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和尚與小沙彌－因小果大，常存善心       林孟

毅 

 

＊場景：大殿 

 

悟光低著頭，一臉沮喪地走進大殿…… 

 

蓮：悟光，你怎麼了？為什麼看起來悶悶不樂的？ 

 

光：小蓮姐姐你聽我說，我覺得我做了一件壞事……。 

 

蓮：好，說給我聽聽看。 

 

光：就是我今天看到一個剛搬來這附近的男孩，然後他走路都一跛一跛的，王

大明就說他走路像烏龜，然後一直在旁邊笑他……。 

 

蓮：那應該是王大明不好啊！你為什麼說是你做壞事呢？ 

 

光：（沮喪地垂著手）因為我看到了，卻沒有去幫助他……我感覺自己好像是

壞人…這件事讓我感到很難受…佛祖會不會因為我沒幫忙而生氣呢？ 

 

蓮：（摸著悟光的頭）佛祖不會生氣喔！悟光很善良，看見別人有困難，心中

就抱著善心想要幫助，雖然你最後沒有幫到，但你卻有心想改錯，這讓我想到

一個故事，想聽嗎？ 

 

光：好！我想聽！ 

 

蓮：這是一個『比丘改過』的故事，釋迦牟尼佛有次來到一個偏遠鄉村要來講

述佛法，但遠遠就看到一個比丘態度，非常散漫、毫無品行，行為更是犯了僧

團規矩，而當這位比丘看到釋迦牟尼佛時，立即收斂自己的醜態，低頭有些羞

愧，但釋迦牟尼佛卻默默地走掉了。 

 

光：釋迦牟尼佛生氣了嗎？ 

 

蓮：並沒有喔！隔天釋迦牟尼佛在村子講述佛法時，這位原本散漫的比丘主動

走到佛祖面前，懺悔自己昨天的行為與態度，他說自從昨天犯了過錯，見到佛

祖之時，便起了懺悔之意，希望佛祖能夠責罰他。 

 



 

光：佛祖有懲罰這位比丘嗎？ 

 

蓮：其實佛祖早在看見比丘低頭之時，就已經知道他起了懺悔之心，所以佛祖

非但沒有懲罰他，甚至肯定這位比丘勇於認錯的態度！悟光，身為人，我們都

有可能犯錯，但「不怕犯錯，怕不改過」，雖然你這次沒有幫忙到，但你已有

了改過之心，下一次一定要幫助別人喔！ 

  

光：我懂了，下一次在看到王大明欺負他，我一定會挺身而出的，我要勇於幫

助那些有困難的人！ 

 

△老和尚聽到悟光與小蓮的交談後，走了進來。 

 

老：悟光，我聽到你們在說的事情了，你要記得「做人要常存善心」，我們學習

佛法，同時也是修身，古德云：「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有時

候你的一己之善，不僅能增加自己的功德，同時也能利益他人，欺負人的小朋

友們，也會因為你的善舉，了解到不應該欺負別人的。 

 

光：可是師父，我才只有一個人，我要怎麼利益那麼多人啊？ 

 

老：來，跟師父來庭院看看。 

 

＊場景：庭院 

 

老：悟光，你看著庭院的池塘湖面，你覺得有什麼動靜嗎？ 

 

光：（蹲下查看）嗯……師父，湖面看起來很平靜，沒有什麼動靜啊！ 

 

老：（蹲下並把手放進池塘）那現在呢？ 

 

光：哇！水面上都有一波一波的水痕耶！ 

 

老：其實阿，我們的善舉，就如同水面上的漣漪一般，或許只是一個小小的舉

動，但引起的漣漪卻能不斷的擴大，甚至擴大到整個湖面，這影響的範圍，可

是非常廣大的喔。 

 

老：（起身並摸悟光的頭）所以只要你願意先付出，做出善意的舉動，慢慢地

小朋友也會漸漸被你的善心所影響，你的一個善念、一個善舉都能讓周遭的人

心靈更加光明。 



 

 

光：我懂了！雖然看似微不足道，但其實影響深遠，這樣大家也都能常存善

心！ 

 

蓮：就像師父說的一樣，只要我們願意廣發善心，就能夠讓周遭的人們也體會

到佛法的精隨。 

 

