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攜手連心護慈濟】 

因為關心才有疑心  闡釋慈濟十大 

(演講者：慈濟全球志工總督導黃思賢) 

 
◎前言 

慈濟目前在社會上、國際間受到廣泛的肯定和信任，然而仍有部分人士對慈濟有

所質疑。上人曾說「要感恩這些質疑的人，因為有關心才有疑心。」當質疑流傳

時，慈濟人一向抱持柔和忍辱之心去面對，他們不做任何辯解，也不因旁人的言

語，造成自己人生和慈濟志業方向的逆行，並將此當作砥礪精進與提升境界的動

力，一如既往地安守本份，純然無所求地做好服務人群的工作。 

 

地球上的任何生命體，只有彼此依賴尊重才能相互成長。慈濟世界的發展和成就，

有其值得追溯和研究的歷史淵源及深意，它長年不衰的愛心承傳是人類歷史的實

貴精神財富。從佛教而言，法門不分上下，只要是方便的教法引導眾生向善去惡

的都是好法門。不抱懷疑之心去對待別人的善念，就是對人性尊嚴的認同及對生

命價值的肯定。 

 

在因緣具足下，適逢美國分會執行長思賢居士於今年(1995年)元月初四回台灣 

隨師行，眾人紛向他請益，蒙思賢師兄以智慧、方便法門，將問題歸納為十項，

逐一解析，聞者莫不歡喜信受。本文作者懷著愛上人愛慈濟之心，提出自己心得

與大家分享，是希望社會大眾能深入了解慈濟而明辯是非，珍惜慈濟人的至誠和

愛心，也珍惜台灣這份豐厚的愛心存底。 

 

本文係八十四年元月十五日晚，思賢師兄應中部地區的委員、慈誠隊邀請，在台

中分會的演講內容摘要，經由靜淇師姊整理，演講者本人再作潤飾修正而成。限

於篇幅，作者不能充分運用佛理及授引佛典，以釋質疑，只能點到為止，對編者

及讀者來說，是為憾事。 

 

但通讀此文時，能讓質疑者解開內心的疑結，流言止於智者，不再以訛傳訛，讓

護持者更懂得生命的真諦，更願海內外的慈濟人都能心手相連護慈濟，不為各種

境界所轉，時時自我警惕，顧守心念，分分秒秒皆無散亂，自性明朗，擁有圓融

的智慧，菩薩道上永遠精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民國八十四年元月十五日 

各位師兄、各位師姊：阿彌陀佛！ 

 

每次回台灣我的感受都不一樣，這次隨師行雖患了感冒，但精神卻很好，充電也

充得非常足，其實在美國我們心心念著上人，而美國離台灣又那麼遠，看不到上

人要怎麼辦呢？只好把上人的精神慧命帶過去，因為上人是大慈大悲大智慧菩薩

的化身。 

 

今晚的主題「攜手連心護慈濟」雖然較嚴肅了些，不過大家都是慈濟人，當您遇

到某些問題或是聽到一些負面的聲音時，您該怎麼回答呢？今晚的主題就是要來

和大家探討這些答案。 

 

質疑一：慈濟人只修福不修慧？ 

常常我們會聽到有人說慈濟人只修福不修慧。其實我們首先要了解什麼是福？什

麼是慧？修「福」即是造福人群修諸善業，在人群中幫助眾生，慈濟人在濟貧布

施中進修八正道，以八正道為佛教徒修身正心的教條，這就是修「慧」。 

 

經上也說在植福的同時我們也可以得到智慧，什麼是智慧？智就是分別智、慧就

是平等慧。能夠分別善惡即為分別智，能夠對一切眾生怨親平等即為平等慧。 

 

就以我個人來說，認識我的人都知道以前我是如何的長相，所喜好的又是什麼？

我總認為錢是自己賺的，人生享樂要及時，但種種的享受卻帶給身體很多的痛苦，

學佛之後才知道原來在享樂中已造了很多的業。 

 

眾生愚癡，以為這個身體是真的，為了滿足色身的五欲，造了諸多惡業殺、盜、

淫、妄、酒，殊不知造了多少將來要受果報的惡業，這也就是佛陀所說的「迷」。 

 

看看「迷」這個字，十字路加上四撇，八個出口不知往哪個方向去，再加上走馬

旁，真是茫茫然不可知，迷情、迷財、迷名利…都是迷。慈濟人在從事救人的志

業中去迷守真，看破世間幻相，而能由迷轉悟，希望將來如佛陀般的成為覺者，

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所以慈濟人都是福慧雙修的，因為他們在力行中體悟佛法，行善具足佛法，就是

