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善孝為先－聖嚴法師 

 

問：所謂「百善孝為先」，孝順是中國人的美德，也是家庭倫理最注重的品

德，和維繫親情很重要的原因，請問什麼是孝道？此外，個人為度眾生而出家，

以天下蒼生為念，希望眾生都能得救的胸懷，也算是大孝嗎？ 

答：中國儒家的思想認為，對父母不貳心，叫做「孝」，對君主不貳心，叫

做「忠」。儒家的倫理特別重視子女對父母的孝，如漢朝即標榜「以孝立國」，甚

至皇帝要找忠臣，就從孝子裡去找。 

如果為了國家，暫時擱下自己的父母，為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捐軀，這就

是大孝。因為，若國家民族都沒有了、滅亡了，那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族也會

滅亡。因此，為了保護自己的家族，先要保護民族，保護民族先要保住國家，這

是大孝，也是移孝作忠。 

至於出家，這是個人的意願，願把自己奉獻給一切眾生，讓眾生離苦，父母

也會有功德的。出家不是不要父母，而是以救眾生為先，而父母當然也在眾生裡

頭呀！所以，這與為了保護國家民族而移孝作忠的道理差不多。 

我們出家，是發心廣度眾生，所以，也有照顧到父母，並不是不照顧。許多

出家人都會照顧父母，不過，假如有兄弟姊妹，或者是有人來幫忙照顧父母，那

自己便能出家做更大的事業了。 

問：提倡孝道的孔子曾說過「父母在，不遠遊」，這個觀念還適用於現代嗎？ 

答：中國歷史上，皇帝若要徵召一些大孝子去作官，他們常會以父母年紀大

了，或者是祖孫兩代相依為命，需要照顧而婉拒，例如西晉時代的李密，就寫了

〈陳情表〉說明需要侍奉祖母而無法接受徵召。 

但是，在現代社會，「父母在，不遠遊」的說法已經不合時宜了。現在看我

們的地球好小，台灣和紐約的時差正好十二小時，雖是地球東西半球的兩面，但

可以隨時通電話，也可以用影像視訊來溝通，和真實見面的差異只在於不能觸摸

彼此。雖然彼此摸不到，但是仍可以照顧到飲食、起居。 

而遠遊的時候也不像過去的人，一出門就好幾年沒有音信。現在若有緊急事

件，無論在全球哪個地方，最多二十四小時一定可以見得到面，希望出遠門的人

回來，他就回來了，這不是很快嗎？所以，不遠遊的理由已經不能成立。 

古時候因為交通工具非常原始，才會有「父母在，不遠遊」的說法。當時的

交通工具大多是步行或是坐船，即使坐船也不是機械船，而是帆船或木船，坐車



則是坐牛車、馬車。現代的交通、通訊工具都很發達，透過電話、電腦就可以直

接溝通、聯繫，這些都是時代因緣的轉變。 

現在這個時代裡的空間或者運用空間的方式，跟過去的人完全不一樣。過去

的人要想獨自走出國家，是不容易的，要想走遍全世界，更是不可能的事！而且

他們也不知道世界到底有多大。現在，人們不僅可以走遍全世界，天上、地下、

海裡都可以去，甚至深海也可以前往，時代進步至此，對於空間的運用與感受，

和過去是完全不同的。 

時間和空間的變化叫作無常，進步或退步也叫無常，既然是無常，就是在變

化，我們必須接受變化的這個事實，這是因緣論。 

問：隨著社會型態的不同，家庭型態也不斷轉變，為了工作或接受教育等原

因，社會上出現了「候鳥家庭」，在這種狀況下，要怎麼維繫感情？ 

答：時代再怎麼改變，不一定比過去更壞，端看我們怎麼適應它、運用它，

這是非常重要的。而親子關係和家庭關係，也應該隨著時代環境而改變。 