老：是啊，就像你們說的一樣！而這種由小因而成大果的事情，讓我想到一個

故事。在佛經的記載當中，有一回，佛陀來到全是婆羅門種的一個國城。城主

聽說佛的攝受力很大，受教化的人很多，內心十分惶恐，害怕婆羅門的教理會

因而站不住腳，為了防止這個情況他預先發佈命令：「凡是供養佛、接受佛法的

人，重罰五百銀錢。」大家見了法令，都捨不得這五百銀錢，所以當佛與弟子

們一入城，家家戶戶都趕緊關上門。於是連續三日僧眾們皆空缽而回。 

 

光：那這樣佛祖與弟子們不就都餓肚子了？如果又有像我這樣貪吃的小沙彌，

肯定受不了的！ 

 

蓮：悟光除了關心大家沒飯吃外，還是要專心聽師父說故事喔！ 

 

光：好！那師父你繼續說！ 

 

老：到了第四天，有一位婆羅門長者的老傭人，一眼見到佛陀威儀莊嚴的形

象，油然生起恭敬之心，她很想供養佛陀，但是手上僅有的東西既粗糙又腐

敗，怎能拿來供養尊貴的佛，這如何是好呢？ 

 

光：佛陀會拒絕嗎？畢竟食物都腐敗了… 

 

蓮：我覺得佛陀應該會欣然接受吧？ 

 

老：就像小蓮說的，佛祖接受了她的食物並說：「由於她的虔誠，潛心拜佛，所

以能安樂於天堂！」，這就是因小果大的道理。」，老婦人的果報同於此理，施

佛的因雖小，虔誠清凈的信心卻大，所以得到這麼大的果報。 

 

光：想不到老婦人的虔誠，卻換來那麼大的福報呢！  

 

老：是啊，後來城裡的人都願意繳納罰款，連城主後來都被佛祖所感動了，接

受教化！  

 



 

蓮：一城的人從不願意到後來被感化，真是多虧了勇敢踏出第一步的老婦人

呢！  

 

老:是啊，所以做善事的力量，可是出乎你們的想像喔！這讓我又想到一個故

事，在宋朝時，有一名大官叫做衛仲達，有一天晚上，他的魂魄被鬼差帶到陰

間，陰間的判官吩咐手下將他生前做的好事、壞事的紀錄冊子都帶來，做壞事

的冊子可以推滿一間屋子，但記錄好事的冊子卻只有一捲。 

 

光：那衛仲達是個大壞蛋嗎？ 

 

老：他自己也有這個疑問，他疑惑的問主審判官：「我的年紀還不到四十，怎

麼會有那麼多的罪惡呢？」，主審判官接著說：「只要你心中一有惡念，罪惡

就會被記錄！」，衛仲達很失望，想不到他目前所做的善事，只有一捲，他很

好奇自己被記錄的是哪一件善事，主審判官告訴他，過去有次皇帝想要興建大

工程，但地處偏僻，勞民傷財，於是衛仲達便奉勸皇帝不要這麼做，但聽完之

後，衛仲達更不理解了，他當初雖然有奉勸過，但皇帝最後依舊興建工程，於

是這主審判官才為他解惑的說：「雖然你的建議並沒有被皇帝所採納，但你的

想法卻是善念，而且是真誠的，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是希望人民能夠免除勞

役！如果當初皇帝能夠聽進你的建言，你的福報會更大！」，而這也是為什麼

他的罪惡冊子比較輕，而善意的冊子卻比較重的原因，醒來之後，衛仲達就告

訴子女要端正思想，除去惡念，常保有善意的念頭。 

 

蓮：看來就算只是用想的，也不應該懷抱著惡念呢！ 

 

老：是啊，就算只是空有惡念，沒有去做，就有可能折損了自己的福報，然而

抱持著善心，這所帶來的力量，可是遠遠超過惡念的力量，就像佛經所說的：

「吉凶福禍，皆由心造。」，由這故事就能知道，只要去做了一件善事或惡

事，這後面帶來的結果是非常深遠的，所以我們平時就要「正念正行」，即使

自己不順遂，也要常存善心，切勿抱持不好的想法！ 

 

蓮：聽完這些，讓我想到，悟光，你記得上次我們幫一位老奶奶撿掉落的水果

嗎？ 

 

光：（舉手）當然記得啊！蘋果、橘子滾了滿地，那天還是大太陽，我們還先讓

老奶奶到樹蔭下休息呢！ 

 

蓮：是啊，前幾天我又遇到那位老奶奶，他還送了一些水果給我，我明天帶來

給你吃。 



 

 

光：真的嗎？我好高興喔！明天就有好吃的水果大餐囉！ 

 

