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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

（約公元前 563-前 483 年），

姓喬答摩，名悉達多。釋迦

為種族名，牟尼為尊稱，意

為“釋迦族的聖人”。他十

九歲時離家到雪山修煉苦

行六年，後在迦耶山菩提樹

下靜坐四十九天而成佛。他

是大梵世界的如來。他傳法

四十九年，當時有大弟子十

人和弟子一千二百五十人。

八十歲時在拘尸那河邊的

娑羅雙樹間涅磐，至今西安

法門寺還保存著他的指骨

舍利。 

釋迦牟尼在世傳法之

時, 佛教日漸興盛。有一批

婆羅門外道不滿，心懷毒

計，在舍衛城集議，密謀陷

害佛陀，他們收買了一個名

叫戰遮的女子假扮信徒。  

一日清晨，當信徒們在

祗園精舍作早課禮佛時，只

見戰遮從室內走出，並聽她

自言自語說：“昨夜在精

舍過夜。”這舉動引起群眾的

驚疑。  

經過八個月後，戰遮女鼓著

大肚子，又出現在精舍講堂上，當

釋迦牟尼佛正說法時，她突然起

立，指著肚子向釋迦牟尼佛責難，

要求安置她和她未出生的孩子。

一時群情大嘩，議論紛紛，釋迦牟

尼佛不動聲色地端坐著，就在此

刻，忽然咚咚一聲，一個小木盆從

戰遮女身上掉下來，原來一

切都是偽裝的，她只好狼狽

地逃跑了。  

    陰謀失敗後，外道們又

唆使一個名叫孫多莉的少

女，天天到祗園精舍聽經，同

時又買通幾個歹徒，在月黑

風高的晚上，將這可憐的少

女殺害。  

    第二天，外道們向官府

報少女失蹤案，要求搜查精

舍，結果在祗園精舍邊門發

現屍體，於是信眾又議論紛

紛，猜測她的被害，是否與祗

園精舍的僧眾有關。有些信

眾半信半疑減少至精舍聽

經，此事對祗園精舍稍受影

響，但佛陀宣稱，事實勝於雄

辯，殺人是兇惡的行為，惡行

必得惡報，因果是不爽的。  

    果然不久，那些歹徒因

分賞不均，引起內哄，被官府

逮捕，並招供系受外道們主

使，擬嫁禍祗園精舍僧團。犯

人都依法受到懲處。  

    真相大白，外道們的陰

謀徹底失敗，佛陀僧團的威望

遠播，四方前來求法者雲集。這正

是沒有黑暗的一面，就顯不出光

明的最佳寫照。 

在中國民間流傳了很多膾炙人口的

諺語，體現了人們的智慧和高尚的道

德。現在老人們有時也會說起。但是

隨著社會道德的不斷下滑，越來越少

的人明白這些話的真正涵義，或者只

是一知半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我在修煉法輪大法之後，從頭再

去看這些民間諺語時，方能真正明白

它們的內涵，很多諺語是很有道理

的。明白這些道理且能夠身體力行，

能夠使您的生活更加有意義。本文略

舉幾例，僅作拋磚引玉。  

 

“捨財消災”  

    古人或老人經常講一句話“積

德”，“缺德”或者“造業”。其實德是

人身體週圍的一種物質，與之相對應

的是“業力”。當人做好事或者遭受痛苦時，

就會積德；當人做壞事時，就會損德，積累

業力。德會帶給人幸福，而人的痛苦和不幸

就是由人的業力導致的。德和業之間是可以

相互轉化的。  

當人捨了財，遭受了損失和痛苦時，人

就會還掉一部分業力，從而積累德，可能就

使人避免了由於這部分業力帶來的災難。這

就是業力之間的轉化。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也是此理，

體現了德和業之間的轉化關係。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紅塵苦短，人生如朝露，事事變幻無

常，沒有永恒。時而高朋滿座，時而人去樓

空。當人身陷其中時，就會活得很累，執著

於其中痛苦不已；而明白者能夠超脫出來，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遇事能夠以平淡從

容的心態對待。  

 

“一個巴掌拍不響”  

世上沒有任何偶然的事情。矛盾的產

生是因為兩方都有問題。明白此理，當我們

遇到任何矛盾，不愉快的事情時，解決的最

好辦法就是先去看看自己哪裏不對，自己哪

裏做得不好，而不是一味地去找別人的不

是。只有這樣，才能“大事化小事，小事化

無事。”如果人人都能夠這樣去做，那整個社

會的道德就會提高。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無風不起

浪”，等諺語，也是此理。  

 

“為人不做虧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門。”  

做人很重要的一點是“心正”。一個行

善積德、不做壞事的好人，能夠堂堂正正，

無所懼怕，就算半夜鬼敲門也沒有甚麼可害

怕的。而經常做壞事的人，週圍都是陰性的

東西，遇個風吹草動就會戰戰兢兢，膽寒不

已。其實，自古“邪不壓正”，一個好人週圍

帶著正的場，邪惡是不敢靠近的。只有邪惡

的人或者思想才會招惹壞的東西。  

 