在修慧。能篤行佛道，真正的精進，就是福慧雙修。我剛說過要真正得到智慧，

一定要有分別善惡之心，且能平等地對待一切的眾生。大家仔細想想在慈濟中，

上人是不是無時無刻在教誨我們要分別惡善，而且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例如，有的師兄會說酒不能喝，我是不是可以喝啤酒？因為啤酒很淡。或是說我

可不可以喝米酒，因為那是米做的？上人說「不可以」如果這些酒都可以喝，那

還有什麼酒戒可言？這就是眾生迷啊！就因為我們有迷，才必須求明師，所以上

人告訴我們什麼不可以做，什麼應該去做！ 

 

以前我和朋友吃飯時，笫一道冷盤還沒吃完，兩瓶 XO就空了，如果繼續到今，

那我大概早就得了肝病或是往生了，又怎能站在這裡和大家講話呢？那也是一種

迷啊！迷戀短暫的快樂，可是現在就不會了，因為有分別善惡之心。 

 

做慈善工作中，我們還會學會感恩，比如剛剛在用餐時，洪師兄說他親去大陸廣

西融水賑災，才體會到生長在台灣是多麼有福報，實在太感恩了。以前不懂得感

恩是因為迷，現在知道感恩，知道災民與咱們是一樣平等的，這也是一種開悟啊！ 

 

修行是一點一滴的開悟，以前佛有一位很笨的弟子，唸了前句就忘了後句，記住

後句又忘了前句，可見他多笨！雖然很多兄弟都笑他，但佛陀卻安慰他，只叫他

掃地就好，而且教他如何掃好地。他每次掃地就唸「掃地掃地掃心地」，多年後，

他竟然因掃地而開悟，後來也證得阿羅漢果。 

 

像他這種在眾人眼中如此笨的人，都能經由佛陀的教化而開悟，何況能幸聞上人

佛法教誨的我們。我們能在從事慈善、醫療、教育、文化的工作，看盡了多少眾

生的苦難，從而體會到感恩、知足，甚至在師兄師姊的人事磨礪中學會容忍，互

相成就，懂得包容和善解，這不是智慧又是什麼？懂得道理，而又能付之於行動

才是真智慧。 

 

既然懂得知足、感恩、善解、包容，所有的佛法都盡在其中了，而且慈濟人布施

時間、金錢、愛心和智慧，這些都是體現慈悲喜捨的精神，而佛法也都在其中啊！

所以上人常言：慈濟世界是菩薩福慧雙修的訓練道場。其實「悟」就是找到自己

的心，以前我執迷於外，在上人力行的鼓勵下，我稍稍有了領悟，五年來，我只

為了一個救人利生的目標去做，做得法喜充滿。 

 

此外，慈濟人在布施中不單單是財布施，而且還無畏施、法布施，即以寬大的愛

心，柔和的態度，深厚的修養來對眾生，人家看了就起歡喜心，這些都是在行慈

濟菩薩道中修成的。所以真的慈濟不只修福，還修大智慧。 

 

質疑二：有人說慈濟佔取了大量的社會資源？ 

也有人說慈濟占取了社會資源，很多弱勢團體得不到幫助。錯了，慈濟是開發了

大量的社會資源。什麼是占取社會資源？以我個人為例，以前我是不是佛教的資

源？佛教的人口？不是。 



 

大學時代我是位基督徒，到了美國為了謀生也沒進過教堂，平常也只是隨家人信

奉北部的關渡媽祖，一般的民間信仰是有信無教，而佛教卻是有教無類。 

 

進入慈濟之後，我才知道原來佛教的教義是如此地好，因此我成為佛教的資源，

佛教的人口。諸位，如果沒有上人、沒有慈濟，我這個資源不知會用到那裡去？

不管我所捐的錢是多是少，至少我這個資源是慈濟開發出來的。怎麼可以說慈濟

占取了社會資源呢？ 

 

質疑三：慈濟目前已很有錢，應該去幫助別的弱勢團體！ 

諸位，什麼是弱勢團體？何謂弱勢？何謂強勢？二十九年前上人創立慈濟時，多

少人因慈濟是弱勢團體而去關心呢？上人在這二十九年中，千辛萬苦點滴耕耘，

才有今日獲得上自總統，下至販夫走卒的肯定的成就，而使海內外有這麼多人願

意加入慈濟，認同慈濟。 

 

在外人的眼中看來，今天的慈濟好像是強勢團體，不對啊！強勢，並不是指大、

指有力。所謂的強勢團體照理來說有的是正在發展擴大中的團體，也有的是被肯

定的團體，而弱勢團體應該是指因緣不足致使別人無法來支援的團體，或是別人

根本不知道的團體或是根本無法讓人相信的團體，所以別人不願意去幫助。 

 