老：哈哈哈…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就是你們種善因而得到的善果啊！ 

 

蓮：師父可真會比喻呢！ 

 

◎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福報自然會到！ 

 

 

 

 

 

 

 

 

 

 

 

 

 

 

 

 

 

 

 

 

 

 

 

 

 

 

 

 

 

 



 

                       老和尚與小沙彌-法螺奏妙音               林孟毅 

 

＊庭院 

 

光：（做出打拳姿勢）喝！哈！咿！看我的降龍十八掌！ 

 

老和尚與小蓮一起走來。 

 

老：悟光啊，你這是在做什麼啊？ 

 

光：（抱拳禮）拜見師父！請受徒兒一拜！ 

 

老：（有些驚慌）小蓮啊，這悟光是在做什麼啊？我怎麼都看不懂啊？ 

 

蓮：應該是在學功夫吧？ 

 

老：功夫？可是我沒教過他啊！ 

 

光：唉呦，師父，你也配合一下啊！我是今天在學校看了中國功夫的電影啦！

我覺得好酷喔！裡面也有很多跟我一樣理著光頭的小沙彌，每個人都會拳腳功

夫呢！ 

 

蓮：可是他們都是有學過專業訓練的演員，你這樣亂揮會受傷的！ 

 

光：反正我決定要當一個功夫巨星！就像是李小龍啊…這樣我一紅的話，就有

吃不完的零食了！ 

 

蓮：你的夢想竟然只是吃零食！虧師父教妳這麼多佛法，你卻還執迷於這些物

質啊。 

 

老：悟光，想成為功夫名星也可以，但你有辦法忍受他們的那些訓練嗎？不僅

要拉筋、還要每天跑步，光是要你打坐，你都會累了，這些或許更辛苦喔！ 

 

光：聽起來好像很累呢…光是看他們揮拳就能打破木板，感覺就練了很久呢！ 

 

老：是啊，其實你或許是因為一時的興趣，而想要鍛鍊功夫，但他們卻各個用

「心」在鍛鍊喔！ 

 



 

光：可是我每天也都很用心在唸佛經啊，但感覺還是沒有融會貫通呢。 

 

蓮：我想師父的用心，應該是運用自身的經驗與智慧，把自己所學的去學以致

用，雖然你每天去讀佛經，但也要試著去了解其中的真理，有個故事，恰巧證

明了用心的真諦喔！ 

 

光：哇！小蓮姊姊又有故事了，我要聽！ 

 

蓮：好！希望悟光也能從中體悟到一些道理，這是《法螺奏妙音》的故事，法

螺在佛教就是講經說法，在一個村子裡，沒有人知道什麼是「法螺」，有一天，

一名年輕人來到這個村莊，他起起手上的海螺，吹奏出了非常美妙的聲音，村

民們都很驚訝，就問說：「為什麼你的聲音那麼優美？」，年輕人回答說：「這不

是我的聲音，而是這個海螺的聲音！」，村民們非常驚訝，便拿起海螺，不停的

搖晃，試圖讓海螺發出聲音，但它卻一點聲音都沒有，這時年輕人才說：「海螺

本身不會發出聲音，而是需要有人用『心』吹奏，它才能發出各種動聽的音

樂，所以，凡事都要用『心』啊！」，雖然村裡沒人聽過講經，卻透過吹奏海螺

讓他們知道凡事都需用心的道理！ 

 

光：這位年輕人好聰明啊！利用演奏音樂來講述佛法，如果沒有小蓮姊姊的解

說，我還以為是魔法海螺呢！ 

 

老：哈哈哈…吹奏法螺也是需要專門訓練的，否則是吹不響的，具佛經所記

載，釋迦牟尼佛說法時，聲音宏亮，如同大海螺的聲音響徹大海，所以法螺之

音，也就是法音，若能聽到此音，眾生便能消除罪孽，往生後前往西方極樂，

所以悟光啊，雖然道理擺在眼前，但你若不肯用心，那也徒勞無功，只會勞神

傷財。 

 

光：說的也是，畢竟我也不是學習武打的料子，我還是乖乖地向師父討教佛法

好了！ 

 

蓮：悟光轉得真快，一下子就放棄要李小龍的夢想了！可是「師父引進門，修

行在個人。」，就算有師父傳授佛法，你也要認真學習呢！ 

 

