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佛救心

胡慧盈 

背景提要

　　A國一度貧窮，但民風淳樸，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國民憨厚知

禮，熱情誠懇。近年來，雖經濟迅猛發展，但道德日漸淪喪，人情日

漸淡薄，從商者唯利是圖，為政者中飽私囊，人人麻木冷漠，貧富差

距與日遞增，社會矛盾越發激烈。身為A國主席，我雖痛心疾首，卻

力不從心，特發《求賢令》，求大賢救我A國子民良知於水火。然， 

《求賢令》已發半月餘，卻如石沉大海，杳無回音……

　　這日，我再度雙眉深鎖。報紙上，「X市校車車禍致21名兒童死

亡，校方為節省開支嚴重超載」、「兩歲女童慘遭貨車碾壓，十餘路

人漠然旁觀」等醒目標題讓我怒從心起。21條鮮活的生命啊！未曾綻

放，卻已夭折，難道我A國子民都已到了如此不可救藥的地步嗎！

正文

　　正在我悲憤之際，門口傳來一句：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1　看閣下神色，就知這君子三

道，您一件都沒做到。天下，危矣！」

　　我抬頭，說話的老者竟是孔聖人。連忙起身，奉茶問道：「不知

孔聖駕到，晚輩才疏學淺，痛莫能助，煩請您老指點迷津。得您這飽

學大儒相助，人倫復興，指日可待！」

1	 《論語》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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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老怒道：「巧言令色，鮮矣仁！2　我遠道而來，豈是為了你的

奉承？讀了《求賢令》和近日新聞，才知堂堂禮儀之邦已淪喪至此，

老不得養，幼不得護，追名逐利，蠅營狗苟，身為一國之主，你可 

知錯！」

　　我微微怔住，孔老夫子不是最重禮節，我以禮相待何錯之有？

　　看老人滿面嗔色，我突然醒悟，禮不過是仁的外在形式和實現手

段，如今A國仁義盡失，他必以我是無道昏庸之輩，折騰禮儀教條只

是東施效顰，自取其辱罷了！

　　趕忙正色道：「孔老，非我假仁假義，如今A國子民忘記了您 

『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3　的古訓，晚輩也實在痛心，請孔

老務必助我，重振千古禮儀之邦！」

　　孔老神色稍緩。我亦鬆了口氣，凝神恭聽。

　　「我知你也非庸人，只是如今天下比之幾千年前實在繁複太多。」

　　「是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4　早已過時，更何況如見死

不救這般道德淪喪之舉，不比殺人縱火等有形之罪，就算施以刑罰，

也只是治標不治本……」

　　孔子撫鬚道，「後生可畏，5　想不到你還善古為今用，只是忘了萬

變不離其宗。依老夫之見，如今天下，也不過『禮、仁』兩事矣。」

　　「願聞先生高見。」我激動萬分，連有人進門清潔都毫無察覺。

　　「首先，制訂當代君子之禮，全面推授。人亦分九等……」

　　「孔老，如今是民主社會，人人平等。」

　　「哎，此等依道德品行而分，自幼累積，行善則進，冷漠無心則

滯，為惡則退，五等以上方能從商，七等以上方能為官從政，九等方

能為師傳道。」

2	 《論語》1.3。
3	 《論語》4.5。
4	 《論語》12.11。
5	 《論語》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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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前一亮，「如此甚妙！」

　　孔子又道，「此禮漸行，只怕許久才能形成輕利重禮之風。雖見效

緩慢，卻能根治。而你，更要賞罰分明，『舉直錯諸枉，則民服』。6 

前期禮節制訂，萬不可疏忽兒戲。孝悌當為根本，之後方能如孟後賢 7

　所說，『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8　關懷身邊萍水相逢之

人。到時，仁就水到渠成了。」

　　「此禮終入人心之日，就是我A國仁義回歸之時！仁遠乎哉？欲

仁，斯仁至矣！9」我越發興奮，彷彿已看到A國的光明前景。

　　「然此計尚有不足，『唯上智與下愚不移』10，只怕禮義教化再深

入，仍有頑固之流，就只能輔以刑法了……」

　　我頻頻點頭。

　　「縱使人人守禮自束，只是一個個孤立的君子，人與人之間貌合

神離，距真正的和諧還差得遠。」一旁的清潔員一鳴驚人，引得我們

同時循聲望去。

　　「你是何人，在此妄語？」孔老急道。

　　終是時代所限，孔老腦中身份有別的觀念還沒完全消除。我忙起

身恭敬地問，「敢問如何稱呼，有何高見？」

　　那人抬起頭來，與我從容對視。明明萍水相逢，親和慈善的目光

卻似曾相識。

　　「我只是一介掃地的平民。您日理萬機，求賢若渴，是修行；

孔聖人在此進言，是修行；而我在此掃地，也是一種修行11。不去苛

求結果，只是為做而做，卻已是對A國的一種貢獻。其實任何人都不

6 《論語》2.19。
7	 此處指孟子，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
8	 《孟子•梁惠王上》，大意為：對待他人的老人幼兒，就像對待與自己有血緣關係

