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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生命的導演 

 

李宜紋 

 

「你可能活不過六十五歲哦！」今年已七十五歲的聖嚴法師在《歡喜看生死》書中提到，他

在不到三十歲時，曾被一位很有名氣的算命師鐵口直斷這輩子的壽命，而一位研究指紋的專

家，不但說他只能活到五十幾歲，更表示若法師沒有出家，照他的手相來看應該會有三個太

太；後來，一位居士為法師排命盤，也說他只能活到六十多歲。 

  

聖嚴法師聽到這些說法，並沒有因此而終日惶惶不安，而是如常的生活、修行、弘法，算命

師所判定的六十五歲大限，早在法師無私奉獻、發願為眾生服務的奔走忙碌中度過，於是聖

嚴法師在書中特別強調，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人雖有命理，但如果你心志堅定，命理

對你也莫可耐何，因為它操控不了你，這就是改造命運的好方法。 

 

到底是什麼在影響命運的走向呢？西方作家塞謬爾‧斯邁爾斯有句名言：「種下思想，收穫行

動；種下行動，收穫習慣；種下習慣，收穫品格；種下品格，收穫命運。」影響命運的源頭

就是人的思想觀念，若每個人的觀念都認為命運是註定的、無法改變，自然就不會產生行動，

也無從改變起。然而，從佛教的緣起法來看，過去的因加上現在的緣，便是當下的果；而現

在的因加上未來的緣，就是未來的果，因此，只要在每一個當下止惡、行善，即是在創造每

一個善的因緣，人生際遇自然也跟著轉變了。 

  

此外，就當下的果來看，許多人覺得命運不好，其實都是主觀的感覺，當投資不利時，本能

就認為是正在走衰運，老天不幫忙；若是考試、交友順利，就覺得自己鴻運當頭，但若能在

遇到事情時，先反求諸己，再運用正面解讀、逆向思考的觀念就不會事事怪罪命運。 

  

美國太空總署科學家席侯麥的回憶錄中提到，出生於西維吉尼亞州煤山鎮的侯麥，礦工的父

親希望他能繼承父業，然而 1961年 10月的晚上，他看到俄國的人造衛星飛越美國的天空，

便立志要發射火箭，途中遇到許多困難與訕笑，然而在母親及老師的鼓勵下，最後成為太空

總署的總工程師，他說如果沒有母親給予他正確的觀念與鼓勵，也許他的一輩子都是在地底

下挖礦。 

 

先有觀念的改變，再配合方法，命運將是掌握在自己手上。而改變的方法之一就是擁有積極

努力的生活態度。我們往往容易將失敗歸因於所謂運氣不好，其實，背後是一種自我安慰和

逃避責任的心態。對許多能夠轉變因緣的人而言，用逆向思考面對境遇，往往正是改變的契

機。 

  

美吾華企業美吾髮事業部總經理廖斌得，分享他學佛的母親常對他說的一句話：「每個人都會

遇到許多困難，重要的是如何想辦法將危機化為轉機！」因此，當他年輕時創業不順，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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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到是自己過於自信、用心不夠，後來事業面臨失敗、走下坡時，他沒有灰心，而是接受當

下的考驗；學佛之後，他清楚知道事業就像人生起起伏伏，失敗是正常的，重要的是該如何

面對，不斷學習，就能再創高峰。 

  

近日在法國舉行的環法自行車賽，由美國的阿姆斯壯（Lance Armstrong）六度奪冠，艱難的

環法賽得到一次冠軍就很不容易，連奪六次的阿姆斯壯還曾是個罹患癌症的病人，當他得知

自己得到癌症，就積極接受治療，並設定環法賽為他的目標，不斷練習，在眾人的意料之外，

首度得到冠軍，之後年年持續努力，維持冠軍的殊榮；然而他在罹病之初，他並沒有怨天尤

人，而是努力開創命運。 

 

佛教中有關改變命運的具體方法，玄奘大學宗教系副教授黃運喜表示，從大乘經典中提到的

是透過佛法中六波羅蜜、八正道等觀念落實在生活中。他並強調改變命運的原因在於充滿慈

悲善念的行為，如著名的「沙彌救蟻」為例，小沙彌因為一念慈悲，救了困在水中的無數螞

蟻，因而改變了原被預言短壽的命運。 

  

