇敢的人。他的勇敢是

一種堅守原則的勇敢，不怕因為堅守原

則而因此開罪重要的人士或是因而失去

他人支持就心生退卻。這是一個人的勇

氣所能顯現的極限。 雖然得到眾人的

崇敬，但是連這一層都捨去。依法，依

原則行事，雖千萬人仍往矣的氣魄，是

捨的另一層深義。

雖然堅守原則，卻仍能謙卑逐步讓他

人理解他的用心，持續的完成他所想達到

的目標。正因為信念的產生是單純的從自

我內心出發，而不是因為他人之認同才確

信，所以它的力量才更恆久及巨大。

捨，這一字，是大丈夫的願力，是大

勇者的行止。是一個人邁向單純最好的

途徑。

捨，在先前的意義上是拋棄愛、欲、

見、著；但是捨的積極意義是給予，是

奉獻；上人不斷告誡弟子，有捨才有

得，能給予，能付出無所求，才能得到

真自在，真快樂。

能大捨之人，才是有巨大能量之人。

人能不斷的擴展大我，才能不懼於付

出，不吝於給予別人。從佛法看，捨的

最後境界正是佛陀所覺悟到的，宇宙世

間的一切本無分別。佛性，能含容一

切，照耀一切，何者能不捨，何者能不

給予？這境界誠如慧能大師所陳：「世

界虛空，能含萬色萬物，世人性空，亦

復如是。」

大覺者，正是大捨者。大能者，即是

大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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