的老幼一樣。

9	 《論語》7.30。
10	 《論語》17.3。
11	 化用自一行禪師著，《般若之心》，〈三種禮物〉，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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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庸人自擾，只要做好自己的修行，A國就不會落到今日田地。您說 

是嗎？」

　　我不禁凝神，這看似樸實的話語裏，其實暗藏了許多禪機，這位

莫非就是……

　　未待我發問，孔老卻上前道，「三人行，必有我師焉！12　剛才恕 

老夫失禮！閣下似對老夫之言另有高見，丘願聞其詳。」

　　「不敢，只是在下認為，現今A國人的行徑，倒不一定是出於禮

數盡喪，不過是未『空』罷了。」

　　「哦？敢問何謂『空』？」

　　「所謂『空』，是空掉了一個獨立的自我。13　A國人民拼死斂財，

是怕如有病難，不得他人相助；責任淡薄，輕賤他人生命，是未認識

到人與人之間，本就是互即互入14　的，以為自己活得瀟灑便可不顧他

人死活。身處危難者不得他人相救，他日又怎會去救人，怎捨得施捨

自己的財富給貧窮之人？如此惡性循環，終至今日境地。倘再行禮儀

分等之策，只怕更加劇人與人之間隔閡，和諧美景，永難實現啊！」

　　孔老若有所思，我接着問，「那冷漠和惡行，該如何消除呢？」

　　他微微一笑，「善與惡，同宗同源。15　難道你我就是全善的？他們

就是全惡的？那些孩童慘死，我們就無責任？奸商當道，亂臣作歹，

你我就能從這些罪過中全身而退？」

　　我更加迷惑，「若你我都有惡，如何為善？」

　　「還是一個『空』字，讓A國人都空掉自我，便知『他人疾苦，

便是我之疾苦，他人幸福，即是我之幸福』。如此，哪還有富不濟

貧，見死不救，爭名逐利，欺上瞞下之舉？」

12 《論語》7.22。
13	 化用自一行禪師著，《般若之心》，〈空掉了甚麼？〉，7–15。
14	 化用自一行禪師著，《般若之心》，〈互即互入〉，2–5。
15	 化用自一行禪師著，《般若之心》，〈善惡之縛〉，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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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老豁然開朗，「這正是君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16　的恕啊！」

　　「說來簡單，只怕實施會比禮更為艱難。」我沉思一陣，突然茅

塞頓開，「色即空相17，獨在心中一念。何不將空之論與孔老的禮法內

外相濟。以禮為表，讓人們先慣於行善與被助。期間善行，雖出於禮

的束縛，卻也皆是功德。同時引每人每日禪思一陣，交流感受，長此

以往，其動機即會由禮轉化為互即互入的『空』念，如此一來，豈不

表裏兼治？—等等，莫非閣下，就是佛陀？」

　　可方才還微笑頷首的那人早已消失無蹤。

　　孔老也起身，「後生，我也去了。方才許多，可用心記住了？外

儒內佛，表裏相濟，如此方見A國之明天。」

　　我深鞠一躬。

　　今日字句，必銘記五內。昔我民以良知換富貴，今我以儒佛之法

救A國萬民之心。願A國早日回復禮儀之邦，還萬民一個和諧家園，

有此一日，夫復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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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短評

　　慧盈同學以「儒佛救心」為標題，以主席一道「求賢令」為設

局，展開A國的故事，文章的載體是古雅明快的短句，主題卻是當代

貧富懸殊、人心冷漠的社會現況。以故事論故事，孔子執着身份有

別、清潔工竟是悟佛者，也許不算創新，但是孔子的色厲詞嚴，襯托 

着悟佛者的從容對視，確能有效地對比出儒、佛救國方案的相異 

之處。慧盈同學集中處理兩家思想，因此能廣徵《論語》與《般若 

之心》之有關論點，巧妙地化入二賢與主席的對話之中，並有空間演

繹出清潔工的空掉自我，與孔子忠恕之道的關係。主席最後提出外儒

內佛，表裏相濟，算是整合了兩家之言，以為救國之道；我們讀之，

又有哪些想法？（趙茱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