我曾聽說有某慈善團體向慈濟請求支援，但私下要求我們不能公布，因為一旦公

布，其他的人不願再幫助他們了，像這種團體，又如何吸收外援而成長呢？ 

 

慈濟今天之所以被肯定，是上人二十九年來辛苦的結果，我相信您們和我一樣，

都是被慈濟所開發出來的資源，所以佛教界應該要感謝慈濟，因為有上人，才能

開發這麼多的佛教人口。慈濟是誠正信實地在社會上做利益眾生的事，只要是需

要我們幫忙的，我們都很樂意去做。 

 

再來也有人說慈濟現在很龐大，很有錢了，不要再捐錢給他們，把錢捐在別處！

諸位，所謂有錢沒錢是另一層面的問題，有些人很有財富，但卻活得像窮人一樣。 

 

看看很多美國人，他們給人的印象就是很有錢的樣子，其實他們每個月都是靠借

貸而活，汽車有百分之九十的錢是向銀行借的，房子有百分之八十的錢是向銀行

借的，甚至家俱和家電等等，有百分之八十也都是借貸的，每個月的薪水扣除貸

款以後的餘額才是生活費，您們說他有錢嗎？我看他們並沒錢，一旦工作沒有了，

這些東西都要被收回去。 

 



二十九年來慈濟四大志業所做的事情是那麼多，看看醫院、護專、醫學院的建築

是那麼地宏偉，我們又做了多少台灣慈善濟貧及國際賑災，慈濟的錢夠不夠呢？

當然不夠啊！報章雜誌的報導都說慈濟有四百多萬的會員，真正沒有中斷地護持

慈濟的會員只有二百多萬人，雖然會員人數不斷地增加，但由於外界時有雜音，

所以捐款的數字也減少很多。 

 

身為上人的弟子，我們應該知道上人的目標和作為，雖然錢數不少，但我們做的

事更多，所以我們的錢是不夠的，如果您的親友當中有人有些質疑的話，請向他

們解釋，慈濟過去及未來慈善計劃的落實，在在都需要善款啊！今天我們把錢捐

給慈濟，明天上人就能讓我們看到成果，也因此很多人樂意捐，假如今天我們所

捐的錢，不知要用到那裡，或是沒有地方用，你說還會有人願意捐嗎？ 

 

我們過年所拿的紅包，是上人出書的版稅，是師父的智慧錢呢！而別人所捐獻的

一分一毛都完全按捐助者的意願用之於社會。看看我們精舍的常住師父們，他們

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我們要認清事實，我們的錢雖然不少，但我們要做的事更多，

我們亟需更多的社會善款來支持。 

 

質疑四：有人說慈濟人以贖罪的心來捐錢，而且只與富貴人來往？ 

也有人會認為慈濟很多的榮董，或是捐錢的人都是抱著贖罪的心理在捐錢，因為

他們曾做了很多的虧心事。 

 

古人曾說過「人行善，不究其心；人行惡，不究其行。」此話怎麼說呢？每個人

都有嫉妒的心或是酸葡萄的心理，當一個人在做好事時，我們都會想要去研究一

下他為什麼要做這件好事。比如我在五年前進入慈濟時，就有人批評我說那個黃

某某啊！賺錢賺夠了現在想做大善人了，也有人說我沽名釣譽。還好我和上人的

緣很深，上人的一句開示，讓我心中的煩惱一掃而光。 

 

我一五一十地向上人報告我的心結時，上人只問我一句話：「你自己也以為這樣

子嗎？」我說沒有啊！上人說那你為什麼要問我呢？心中沒鬼為什麼怕人說話！

當年我是無所求出來做慈濟的。 

 

所以當一個人做好事時，我們不要去研究他的心理動機，當一個人做壞事時，我

們應該要去研究他的心，而不是去研究他所做的行為，這是古德先賢告訴我們

的。 

 

道理很簡單，不管是一千萬元、一百萬元或是一塊錢，想想看你要他變成善的資

源？還是惡的資源？一塊錢用到善的資源，總比一塊錢用到惡的資源要好吧？所

以就算他今天捐出這一塊錢是有贖罪的心理，我們也該鼓勵他，讚歎他。何必去



壓抑他、糗他呢？所以聖人說人行善不究其心。當然，做了壞事，想拿錢去扺銷

因果，也是錯誤的想法。 

 