老：小蓮的故事也讓我想到詩人蘇東坡的一首詩，「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

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琴並不會自己發出聲響，所以

放在匣子中，也聽不到任何的音樂，唯有搭配著能夠彈奏的指頭，才能夠配合

出絕妙的音樂，凡事只要能夠持之以恆，就能夠創造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光：可是師父，持之以恆真的好難啊，像我又要上學，又要學佛法，日復一

日，真的能夠學得會嗎？ 

 

老：當然能啦！古代有位叫「陶宗儀」的人，他參加進士考試，卻名落孫山，

但他並沒有因此氣餒，從城市搬到鄉下後，白天下田幹活時，一有休息時間，

他便拿起書籍來閱讀，由於鄉下很少再使用紙張，於是每當他有新的領會時，

他便撿起樹葉，簡單擦拭後，將自己讀書所學的知識與心得寫於樹葉上。 

 

光：他這樣子好辛苦啊！又要種田、又要學習，比我還辛苦呢！如果換作是

我，肯定早就累倒在大殿裡了。 

 

蓮：你還有睡午覺呢，陶宗儀可是無時無刻的學習，也因為他虛心求學，所以

他才能夠樂此不疲！ 

 

老：其實很多人的想法就跟悟光一樣，認為陶宗儀這樣子太累了，於是一直勸

他說，要不讀書、要不種田，兩者選一個，但對他來說，學習是非常重要的並

且快樂的，而種田是為了他自己的生計，兩者對他來說，缺一不可，於是乎就

過了十年這樣的生活，每當他寫完心得在樹葉上後，便將樹葉丟進甕裡保存，

經過十年，他的寫作已經裝滿十幾甕了，然後他就將這些樹葉拿出整裡編輯，

將內容都撰寫進書裡，寫了一本《南村輟（ㄔㄨㄛˋ）耕錄》的書籍，最後便

以此書成名，雖然他並不順遂，卻靠著對學習的毅力與對自己生活負責任的態

度，造就了他的功名，悟光，你覺得他的成功是為了功名嗎？ 

 

光：（摸著頭）我覺得不是…他好像比起功名，更注重在學習的熱誠上。 

 

老：這就對了，這道理就跟我們學佛法一樣，並不是為了消除業障，而是為了

離苦得樂，學智慧，讓自身將這些智慧運用到生活上，懷抱著慈悲心去救濟他

人。 

 

蓮：呵呵…悟光，我跟你說一個小沙彌的故事，能讓你更能感同身受喔！ 

 

光：也是小沙彌嗎？我要聽！ 

 

蓮：在一座寺廟中，有位小沙彌叫做一了，他是個容易放棄的人，耐性非常不

夠，只要一件事，他做不好，便感到氣餒，不願意鍥而不捨地繼續做下去。 

 

光：（尷尬地摸摸頭）這位小沙彌，跟我好像有點像呢。 

 



 

蓮：他師父希望能矯正他的問題，便在一個晚上，給了這位小沙彌一個木板與

一把刀子，跟小沙彌說：「你每天都要在這塊木板上刻上一條痕跡！」，於是當

晚刻下痕跡後，師父便把木板與刀子鎖進抽屜裡，然後每天晚上再拿出來給小

沙彌刻，而且師父每天要求只能刻在前一次的刀痕上，不能刻在其他地方，就

這樣日復一日、日復一日，就在某一天晚上，小沙彌一刀下去，厚實的木板就

這樣硬生生被劈成兩段，師父拿起木版的斷片說：「你應該沒想到你只用了那一

點點力氣，就能將這塊木板一分為二，其實人生的道理也是如此，成功並不取

決於你當下出了多少力，而是依靠每天一點點累積而成！」，一了小沙彌在聽完

師父的開導後，就決定不在輕言放棄，而是努力學習，不放棄！ 

 

光：（充滿信心）好！我現在要比以前更加努力學習佛法！絕對不要輸給一了！ 

 

蓮：竟然把一了當成競爭對手…悟光，我們學習佛法，並不是來比較輸贏的，

而是已修的善要增長，未修的善要修學，已造的惡不要再造，尚未造的惡不可

以造，較量心要建立在修行上面，互相請益、互相補足，精益求精。 

 

光：（不好意思低下頭）我知道了，小蓮姊姊…我們應該是來增長智慧的，而不

是來功成名就，論斷輸贏的。 

 

蓮：悟光學得很快喔！ 

 

老：哈哈哈…就跟小蓮說的一樣，我們更應該著重在修行之上，古德云；「事當

難處之時，只讓退一步，便容易處；功到將成之候，若放鬆一著，便不能

成。」 

許多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需要鍥而不捨，一點一滴的付出，才能

夠達到！這一點可別忘記囉！ 

 

