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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在閱讀本文中，對於星雲大師（以下簡稱大師）在本文中講

到的一則公案讓我印象深刻，此一則公案值得我們深思與學習。大師

在本文中提到：「曾經有一個信徒，來拜訪一間寺廟的住持，年輕的住

持在接待跟他談話的時候，身邊站了一位老和尚。」 

年輕的住持跟老和尚說：「你去倒茶，請客人吃茶。」這個客人也有信

仰，心想，怎麼這麼年輕的住持態度這麼傲慢，對年老的師父口氣那

麼不好，心裡就有了成見，但自己是客人也不好說。 

正在忍耐的時候，年輕的住持看到老和尚泡茶來了，他又說：「你去切

一盤水果來，請客人。」老和尚一稱，是，就去切水果。信徒很想發

作，但是也不好意思，談話就草草的了事了。 

這時，年輕的住持對老和尚說：「等一會兒，你帶客人去吃飯，我先去

辦別的事情。」年輕的住持走了以後，信徒趁這機會就問老和尚：「剛

才那個年輕的住持，是你的什麼人？」老和尚回答說：「他是我的徒弟

啊。」 

信徒一聽，很驚訝說：「既然是你的徒弟，怎麼對你這麼沒有禮貌？」

老和尚就說：「不會啊，我的徒弟對我很好啊！」「怎麼好？你看，他

叫你去倒茶。」老和尚：「是啊！倒茶很簡單，他沒有叫我燒茶，燒茶

就比較辛苦了。」「可是他又叫你去切水果。」老和尚回答說：「是啊，

他只叫我切水果，沒有叫我種水果，種水果就很辛苦了。」 

這個信徒一聽，覺得奇怪就問：「你們的寺院究竟是師父大，還是徒弟

大？」「出家人哪裡還有談什麼大小，都一樣共同為常住服務，他年紀

輕，做重要的事情，我年紀老了，就倒倒茶、掃掃地，做一些輕鬆的

事情。」     

 

    在本文中另一則實際公案更是精彩，大師提到在弘法過程中，經

常要處理信徒一些夫妻相處或是家庭問題，在大師記憶裡印象最深刻

的一則就是台灣生命線的創辦人曹仲植先生。以下是大師回想此一則

公案的經過，摘要說明如下： 



大約是在五十年前，半個世紀以前的事。有一天，大師到北投的一間

寺廟找一個朋友，見到一群信徒站在那裡，互相交談，隨後進來一位

中年男士，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的樣子，一位太太看到我，就大聲的

說：「我先生來了，師父、師父，您叫我的先生拜佛好嗎？」 

 

大師一看，並不認識這一位曹仲植先生，而且信仰自由，怎麼能叫他

拜佛呢？但是礙於太太拜託我，大師又不能不回答，只有說：「妳先生

不一定拜佛嘛，他可以行佛。」曹先生看到那麼多的群眾，也難以下

台，聽到我這麼一說，馬上回答：「師父說的對，我行佛、我行佛。」 

後來，曹先生不但對佛光山在外國創立的道場，如美國西來寺等幫助

很多以外，尤其捐獻輪椅，不只百萬輛以上，幫助了多少行動不便的

人士。他一直都說：「我奉行大師的話，我要行佛。」因為這樣子，夫

妻對同一個宗教，有共同的理念、信仰，當然感情就非常的美滿了。

多年後，曹太太去世了，曹仲植先生也成為佛光山的榮譽功德主，活

到一百多歲才往生。從此一公案中，可見得，夫妻共建的家庭，若能

夠佛化、行佛，並能以佛法為主要的相處依循，此一家庭勢必和諧圓

滿。大師弘法期間為了幫助人家的夫妻和好，善意的語言規勸，無意

中，建立了佛光山的因緣。大師認為，身為一個出家人，對社會的關

懷，對家庭的照顧，對人家夫妻的祝福，能不用心嗎？此一真實個案

的分享讓我印象深刻。 

以上兩則公案讓我有以下幾點心得提出分享 

1.先生無論在外多風光、多有威權，回到家就必須放下在外的頭銜、

職稱，此一公案若能運用在夫妻相處應該是非常實用的。反觀當前台

灣社會的婆媳相處，若能像老和尚這樣的闊達、開通，那還有什麼婆

媳或是夫妻相處的問題呢？     

2.夫妻來自兩個不同家庭，因為在不同的生活習慣下長大，總有一些

不同的觀念看法，既然結婚了，就要相互的包容忍耐，相互的體諒，

相互的尊重。夫妻通過了最初的磨合時期，以後就不會彼此計較，你

就是我，我就是你，還有什麼問題發生呢？ 

3.人不講理，是一種缺點，而人只知講理，也是一種盲點。通常越有

知識的人，越相信講理就可行遍天下。講理也許可行遍天下，但若行



到家裡就不通了，而多年來的夫妻相處，有一深深體悟：家裡的老婆

往往就是不和你講理的人。 

4.本人在學術界十八年多的歲月，經常聽到一些 故事，有一些大學學

者，人稱教授，開會時儼然是一專家，面對一屋子的人演講，能引經

據典、侃侃而談，聞者莫不折服。但走進家裡，面對識字不多的老婆，

說盡天地間的大道理，說得唇焦舌乾，就是不能使老婆講理。因為不

少學者教授始終不明白一點道理──夫婦並不是講理的關係，而是講

感情勝於講理的關係，若能以「講感情勝於講道理」的方式相處，夫

妻相處才能圓融，要想想看，當時您所愛的她當初之所以會嫁給你，

豈因為你擅長講理哉？ 

5.夫妻相處要以愛才能贏得愛，以恨怨恨、嘮叨，只有加重愛情的裂

痕。已經作為夫妻的，不得不互相諒解彼此相處的關係。 

6.多年來夫妻如何相處？提供我的經驗分享：夫妻相處之道要善用佛

教中的四攝法-「佈施、愛語、利行、同事」，如何運用，說明如下：

四攝法裡頭的佈施，四攝法的佈施就是多請客、多送禮，夫妻兩個偶

而要常請對方，彼此送禮，則夫妻關係會更加融洽。愛語，是真誠的

關懷，關懷對方。利行，你所想的，你所做的，絕對是對對方有利益

的，對方所歡喜的。最後一條是同事，同事，譬如說共同建立一個家

庭，而且這家庭是全世界所有家庭裡頭模範家庭，你說這種事業多有

意義，這就是弘法利生。今天社會不安定，社會不安定原因在哪裡？

若要有效化解衝突，促進和平，必須從和諧的家庭做起。社會或國家

衝突的根本在哪裡？根本問題在家庭，就是夫妻不和，因為夫妻不和，

所以台灣社會離婚率這麼高。離婚率高，這個社會決定有問題，它不

健康，這個社會有病，就是社會的主要病根。  

    當年蘇格拉底一生誨人無數，就是與妻子說不通理。蘇格拉底，

智者也，尚有不逮，何況是我們一般人呢？每一株玫瑰都有刺，正如

每一個人的性格中，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份。愛護一朵玫瑰，並不是

得努力把它的刺根除，只能學習如何不被它的刺刺傷，還有如何不讓

自己的刺刺傷心愛的人是夫妻相處要重視的一個重要課題。至於夫妻

應如何相處才好？大師給我們的建議是：夫妻雙方最好是要有共同的

信仰，共同培植福德因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