很多人說慈濟為什麼要有榮董，這是不是名相！我們沒有錢可做榮董怎麼辦？上

人很有智慧，他知道會有很多這種聲音。要知道社會很多的苦難不是源自貧，而

是源於不均。台灣的生活真的很浪費，我從以前朋友的口中聽說吃頓飯一人一萬

元，十二個人吃一桌就十二萬元，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無所不吃、而

且只吃半桌倒掉半桌。台灣食客一年吃掉幾條高速公路！想想看，同樣一個人，

同樣出自娘胎，在台灣如此的奢侈浪費，而在衣索匹亞卻瘦得皮包骨，無以充饑，

這公平嗎？ 

 

上人是大智慧者，他認為有錢要有得可愛，不要因錢而使人討厭，其方法就是多

行布施結善緣，使有錢人善於用錢，用得妥當，福國利民，有益群生。他要讓這

些有錢人繼續造福，榮董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方便法門，讓他因為懂得惜福造福

做榮董，而生感恩之心，回饋社會，而不一味做守財奴，因為這樣就和窮人沒有

什麼兩樣。 

 

上人對這些有錢人是在「教富」，要怎麼教富？必須應機啊！很多有錢人不一定

捨得把錢拿出來，因此我們鼓勵富貴的人捐，希望他們來生還能繼續享有此福報。

慈濟對待所有人是持平等心的，佛陀在世時，有些弟子托缽專找富貴人家，有些

專找貧窮人，佛問他們原因，弟子答道：富貴的人這輩子已經富貴，希望他下輩

子更富貴；而貧窮的人這輩子已經很苦了，希望他有機會種種福田，下輩子變成

富貴的人。乍聽之下很有道理，不過卻都被佛陀責訓了。 

 

為什麼呢？佛陀說應該要「平等慈啊！」你走到那裡，因緣在那裡，就在那裡供

僧，讓人造福田。我們的上人也一樣啊！他並不是要我們重名相，而慈濟設榮董，

也只不過是為了恆順眾生而開方便法門，我們應該體貼上人的心，教富確實是不

容易的。因為他們缺乏勇猛的布施心，缺少斷慾去愛的勇氣，所以說富貴學道行

善難啊！ 

 

甚至有些人說你們是不是只跟富貴人來往啊！要知道慈濟的會員廣及社會各階

層，像金字塔一樣，真正廣大的社會資源都在底層啊！記得幾年前，我和上人到

中南部的一個鄉鎮，那裡菜市場的人一聽到證嚴法師來，都紛紛跑出來爭相和上

人問安或行禮，恭聽上人開示，可見上人的佛法理念是多麼深入平民老百姓之心。

我同時想到有錢人可以隨心所欲到他喜歡去的道場，而這些目不識丁，經濟拮据

的平民百姓，誰來度他們呢？ 

 



我們憑良心想想，慈濟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會員都是一般的老百姓，我們所做的事

情也都是為苦難的平民老百姓。這又怎能說慈濟只是和富貴人來往呢？有錢人有

此因緣，為慈濟吸引而能觀聽平民眾生的苦狀，起而救人，其中沒有攀緣和媚俗。 

 

上人這輩子有二件事情不做，一是不願意和人比較，二是不勉強別人做任何事。

諸位，有人逼我們做慈濟嗎？上人有逼我們捐錢嗎？現在要到醫院做志工，要到

國外賑災都還必須排隊報名呢！一個團體能讓大家肯定到這種地步，可見已獲得

社會的認同。 

 

質疑五：慈濟人不唸經、不拜懺漸漸遠離佛教了？ 

很多人認為慈濟既不拜經又不拜懺，好像已經漸漸脫離佛教，這種聲音我在國外

也聽到過，事實並非如此。譬如今天早上在靜思精舍，我們三點就起床做早課，

精舍每天都要做早晚課，每月二十四日上人在本會一定作藥師法會，並親自上殿

拜經迴向，祝福天下所有苦難的眾生和慈濟人。 

 

其實很多的慈濟人早上起床禮佛三拜，也作早課，以佛弟子自警自惕，晚上睡前

也禮佛三拜，反省當日的功過。有時形式上不方便，在心中禮佛，上人常說經者

道也，道者路也，經是走出來的，我們並沒有反對拜經，而且常常在拜經。精舍

的常住師父每年到美國，也引領我們拜大悲懺，拜法華經，修習佛法。 

 

很多人以為唸經要念給佛聽，其實經是佛陀告訴我們的道理，我們唸經是要修定，

知道經義而修戒定慧，啟發內心的善念，以發揮自性三寶的力量，如此才是拜經

的真義。 

 

能在佛堂拜經當然最好，但我相信慈濟人的拜經，都是隨時隨地在拜經，即隨時

調整身心。上人說過：「隨時攝心，就是隨時修行。」慈濟人在行菩薩道中體解

佛道，去掉煩惱，並時時注意自己的聲色，知足、感恩、善解、包容，何時何地

皆能修身攝心。 

 