◎不論事情大小，都該用心、恆心的去做。 

 

 

 

 

 

 

 

 

 

 



 

                 老和尚與小沙彌-波斯王巧遇四歲老人             林孟毅 

 

＊場景：大殿 

 

光：（拿著紙，走進來）小蓮姐姐、師父，你看，我寫的書法被老師打最高分

喔！ 

 

蓮：我看看！（接過來看）哇～悟光寫得好漂亮啊，書法上還引用了幾句佛法

呢！ 

 

老：悟光，你這樣很好，懂得學以致用，也不枉師父教你那麼多佛法了。 

 

光：（害羞地摸頭）沒有啦，那是因為每天都有師父跟小蓮姐姐說故事給我聽，

讓我從故事中學道理、學智慧，我才能寫得那麼順利，而且我寫的那麼好，連

王大明跟林阿虎都被我嚇到了，這種心情真暢快阿！ 

 

老：暢快歸暢快，但悟光，我們做人可不能被這些事情給綁住了，任何人都會

有虛榮心、得失心，而這一切影響我們心情起伏的，都是來自於貪心，一旦希

望自己擁有更多，而得不到時，往往也會產生出惡念，從而不擇手段，你可要

記好囉！ 

 

光：好的，師父的話，我會銘記在心的！對了！我還有一件事要說！（舉手） 

 

蓮：是關於什麼事呢？ 

 

光：就是我今天書法分數拿很高，可是有一件事很奇怪，那就是林阿虎跟王大

明他們都為我拿高分感到開心，還稱讚我，可是林小莉卻突然不理我了…… 

 

蓮：那林小莉是寫得不好嗎？ 

 

光：也沒有阿，書法一直都是她的強項阿，我看她也寫得很好阿，平常都拿第

一，只是這次比我低幾分，她好像就生氣了…… 

 

蓮：那有可能就跟師父說的一樣，林小莉的得失心太重了，所以無法釋懷這次

她分數比你低。 

 

光：（沮喪）怎麼這樣…好像是我的錯一樣…我還想跟她做朋友，不想因為這件

事吵架……師父，您有沒有故事能夠讓我去跟小莉說，讓她得失心不要這麼重



 

呢？ 

 

老：當然有啦，這故事叫《波斯王巧遇四歲老人》，佛還在世時，有一次波斯王

出城巡遊，騎在巨大的白象身上，身旁盡是隨從以及護衛，隊伍陣仗很大，而

行進途中，波斯王看見一名白髮蒼蒼的老人要過馬路，波斯王害怕這位長者受

到驚嚇，立即吩咐隨從：「停下來！停下來！」，為了能讓老人慢慢走過，而老

人遠遠看到波斯王時，也稍微停下，等看到隨從隊伍都停止時，才放心地慢慢

走過，這時波斯王看著老人，並以慈祥、溫柔的聲音呼換他說：「老人家，看您

白髮蒼蒼，年紀應該不小了吧！」，老人看向問他話的國王，用天真的笑容，緩

緩舉起四根手指頭說：「我才四歲。」 

 

光：（驚訝）四歲？那不是比我還小嗎？四歲他就白髮蒼蒼了，那我五歲的話，

不就變光頭了？ 

 

蓮：悟光，你本來就是光頭阿！ 

 

光：（害羞摸頭）對吼，差點忘記了。 

 

老：哈哈哈…悟光，你的反應就跟波斯王一樣呢，波斯王也震驚地說：「四

歲？」，國王心想這位年邁的長者，怎麼可能才四歲呢？但老人的眼神卻十分堅

定，然後說：「對！我才四歲！我在四年前過的生活，是很糊塗、懵懂的人生，

這不是真正的人生！後來幸運地得聞佛法，接受佛陀的教育四年，獲得重生，

所以是四歲！」，老人笑著繼續說：「如今，我凡事皆能放下，一心只想施捨，

運用我有生之年去付出！而在這當中，我才知道付出是一件讓人如此愉悅、快

樂的事情，不再與人計較，才體會到自由，遠離苦痛！也因為如此，我才能感

受到心無煩惱、身輕心安！這四年，我過得逍遙自在，這才是人生，所以我真

正會做人的年齡才四歲！」，波斯王從這老人家身上學到了一課，「沒有得失

心，就無煩惱，就能得大自在。」 

 

光：原來老人的四歲，是真正開始過活的四年，是修身、學佛法的四年呢！ 

 

