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寬厚與放下 

                         ★楊榮雲 監事  ★ 

這是一門值得學習的人生功課，每個人對此的定義都有不同的

解釋，也無法在紙上談兵就能做到，唯有在自己的內心深處，

時時內省與反覆的教育自己，才能深入精髓，並真正做到寬厚

與放下。 

然而所謂的寬厚，指的是對一切的人事物，能忘無所忘及瞭解

捨與得並存之理。就如每個父母對小孩子的期待來說，自孩提

時，含辛茹苦的拉拔長大，殷殷切切的期待孩子成龍成鳳，總

是希望小孩有輝煌的成就，等待孩子長大以後，他的能力不如

期待中的有所成就，做父母的也能適度的調整自己的心態，只

要看見孩子在身心兩方面都很健康且平平安安的活著，父母也

知足了，並不會因為他沒有甚麼成就而放棄他或對他失望，無

論他處在甚麼樣的狀態，總是對他不離不棄，這種親情的寬厚

與父母的期待即是寬厚與放下的一種最佳註解，是無價的。 

現今社會環境，對於他人所犯的過失，選擇原諒的方式，仍有

真心與寬厚，在這個人人注重名利，凡人事物都以秤斤論兩來

衡量輕重與價值，而決定是否與其往來的年代，也有樸實的人

不以名利做為人生的價值標的，只重視品性與道德，那怕只是

稍有差池，甚至是嚴重的傷害，也能以寬厚的胸襟，來選擇原



 

 

諒。我們有時也會看到社會輿論抨擊那些犯錯的人，言詞常常

都非常犀利且不留餘地，但還是有寬厚的人願意原諒，選擇放

下，留下一片人間清淨之地，給有過失的人有懺悔與改過的空

間，並且好好的成長與修行，如能因此成就一個道器，不也是

一樁功德。那這塊地，不也就是人間淨土嗎？更是塊風水寶

地，所謂福地福人居，不也就是這個道理。這樣的宅心，也叫

做修福善田吧。「放下」，除了字義以外，另一個層面的意思，

即是「捨」。也就是說好也由它好，壞也由它去，心境不隨境

轉，內神不出，外神不入，如理而來亦如理而去，如此我又有

何牽掛，又有何可懼之處呢。我等入世皆為善盡本份與肩負道

家責任而來。師言有訓：人心不死、道心不長。所以奉勸人人

要煉，而煉的定義就是「放下」二字。 

就以新手父母說起，小朋友從出生到學走路時，總是害怕他

（她）跌跌撞撞傷痕累累，費盡心思保護得好好的，然而一旦

保護過頭，反而會影響小朋友未來的成長，無法獨立自主，往

後的歲月，恣意妄為…或成為媽寶…。殊不知，這是新手父母

要學會放下的第一次。像西方思想，新手父母卻是捨得放手讓

小朋友去試，在他（她）們學習摸索事物的過程中，永遠不會

在第一時間去保護小朋友，等到跌倒受傷後，才會告訴他（她）

們說這個如何不行，那個怎樣不能摸。這是中西思想不同所產



 

 

生的教育結果，其意義在告訴新手父母學習放下的起點。另一

個層面的放下，就是在社會上歷鍊的修行，沒有經過這林林總

總的經歷，就沒有深思的體會，如：家人疏離、朋友背信棄義、

事業失敗、……種種逆境的發生，然而在那當下，除了負面的

情緒表現以外，並無實質的方法可去改變，我等何不先選擇放

下，來跳脫逆境，並冷靜思考整件事情的原委，就能明白一切

逆境的敗筆，才不致在死胡同中原地自怨自艾。所以放下的含

義是與「捨」中有「得」，如此而已，我們要知道，轉換心境

是善待親人和自己的最佳原動力。或許人生的修行功課，每個

人不盡相同，如同寒天飲冰水，冷暖自知，而當一個人真正體

會出箇中滋味時，所轉換的氣質，才能釋放出真實的寬容與放

下。 

所謂人性本善，其實當一個人決定放下了，就再也沒有罣礙

了，因為善良的人始終是善良的，反而為惡之人若不及時懺悔

則必厄運纏身，屆時，時空也已飛逝，焂間原不原諒也不復存

在兩者之間，所以奉勸有智慧覺悟的人，一旦踐踏了善良的

人，隨之惡運……，就出現在你身邊了。 

福兮禍伏之；禍兮福傍之 

忠心謹慎，此德義之基也 

虛無詭譎，此亂道之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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