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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技發達的現代社會，人類對於物質生活的夢想早已實現，但是，人們仍然活

得不快樂，個人及社會問題彷彿比過去還要多，甚至全人類的生活空間也面臨危機。

許多國家已經發現這個問題，認為人類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必須進行改正、重建，個

人的生活品質與社會的健康必須提升，關鍵因素就在於道德觀。 

 

知足 自在如意 

 

  三千多年前，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體悟到人生最高的真理，猶如從無始以來

的夢中覺醒，嘆曰：「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自

證得。」每個人都有本具的覺性、慈悲與智慧。因此，佛陀唯一的目的，就是令一切

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讓一切眾生找到真實的自己。 

 

  不覺的人，好比活在自己的夢中。因為看不清楚，所以妄自訂了一些目標，又在

追求的過程當中自造種種苦因。每個人都希望萬事「如意」，但由於不覺、由於知見

的偏差，錯認富貴就能如意，用一輩子拚命地追求錢財及物質的滿足。然而，好一點

的車子、舍宅，真正能給我們的是什麼？德國十大豪富之一的富商將公司所有的資本

錯誤投資而失去一切，因為無法面對如此重大的衝擊及責任而自殺。佛言：「心無厭

足，唯得多求，增長罪惡。」社會、全球的種種問題也是從此而來。 

 

  「少欲無為，身心自在」，所謂的「如意」即是身心自在。能知足少欲，能行「

覺」之道，對自己真正的目標、當下的內心狀況及一切外在的人事物愈清楚，自己的

一生就會愈來愈光明。佛陀的教誨很實際，例如受持五戒，教我們從日常生活中做起

，漸漸地覺察到自己的不足、錯誤的行為，乃至於內心的動機，而從根本上改過遷善

。同時，也能覺察到自己的哪一些作為傷害到他人。因此，善持五戒，就是有道、有

德的人。 

 

持戒 克念則聖 

 

  以不偷盜為例，所謂「盜」，即是不經他人許可而自取他物。這一條戒可以引導

我們思惟「覺」的道理。例如，想像有人偷我們的東西，或是擅自使用我們的物品、

騙我們的錢財；自己失去錢財，一定會很苦惱、生氣。因此，我們也不忍心引起他人

的痛苦，這就是佛法的慈悲。受持不偷盜戒，能獲得他人的信任及肯定。此外，偷盜

是由於貪心，錯認得到多一點錢就等於得到快樂。了解因果的道理之後，就會了解到

，起貪愛、執著的心，必定會得到苦果，何況是去偷取他人的財物？藉由持不偷盜戒

，就能解脫貪愛煩惱、避免苦果，而得到自在。因此，觀照自己的心念，以及觀照眾

生的苦，並將這一條戒的範圍擴大，就能夠覺察到，僅僅持一條戒，所影響的層面極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