上人的法是重視心性無形的修持。有形的是有限有量，無形的才是無限無量，為

什麼我們必須執著於在佛堂上或是某個時間、某個地點的拜拜才是拜經呢？ 

 

什麼是拜懺？懺是發露懺悔，懺悔是學佛重要的法門，也是人生改過自新的方法。

佛陀慈悲，給我們一個改過向善的機會，什麼時候可以懺悔？其實懺悔並沒有空

間和時間的限制，隨時隨地都可以懺悔，重要的是你要發自內心，通過心靈的告

白真心改過而且不二過，這才是真正的拜懺。 

 



舉個例子來說，兩個人同樣犯了殺人罪，一個懺悔而自首，一個不認錯而逃亡，

逃亡的人被抓回來，判死刑，另一個自首的人，將會減輕其刑，同樣的因不同樣

的果報，為什麼？因為緣不一樣，一個心念改過懺悔，一個執惡不改，所以好的

緣改命運，壞的緣遭惡報。雖然定業不能改，但心念轉變之後，命運就會轉變，

所以因緣果報的「緣」很重要，相信大家都聽過相由心生，命由心轉。 

 

上人的法應機，適合二十一世紀的現代社會，假如執持二千多年前的佛教規矩，

也許我不會入佛門，這次宣師父到美國，很多人要求皈依上人，但又無法回台灣，

上人說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們心中有我，知道我的法，且力行慈濟，就已經

是皈依了。 

 

我是在上人的面前皈依，他們在國外皈依，只要有心、用心同心，都同樣的啊！

所以說我們並不是沒有拜經、沒有拜懺，只是形式不同罷了，我們絕對沒有脫離

佛教。上人是「為佛教為眾生」才創辦慈濟，而慈濟的全名是佛教慈濟功德會，

在美國我們的人文學校、義診中心，基金會都是冠上佛教慈濟四個字，我們絕不

會忘本啊！ 

 

上人出家受佛陀教育的薰陶，他發大慈悲心為眾生，他又怎會忘記佛菩薩呢？絕

對不會。很多人說慈濟已變成慈善團體，離開了佛教，此言完全不正確。我們慈

濟各地分會靜思堂都有佛堂，連義診中心都設有佛堂，委員師兄師姊一入靜思堂

必先禮佛三拜，我們是不會脫離佛教的。 

 

另外有人說你們師父不接受供養，難道我們接受供養的人是錯了嗎？上人從沒有

說過接受供養是錯的，上人只是遵從百丈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精舍的

常住師父做豆元粉、蠟燭，自給自足，這只是靜思精舍常住的生活方式而已，上

人堅持慈濟的捐款專款專用，點滴不漏。 

 

何況經云：「供養有三，行的供養、敬的供養以及利的供養。」地球在轉，全球

慈濟人的腳步生生不息，海內外有多少慈濟人，以一份虔誠的恭「敬」心，力「行」

慈濟菩薩道。這即是對上人獻上無量的行的供養與敬的供養，上人不是不接受供

養，而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領受慈濟世界二眾弟子的無量的虔敬與力行的供

養。 

 

質疑六：台灣都救不完了，慈濟人為何要做大陸和國際賑災？ 

很多人都說慈濟為什麼要救大陸，大陸是我們的敵人，為什麼要做國際賑災，台

灣就已經救不完了？諸位，什麼是敵人，世界上沒有永遠的敵人，想想看第二次

世界大戰時，美國和日本是不是敵人？事實上當時轟炸台灣的是美國的 B29型飛



機，到底美國是敵人，還是日本是敵人？另外，為何我們要去咒詛台灣救不完了

呢？我們應常常祝福自己，能做一個幫助人的人呀！ 

 

上人曾言：「愛你的朋友，是應該的，愛你的敵人才是真正的大愛。」今天台灣

和大陸分離了四十幾年，這是歷史的悲劇，其實在台灣除了原住民以外，我們都

是從大陸過來的，以佛教輪迴觀，今天我們到安徽、到湖南、廣西或是其他省份

所救的災民，也許是我們累生累世生身的父母手足，或至親朋好友呢？如果用仇

恨的心去對待兩岸之間的歷史間隙，冤冤相報。作為一個宗教家，證嚴上人視眾

生平等，他的愛與關懷不分畛域、人種及膚色。 

 

