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要懂得報恩，才會遇到貴人 

                                                             楊榮雲 監事 

    禍福源自於心造，心念啟惡，禍因即起，心念啟善，福因即到，所以福是造來的，

也是修來的更是惜來的。要先懂得知福從而啟，知福之後才會懂得如何付出，才能更進

階的懂得報恩，來去之間，福報在冥冥中增長，在增長中，扶你（妳）度過難關的貴人，

自然顯現出。 

    明朝正德年間，福建有位林秀才，上京趕考途中到了江蘇在一家客棧入住。當天，

土地神就托夢給店裡的掌櫃說，有位林秀才以後會高中，你要好好的招待他，這掌櫃的，

就聽了土地神的話，好好的款待了林秀才，並把土地神托夢給他的事，一五一十的說給

他聽。林秀才聽了，心中暗自歡喜，在睡覺前，思量了當官後的主意，他想：「等我當官

後，我現任的妻子，不管長相知識，都差人很遠，不配當官夫人，我一定要休了她，換

上一個。」動了這個念頭之後，土地神知道了，又托夢給這個掌櫃說道：「這個秀才，忘

恩負義、居心不良，想要當官後休妻，他因為忘恩，自然這個福報就註銷了，這次考試

沒希望了。」店主也將這事說給林秀才聽，後來果然沒有考中功名。其實在我們的太上

感應篇中，說明得非常清楚，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招，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及

引喻，人雖未做，但禍福之門在一念之中，已然形成。一惡之念，禍雖未至，福已遠離；

一善之念，福雖未至，禍已遠離。也說明了善念的重要性，本來修道就是要走在道上，

去培養福德，增長智慧，以印証大道，這樣的努力才不會白費。大道是什麼？其實引喻

的有很多，但在這千路萬道，回歸於原始，終究畢生離不了對尊長的遵師重道與奉敬，

先要有捨得，會捨得才會從內心感念出報恩心，以此隱喻。 

    像前文所敘述的，古人亦有說：「糟糠之妻不可棄，貧賤之交不可忘。」只有這樣，

天地鬼神才會起敬佩，才會遇到貴人。如果背道而馳，貴人也會離你而去，福報自然就

消減了。 

    能做人，一定有福報，才能做人，太上三元妙經中有道：「人身難得，中土難生。」

一言証明了做人的福報。那人活在什麼樣的狀態下，才是有意義的呢？我不假思索的認

定「活在感念與報恩的道上最有意義」，所以對師尊及父母，都要遵循這種思維，去定義

活著的方向才對。畢竟，沒有師尊對我等諄諄教誨，我等是修不成道的；沒有父母生我

們的肉身，我們也無道可修。一個是無上至尊；一個是第一功德主。切忌不要抱怨尊長，

是會損福報的。 

    有人問我，修道詠誦經文做功德，可以對父母報恩嗎？我答說：「迴向給父母是在感

恩父母，當然是在報恩吶，且是無上功德。更是最佳盡孝之道。」 

    其實一切的財富名譽、地位，都是外在的表象，惟獨德行，才是做人的根本，老子

道德經中有云：「厚德載物」，厚德才能載物，這說明了德行的重要性，如果厚德是千金，

那千金財富必定是千金人物所得，所以懂得感恩報恩的人，那終將遇貴人相助，福報必

定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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