蓮：是啊，但他也是因為這四年的體悟，才真正了解的世俗的鬥爭，只要放

下，就能過得更輕鬆自在。 

 

老：沒有錯，往往人們越是追求，越是受傷，我們只要懂得釋懷得失心，就能

夠獲得相對應的幸福感、自在感，越是真誠，效果越大。 

 

光：好！那我要跟林小莉說！我也要學習老人的付出精神，跟林小莉一起學



 

習，說不定下次我們的書法寫得更好呢！ 

 

老：悟光，你的想法很正確喔！就跟我們修行一樣，應該是互相請益、互相補

足，相輔相成，一起成長，然後充實內在，時刻為他人著想、付出，不受到外

在物質與鬥爭的影響，就能夠跟老人一樣，活得自在，得到心靈上的真富貴！ 

 

蓮：悟光這次寫得比林小莉好，或許對林小莉來說，是一種福報呢！ 

 

光：小蓮姊姊，你為什麼這麼說呢？ 

 

蓮：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這故事是《塞翁失馬》，有一位窮老翁，他家中只有

一名獨子與一匹馬，然而有一天，馬兒從馬廄中跑掉了，消失在山林之中，鄰

居聽到這件事後，對他同情地說：「你的馬走丟了，真是不幸阿！」，老翁卻

回：「你怎麼知道這是不幸呢？」，過了幾天，馬兒不僅自己回來了，身後更帶

回了幾十隻漂亮的野馬回來，鄰居們聽到此事後，紛紛跑來祝賀說：「獲得幾十

隻野馬，你真是好運阿！」，但老翁卻說：「你怎知道這是好運呢？」 

 

光：（攤手左右搖擺）奇怪，這些好事與壞事聽起來很明顯阿！為什麼老翁要這

樣說呢？ 

 

老：凡事都有一體兩面，因緣相生，有得有失，我們繼續聽看看小蓮怎麼說！ 

 

蓮：然後某日，老翁的獨子在訓練野馬時，不小心從馬背上摔了下來，變成了

瘸子，走路一跛一跛的，鄰居們便對老翁說：「唯一的獨子變成了瘸子，真不幸

阿！」，但老翁依舊說：「你怎能知道這是不幸呢？」，果然，事隔不久，國家的

督軍來到村子徵召所有青壯年去打仗，然後戰爭的結果打輸了，所有青年都戰

死了，只有老翁跛腳的兒子，因為殘廢而逃過一劫，所以後來有句話叫做「塞

翁失馬，焉知非福」，有些是看起來雖然是壞的，但或許才是好的，事情都要看

得仔細，或許結果是出乎意料的！  

 

老：就對林小莉來說，雖然他這次書法寫得沒有很好，但悟光如果願意跟他一

起磨練書法，你們兩個都能夠有所精進，福禍往往相隨相生，人生的福禍難以

預料，所以要懂得調適心情，放下得失心，要常觀止，止於慈、止於悲、止於

你的自性佛，懂得轉換念頭，如同善惡，往往一念之間，只要願意靜心去觀察

事物，無求的付出，我相信悟光一定能夠說服她的。 

 

光：好！我明天就去跟他說！希望我不會說錯話才好… 

 



 

蓮：悟光你一定做得到的，只要記住「得失是一時的，理想是一世的。」，不要

因為一時的得失而影響你的人生，真正的人生應該是自在的！ 

 

老：其實就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只要不被任何事物與事情給束縛住，

就能心境自在而無所住，而一旦你自身能夠做到，就會產生出智慧心、慈悲

心，即使身在紅塵，也能渡化眾人！或許一開始會有些困難，但只要嘗試不再

牽掛，就能忘卻這些得失、是非、你我的影響，而不會再煩惱不已。 

 

光：好！我一定可以的！對了…小蓮姊姊今天不是要帶蛋糕來給我嗎？ 

 

蓮：（驚訝）對了！我都忘記了！悟光，對不起，我明天再帶來好嗎？ 

 

光：可是…不行、不行，我要學著放下，不被蛋糕所束縛！（深呼吸動作）其

實蛋糕也沒有一定要吃啦… 

 

蓮：呵呵，看來悟光學得很快呢，為了獎勵你，我明天一定會帶蛋糕來給你吃

的！ 

 

光：真的嗎？太好了！ 

 

老：哈哈哈…看來悟光離身輕心安的境界，又拉近一些了呢！ 

 

◎放下得失心，就能自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