可能你們在台灣沒有我們在海外感受得深，很多在海外的大陸省籍人士，他們本

來都認為上人是台灣人，講的台灣話他們又聽不懂，不太認同慈濟，但一聽到上

人要救大陸，他們都翹起大姆指說：唉呀！證嚴法師實在了不起，你們這顆愛的

原子彈炸開了兩岸四十多年來的心結和仇恨，這比千軍萬馬都來得強而有力，而

且不必費一兵一卒。 

 

有很多企業家問上人什麼是最好的投資？上人回道：「社會的愛心。」所以說大

家的一分一毛錢，上人都把它投資到社會的愛心。救濟大陸是上人的智慧，面對

風言風語，上人卻忍受委屈，勇於承擔。「一粒米中藏日月」，我們都是同文同

種，為何不能「半升鍋裡煮山河」呢？ 

 

台灣人現在最怕的是什麼？為什麼大家都在研究「一九九五閏八月」這本書，我

想大家心中都很清楚，但我們的上人就是一步一步地在解決問題，為什麼我們不

能和平、平安地共處呢？何況，在進行國際賑災的同時，台灣的濟貧工作從沒停

止過。目前慈濟在台灣仍對原有的四千多個長期感恩戶實施照顧，每個月也有五

百多個個案報來評估，我們都持續地在台灣做，從來沒有停過。( 總計 2007年

年度，本會國內慈善服務：總服務量為 7,244,815人次，投入志工 2,332,577人

次。♡慈濟大愛服務成果) 

 

國際賑災能夠提昇台灣在國際的形象和地位，為什麼我們不去做呢？要進入聯合

國就必須靠這些愛心的資源啊！在國外原本別人都瞧不起台灣人的，但我們到處

去助人救災，說來多令人佩服啊！台灣人在外能受人重視並不是我們有幾百億，

甚至上千億的外匯存底，而是我們的愛心展現在國際社會上，上人是真正在愛台

灣啊！他明知道會遇到很多阻力，但他仍堅持去做，這是大智慧者的勇猛與果斷，

我相信將來歷史將證明這一睿智的善舉。 

 



也有人說佛家講因果，那些苦難的人是來世間受業報的，去救他們幹什麼呢？生

病是受業報，你們為什麼要蓋醫院？有的甚至說蓋醫院是沒有智慧的布施。請問，

持這種觀點的人如果身陷病苦，是否會因此忍受業障的煎熬而不去求醫問診呢？ 

 

佛陀為什麼來人間，為什麼會有菩薩，因為菩薩所緣緣苦眾生，眾生因為迷，因

為病，因為苦，所以菩薩才來人間，如果你認為眾生都應該來此受業報，那菩薩

根本就不需要來人間了，人間也不需要佛教了，你說對不對？慈濟人盡本份去救

每一個可能被救的人，至於被救之人的果報則不是我們所應該考慮的。 

 

質疑七：慈濟為何要設制繁瑣十戒？ 

也有人批評說，佛陀已經制立戒了，為什麼還定慈濟十戒，甚至小如戴安全帽、

繫安全帶也要管。什麼是戒？佛當年為什麼要制戒？上人言：戒即是規矩，佛陀

在世時，弟子也出了好多事，所以他定了很多規矩要弟子遵守，佛也知道眾生因

為迷妄，所以造了很多惡業，所以他制戒，希望眾生能夠因持戒生定得大智慧。 

除了佛教基本五戒之外，為什麼上人還要如此苦心積慮地制定其他的五戒呢？想

想看，交通安全是不是很重要，去年我在花蓮過農曆年，春節四天中，就有一千

多位的病人被送到慈濟醫院急診，其中大多數是因為車禍。 

 

上人珍惜生命，所以一再叮嚀騎車要戴安全帽，開車要繫安全帶，有沒有用？當

然是有用的，以前我還沒做慈濟之前，開車一定不會想要繫安全帶，因為嫌麻煩，

甚至有時候因為路程短而存僥倖心理，上人制這個戒不但遵守者能減低生命危險，

而且又能利益眾生，當然是好的戒律了。 

 

又如孝順父母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做不做得到還是一個問題。上人告訴我們，父

母是堂上的活佛，到處去寺廟拜佛菩薩，而不孝順父母，那是沒有用的，也不會

有所感應的；你對外面的人很慈悲，對自己的家人卻不慈悲，觀世音菩薩同樣也

不會感應的。佛菩薩之所以會有感應，是因為你有真正的、表裡如一的慈悲。 

 

上人為什麼不要我們吃檳榔、抽煙呢？因為這些都會影響我們身體的健康，其實

這些條戒，也是很容易守啊！賭博之害，人盡皆知，而股票只能用於投資而不能

投機，因有了投機的心理，你的心就會隨股票的漲跌而起伏，何苦呢？多少人因

玩股票，簽大家樂而家破人亡呢？ 

 

