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奉獻工作也是菩薩精神    

俗話說：「開門七件事」，人沒有錢不能生活，工作所得的薪水可以維持生活所

需，而工作本身因此就有了意義。仔細想想，倦怠的問題不在於工作本身，而是

工作時與他人接觸過程中所帶來的困擾。過去的農村社會，環境相當單純，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在田裡工作所接觸到的不外是草地、泥土，以及自己所畜養的

動物、耕種的植物，而不是形形色色的人。現在的工商社會，不管從事什麼工作，

上有上司、下有部屬、左右有同事，遇到的都是人；即使是沒有頂頭上司的老闆，

也要與客戶或政府部門互相往來。正因為人際關係複雜，所以許多人都覺得生活

在現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不禁羨慕起古人，只要天天種田就好了，不需要面對

這麼多令人頭疼的問題。 

人和人之間的相處會有問題，是因為每個人的想法、立場不同，層次也不一樣，

所以難免會有衝突、會起摩擦。你可曾想過，對方帶給你麻煩的同時，也許你也

給了對方麻煩；對方為你製造困擾時，你也同樣帶給對方困擾；你覺得無奈，對

方也會覺得無奈！這樣不是非常公平合理嗎？ 

無論從事什麼工作，都是在貢獻一己之力，參與這個社會的運作，不僅僅是為了

領薪水、換取溫飽而已，人人都是在這種情況下生活的。只要仔細觀察就不難發

現，我們每天吃飯、穿衣、睡覺、走路，一切的生活資源，都是靠各行各業許許

多多的人分工合作，才能確保供應無虞，也是因為這些人的辛勤工作，我們才能

擁有並維持今天的生活環境和條件。 

因此，在一個互助合作的社會中，沒有人能單獨依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不管拿不

拿薪水，只要有一個人不工作，這個人就會成為他人的累贅，為別人製造負擔。

在人類社會的合作關係之中，我們自己就是一個組成因素、提供一分力量，所以

一個人如果放棄工作，整天無所事事，便是逃避了他的社會責任。 

在工作團隊中，有些人智慧高，能力、技術都在水準以上，但是卻和其他人拿一

樣的薪水。表面上看，他付出的多卻得到的少，似乎並不公平，可是換個角度想，

施比受多正是在造福人群，和其他人結緣。有能力結人緣，奉獻一己之力，不就

是菩薩精神嗎？所以，改變思考方向，心裡也就釋然了。如果不想做菩薩也沒有

關係，多做一份工作，就多一分奉獻，你在天國、淨土的功德銀行裡，就多了一

分儲蓄，存得愈多，福德、福報就愈大，這也是一種工作的所得。 

因此，人在社會上，應該要不斷成長，增進自己的能力，再以所知、所能，盡一

己之力來為社會服務，這就是工作的意義所在。只要有機會能讓我們奉獻，我們

都應該感到高興。建立服務的觀念，可以幫助我們避免對職業產生厭倦感，也不

再無奈；如此一來，相信每天都能工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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