現代人因為工作的關係必須早出晚歸，認為很難維繫家人間的感情。在過去，

大家一樣必須早出晚歸，不同的是，過去是一家人全部到田裡去，做同樣的工作，

做完以後一起吃飯、休息，太陽下山後再一起回家；是一夥兒出去、一夥兒回來，

一夥兒起、一夥兒睡，好像沒有分開。 

隨著時代不同，我們的觀念也要改變。過去是三百六十行，現在可能三萬六

千行，行業分工非常細，職業範圍也根據職業的需求而有所不同，每個人能擔任

工作的能力也不同。夫妻兩個人的能力不會相同，即使能力相當，也不一定需要

兩個人在一起工作。因此，夫妻為了工作而必須分開，只是一個必然的事實，不

必把它看得太嚴重。 

只不過在這樣的狀況下，可能產生一些問題。譬如，夫妻分隔兩地工作，雙

方都有同事、客戶，有各自的朋友。加上在不同領域，彼此之間可能會變得合不

來，太太的朋友無法成為先生的朋友，而先生的朋友也不會變成太太的朋友，夫

妻的感情可能因此而轉淡。 

如果異性的朋友本來只是同事、顧客，或僅僅是普通的朋友，那還不會有問

題。但若遇到夫妻兩個人正好有點意見不協調而產生衝突，一次、兩次還好，若

常常發生不愉快，兩個人的婚姻生活就可能發生問題。 

要是真遇到這種問題，該如何解決？我們必須牢牢的記著，自己是結了婚的

人，對配偶有責任。不要忘了，結婚是宣誓過的，西方人是對聖經、對神宣誓，



我們東方人是對親人、長輩，或者是對法官宣誓。既然宣過誓，就要對自己負責

任、對對方負責任。遇到家庭不合、夫妻吵架的時候，無論如何也要努力再努力，

不要輕易地想：「我們夫妻大概已經完了，就算了吧。」千萬不要失去希望和信

心，更不要放棄自己的責任。 

問：父母在外工作時的壓力和情緒，無法及時獲得慰藉與抒解，回家後稍遇

狀況便爆發。對於這點，有沒有好的建議？ 

答：情緒是要化解、調節，而不是發洩！ 

家長產生情緒的原因，主要有幾種導火線，首先可能是孩子不聽話、太頑皮；

其次，可能是自己在外面受了氣，和同事、長官，或者和朋友產生了摩擦，在外

面不敢發作，擔心發作的話，可能受到更大的傷害或損失，只好壓抑自己的情緒，

但是一回到家就爆發了。 

還有一種可能是身體或生理上的失衡，也許是荷爾蒙、內分泌失調，或是身

體某個部位有病痛障礙，使得自己沒有辦法控制情緒，很容易生氣。所以有人說，

某某人肝火很旺，肝火是什麼意思？就是火氣大。火氣大就沒有辦法壓抑脾氣，

一不高興就要爆發出來，所以動不動就罵人、吵架。 

對於這種現象，中醫的理論認為，肝火很旺實際上就是內分泌失調，或者身

上哪個地方出問題了。如果是疾病或是內分泌方面的問題，要去看醫生，用藥物

來治療；如果是心理上的問題，就去看心理醫生，或者是聽佛法、看佛書，來化

解自己的情緒。 

要怎麼淡化情緒？其實只要轉變觀念，情緒就消失了。容易激動、發脾氣，

通常是因為在觀念上與自己有衝突，所以沒辦法控制、壓抑情緒，這就需要自己

努力去克服。 

另外一種是工作太疲倦。因為工作疲勞，回家以後已經很累很煩了，這時若

看到家裡很亂、孩子又吵，很容易就會失去控制而發脾氣。事實上，發脾氣是因

為自己在這種狀況下很痛苦，卻又找不到方式來化解。 

針對不同的原因，要用不同的方式來處理自己的情緒。情緒不宜讓它爆炸，

也不宜過度壓抑，而是要消化它。至於消化情緒的方法，可以跟醫生談談，或者

和信任的朋友通個電話、聊聊天，或見面傾吐一下，這樣自己的心裡會舒服一些。 

因此，在有情緒的時候，不要爆發出來，最好是想辦法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