上人所制的這些戒律完全都是因應目前社會背景之需，以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為

出發點。我是學法律的，好法當然是大家都能遵守的。上人的十戒，在在都是要

我們從本身做起。而且大家細細省思上人的每一條戒都是對弟子們殷切的叮嚀與

關懷，無量的愛心與悲心。 

 



其至有些人也批評我們不關心政治。大家要知道，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我們當

然關心，只是目前政治層面很複雜，而且政教合一是國家的悲劇，西方的歷史中，

有多少悲慘的史實如十字軍東征，是因為政教合一的後果啊！慈濟是宗教慈善的

團體，上人要我們深持中立的政治立場，除了使慈濟避免捲入相互攻訐的政治紛

爭之外，主要是造就慈濟人專心推展四大志業的清淨空間，方能結合各方善士形

成社會清流。 

 

上人今年的三願是人心淨化、社會祥和、天下無災，要達到這些目標，必須從淨

化人心做起。老子曾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

獵令人心發狂。上人所制的戒都是要我們好，要我們開啟一個清淨的人生。 

 

 

質疑八：上人禁止弟子跑道場，不准慈濟人聽經？ 

有人說師父禁止委員跑道場，或去聽別的法師講經，大家都好像把上人當神一樣

地拜，這個質疑我在國外也多次聽到。 

 

其實上人從來沒有說過委員不准跑道場，不准聽經，每一個慈濟委員當初授證時

穿上柔和忍辱衣，發願要左肩擔起佛教的精神，右肩擔起慈濟的形象，胸前顯示

個人美好的氣質，我們認同慈濟的理念，生生世世要追隨上人，以佛心為己心，

以師志為己志，從事慈濟四大志業。 

 

今天我把慈濟做好，若有餘力，順應善緣護持各方正信道場聽其他法師講經，這

也是一件功德啊！但以我來說，若一心做慈濟就沒有多餘的精力和時間跑其他的

地方了。 

 

上人要我們一心一意做成一件事情，幾年前，行政院新聞局邀請中外記者到花蓮

拜見上人，他們問上人為什麼能成就如此大的志業？上人答道：我一輩子一心一

意只做一件事，即是志在慈濟。而委員們也都一師一志地做慈濟，這是委員們對

上人發的願，而不是上人訂下來的規矩，都是我們甘願歡喜做的！ 

 

我前面說過上人不會勉強弟子做任何事，也沒有人禁止誰跑道場，但是我們會衡

量，如果發現自己跑道場之後，修行有偏差，那就必須趕快改正，我想慈濟委員

都應該有這種共識才對。 

 

當然有其他的機會再聽聞佛法，那也是福報，不過就我個人而言，看上人的書，

聽上人的錄音帶，然後聞思修，就已經覺得很沒有時間了。 

 



至於把上人神化的問題，有人批評很多人看到上人就跪拜，其實向上人頂禮跪拜，

是佛弟子對僧寶的尊敬，就像對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或是對父母鞠躬一樣，我

們是因為尊敬上人，感恩他造就慈濟世界，增長我們的慧命。五體投地本來就是

佛教的禮節，我們是將上人聖化而不是神化，師父他也是把佛陀聖化而非神化

啊！ 

 

上人是一位非常人性化、生活化的大智慧者，為什麼我會跟他那麼緊，因為他很

人性化，他做得到的，我若好好努力也做得到。佛教講究人性平等，他可以成佛，

我們也可以成佛。只要我們好好修行，我們也可以超越啊！百丈禪師也說真正好

的弟子要見過於師方堪傳授，我們的上人也一直在超越自己，身為弟子的我們也

要一直超越自己，如此才是上人期待的。 

 

質疑九：上人反對建廟卻在花蓮蓋大廟 (慈濟靜思堂)？ 

有人說你們師父不是反對人家建廟嗎？為什麼你們卻在醫院旁邊建了那麼大的

廟：靜思堂，首先我要告訴各位，上人從來沒有反對建寺廟弘法，他從不反對別

人做任何事，因為修行有不同的法門。 

 

慈濟所蓋的紀念堂，不是普通的廟，而將是集佛教、文物、經典及慈濟人文於一

堂的精神堡壘。上人曾表示，不管建成哪一座靜思堂，自己將永遠住在靜思精舍。

幾年前，在美國曾有一位大德當眾問蓋廟重要還是蓋醫院重要？他自己認為還是

蓋廟重要，因為廟是救心治本，而蓋醫院只是治標而已。乍聽之下好像沒錯，其

實這個道理欠缺時間及地點等條件的考量，試想一個待救的弱病之軀，如何求佛

聞法？總不能要一個斷臂之人不去醫院，而只跟著你唸阿彌陀佛吧！ 

 