“傻子有傻福 ”  

這裏的傻子是指那些不計較個人得

失，心胸豁達寬廣的人。現在的人稱其為傻

子是因為人思想觀念的變異。其實“傻子”

才是最聰明的人，因為他不計較個人得失，

雖然被人欺負，經常吃虧，可是他得到的是

最好的東西---德。  

“吃虧是福”也是此理。 

當歷史還沒有被後人“一刀兩半”地分成“歷

史”和“傳說”的時候，“修煉”是人生活內容中的一

部份，不像現代人理解的是一個“附加”的概念。隨

著人類和神的距離越來越大，思想逐漸對神排斥的時

候，“修煉”才從人日常生活的內容中遊離出來。 我

們只要稍微掉換一下角度去看一看，就會發現歷史上

很多著名的詩人、文學家都是當時的修煉人。  

白居易(公元 772-846)，字樂天，是緊接盛唐以

後有名的大詩人。他的詩語言通俗、明白流暢，在風

格上自成一體(世稱“元白體”)。他積極倡導新樂府

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強

調繼承《詩經》“風雅比興”的傳統。《與元九書》為

其詩論綱領，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文獻。 他長

於各種詩體，特別是敘事長詩，其中《長恨歌》和《琵

琶行》是其代表作，而《長恨歌》則被詩評家譽為千

古絕唱。  

白居易在生時便詩名顯赫，受到舉國上下、甚至

國外的崇拜，而且其影響在歷史上經久不衰。白居易

一生寫過的“諷諭詩”比別的詩人都多，充分顯示出

他關心勞動人民疾苦、同情貧窮受難者的善良本性

(最有名的比如《賣炭翁》、《觀刈麥》以及《繚綾》等

等)，使人至今讀起來還能深切地感到作者善心的巨

大感化力量。特別難能可貴的是，在關心和同情窮苦

人的同時，他還往往能反躬自問，把自己的優裕生活

看作值得羞愧的事情。比如看到飢餓的婦女抱著小

孩，在麥地上撿拾別人收麥時掉下的一顆顆麥粒來充

飢，他便聯想到自己“不事農桑”還拿“三百石”俸

祿，而感到深深的“自愧”(見《觀刈麥》)。  

他的善念逐漸使他完全走上了修佛的道路。特

別是在晚年，他自號“香山居士”，成為一個不入廟的

修煉者。修佛使他明白了人世間的一切都是有因果關

係的，因此在遇到生活中的磨難時(他曾貶官到江州

作司馬)，就不會像常人一樣地過份憂愁和煩惱。而且

他對名利也逐漸地放淡，告誡

世人不可過份追求，否則自招

災禍，還語重心長地告訴世

人，許多人的痛苦都是自己的

言行招來的[1]。由於放淡了名利，看透了人生的真

相，因此他在修煉中進步很快，並修出了比較強的

“宿命通”功能。  

盛唐前後，許多朝廷命官和文人都修佛，其中一

些人也都知道自己的前世。白居易曾在一首詩中說，

“據說房太尉前世是個修佛的和尚，而王右丞(即大

詩人王維)前生是一個畫家；我也打坐入定，用宿命

通看自己的往世，結果發現我原來的好多世中都一直

與詩歌有著不解之緣”[2]。他在這裏告訴我們，原來

他的詩歌天才是在許多世中不斷地積累起來的。這一

說法為“天才”找到了最自然的解釋，並且也被當今

西方“輪迴轉世”的科學研究所證實。比如一個幾歲

的小孩能夠不學自會地開機動船，顯出非凡的“天

賦”，但研究發現，他前世是一個機動船的船長，有著

幾十年的駕船經驗。  

白居易不但修出了比較強的宿命通，他在修煉

中的體悟似乎也比一般人高。他在“讀禪經”中寫道，

“須知諸相皆非相，若住無余卻有余。言下忘言一時

了，夢中說夢兩重虛。空花豈得兼求果，陽焰如何更

覓魚。攝動是禪禪是動，不禪不動即如如。”  

詩無大詁，禪無定說。這首禪詩的境界還是讓讀

者自己去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  

注：  

[1] 白居易，“感興二首”：“吉兇禍福有來

由，但要深知不要憂。名為公器無多取，利是身災合

少求。我有一言君記取，世間自取苦人多。”  

[2] 白居易，“自解”：“房傳往世為禪客，王

道前生應畫師。我亦定中觀宿命，多生債負是歌詩。”  

本文所引諸詩，可參《白香山集》，王雲五主編

“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臺灣商務印書館，中華民

國五十七年九月臺一版；“感興二首”和“讀禪經”

載於 65卷，“自解”載於 68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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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白居易的修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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