黃教授並分享自身的經驗：從小出生貧困家庭，父母都是以算命維生，黃教授從小即被判定

一生平凡，過了四十歲後才會比較順利。然而在他十五歲那年，卻因為將半年工作的存款發

心布施，捐給更需要幫助的人，之後，卻有一種開竅、想努力念書的動力，後來因著自己的

努力讀書、把握每個上進的機會，最後半工半讀的直到成為大學教授。 

  

黃老師說，「十五歲的布施是我改變命運的契機」，然而，他也強調布施重點在於初發心，無

私為眾生才是真正的布施，此外，布施之餘，仍要靠自己的積極努力才能真正的改變命運。 

  

在明末《了凡四訓》中，袁了凡以自身經驗告訴兒子，要改變命運就是要持續的行善、改過、

積德，並虛懷若谷，就能擺脫命運的束縛。聖嚴法師也曾提到，現在有好運，一定是過去曾

造善業，反之亦然；而未來的好運，則是過去的善業加上現在的努力，未來的惡業，一定是

過去的惡業，再加上現在的懈怠和造惡，因此，想要轉好運，就是體會生活的意義及生命的

價值，簡單來說，便是多存好心、多說好話、多做好事、多結他人的善緣，自然能處處遇貴

人，處處交好運。 

 

法鼓山佛學推廣中心講師戴良義指出，每個人從過去世帶來的業是固定的，如果不做任何努

力，這些業就會因著此世的因緣而顯現業果，就像一鍋很鹹的湯，行善、積德就像是湯中加

水，讓湯不再那麼鹹，也就是改變命運，例如，有人命中注定會生一場大病，因為不斷的結

善緣、作善事，無形中因緣聚合的情形不同，使得這場大病以輕微的疾病形式呈現。 

  

然而戴老師認為，除了行善等方式，加入善的因讓命運有所不同，更超越的方式，應該是藉

由觀察自己的習性，不要讓惡的業聚合，並當業果呈現後不執著，讓業果隨緣出現而過去，

不讓心緒隨之起舞，則是讓自己完全超越了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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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戴老師所說讓業果隨緣出現而不執著，就是佛法中的修行，透過觀照自己當下的每個

想法、行為，保持想法的正確、行為的清淨，就能避免惡業的聚合，例如，當有人罵你時，

如果可以馬上觀照自己生氣的心、調和並放下，甚至以慈悲心為對方著想，就不會產生因生

氣而互相謾罵的結果。 

  

透過修行，能夠瞭解世間萬物的緣起法則，看清楚所謂命運都是自己所造做的一切，自然能

夠提起正念、善觀因緣，遇到問題時，不是怪罪別人或是求神問卜，而是讓自己的心保持平

和，體證無常、無我、空性的真理，培養佛法的慈悲與智慧，就能隨順因緣而不被命運左右。 

  

聖嚴法師就是最好的例子，《歡喜看生死》書中提到，從小法師就體質瘦弱、多病且智弱，很

多人看到法師都認為他將來沒有成就，一直到三十多歲，都沒有人認為法師是可造之材，也

沒有人多少人主動栽培，但是法師以願力轉業力，將推廣佛法視為最大的志業，隨順因緣的

逐步建設僧團，最後成就了法鼓山、影響許多佛教徒，這些發展是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 

  

貝多芬《命運交響曲》一開始著名的四個音符，充滿震撼力的聲音象徵著命運之神來敲門，

隨著樂章的開展，當時已耳聾的貝多芬以音樂表達自己坎坷的命運，然而正如貝多芬自己所

說：「我要捏著命運的咽喉，它絕對無法擊倒我！」最後的樂章歡樂洋溢，代表終可戰勝命運。 

  

對多數人而言，心中所企盼的總是想要永遠好運，不想有厄運降臨，然而就像爬山有高有低，

人的一生也是起起伏伏，改變命運不應是指一直保持好的運勢，而是透過修行、如實觀照，

超越命運的概念，讓自己可以掌握現在及未來的人生，從事為大眾無私奉獻的志業，當人可

以清楚掌握生活時，就更能清楚知道自己生命的追尋與意義，不斷堅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