法華經中說得很清楚，世上有很多的方便法門，先引人入內，然後再教你要修行。

我常說當年的慈濟醫院對我來說是慈濟的廟，我們的靜思精舍雖然很小，但我們

的心廟卻很大。其實廟的定義是什麼呢？是飛檐翼角雕樑畫棟的建築物嗎？不是，

我心中的廟，是能救人離苦得樂心有依止的精神世界。 

 

上人心心念念都是天下苦難的眾生，他蓋醫院救病苦，大家去做志工，是不是也

救了很多病人的心，難道這不是法布施、無畏施嗎？你說慈濟醫院是大廟也可以

啊！ 

 

慈濟紀念堂現在稱為靜思堂，這是師父感恩的殿堂，師父為了感謝天下的慈濟人

的護持，以及感恩那些苦難中被慈濟幫助的感恩戶。不只如此，紀念堂也是慈濟

志業的歷史見證，子孫後代可以從中了解前輩善的步履，展現豐富燦爛的慈濟文

化。 

 



所有文明的國家，沒有一個國家沒有歷史，他們把歷史文化保留下來，同樣的我

們慈濟也要把文化留下來，更重要的是上人希望這個感恩的殿堂將來成為國家重

要的研究佛教的重鎮，它也是東部唯一的國際會議廳，有各種語言的同步翻譯。

甚至若有外教人士來開會，我們亦會權宜方便地遮住佛像，如此表現佛教的包容

量，也提昇了台灣的國際地位。所以上人花了很大的心血，一點一滴地設計，他

要讓這棟有形的硬體，表現出無形的佛教精神。上人「為眾生」蓋醫院、蓋學校

等等，而「為佛教」就是蓋這間感恩的精神堡壘─「靜思堂」。 

 

質疑十：有朝一日上人不在了慈濟將怎麼辦呢？ 

這個問題相信慈濟人都很關心的，有人說現在慈濟這麼大，做得這麼好，萬一有

一天上人離開了，你們要怎麼辦呢？各位，佛陀離開我們已經二千多年了，為什

麼佛陀精神仍然傳承至今呢？菩薩也早已不在了，為什麼我們還能行菩薩道呢？

身命並不重要，法身才重要啊！法身、慧命、精神最重要。 

 

只要能傳承到上人的慧命和精神，上人在不在並不重要，問題不在上人，而是在

我們啊！舉個例子說上人來台中時，你們做慈濟，上人沒來台中時，你們也照樣

做慈濟，不是嗎？上人從沒到過美國，可是我們在美國做慈濟也很用心啊！ 

 

我常說美國分會沒有一樣可以跟台灣慈濟人比，只有一樣不同，那就是上人從沒

到過美國，我們也照樣做慈濟。這也是一個見證，見證上人的色身不一定要在，

他不在我們也同樣可以做好慈濟，只要我們能把握其精神和慧命。這個問題上人

都不擔心，我們也不擔心。 

 

慈濟的事，慈濟的話永遠講不完，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解釋完全這些問題。以一

個上人的海外弟子來闡釋這些質疑，我只是想盡一點個人的心力。身為慈濟委員，

對於別人的疑問，我們不能不去尋找正確的答案，以上所說的話，完全是我個人

的見解，假如有不恰當的地方，歡迎各位批評指教。 

 

另外，有機會各位去回答別人的問題，記住一定要聲色柔和，要注意慈濟的形象，

我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至少要讓人家對慈濟人的聲色刮目相看。 

 

上人曾說過：不求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我們只要本著慈悲喜捨，誠正信實

的理念和精神去做就對了。希望大家好好地把握當下，交出漂亮的人生成績單惜

緣惜福，這份成績單不是呈獻給上人，而是給我們自己，祝福各位都成為上人窩

心又安心的弟子，都是道道地地的慈濟人，每天精進不懈怠，如此人心就能淨化，

社會就會祥和，期望天下也就無災難。 

 



海外的慈濟人就像是樹木的枝葉，需要根部的滋潤，你們的強固，是我們茂盛的

資源，希望有一天海外的根能和你們在地底下相連，精神在空中相會，但願全球

慈濟人，有緣在此相知相會，讓我們共同發願生生世世手連心護慈濟。 

敬祝大家日日精進，福慧增長，阿彌陀佛！ 

 

 

註一：本文演講人黃思賢師兄現任慈濟全球志工總督導。 

註二：本文為慈濟美國芝加哥分會底特律聯絡處輸入建檔 蔡依臻 2004/3/31。 

本文演講人黃思賢師兄現任慈濟全球志工總督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