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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是非  提舍

  

 

    「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世上每一處皆有是非，絕無淨土」。

    是否真如此？是否沒有淨土？開口即乖

，言語如刀劍，傷人於無形。

    言語本為增進人的溝通，了解，從而產

生力量，增進人類的幸福。反觀因為言語的

誤解，不能暢所欲言的破壞，可大得驚人。

沒想到言語竟能帶來禍害，影響深遠。

    是非是經過言語傳遞，如何使言語增進

人們的溝通，融洽，而非破壞，災禍？

    我們期望言語帶來什麽？我們期望言語

產生什麽力量？

    言語是為了增進人的溝通，如果表達不

足，或是過份表達，即說得太多，皆不理想

。尤其說得太多，妄加猜測，加上激動而傳

言，必然脫離事實，做成困擾，若輾轉流傳

，傷害必大。這就是說是非，很可怕。

    說是非源於人性的弱點――好奇。若收

聽到一些自己感興趣的消息，便忍耐不住追

尋下去。不管消息來源是否可靠、合理，仍

不斷打聽下去。例如某位明星，風雲人物的

私生活。總不會反省與自己無關，聽了只會

擾亂自己的心意識，沒有一點好處。若自己

是一個大忙人，專注於自己的工作，當無暇

去收聽這些消息，當無暇去接傳出去。

    說是非的另一種心態是幸災樂禍，當聽

到某些人遭遇不好時，便產生一種幸災的快

樂心情，繼而將其所知那些人的過失，種種

        

  

 

負面的評語抖出來，最後妄加猜測，甚至無

中生有地攻擊他們，務求落井下石，使他們

永不超生。如果具足慈悲，以宗教的博愛觀

，佛家的慈悲觀，同體大悲去對待，當不會

做下搬弄是非，種下自己的惡業，使自己墮

落。

    再另一種心態是妒忌，在聽到某些人被

命運眷顧後，產生強烈的妒忌感，欲置其於

死地，不但說出酸溜溜的話語，並設法將其

抹黑，多方面打擊對方，自然作出搬弄是非

的行為。若能抱著慈能與樂，隨喜他人的心

態，當不會做下損人害己的說是非行為。如

果瞭解所有人皆在受苦，本是「同是天涯淪

落人」，偶而有一點樂受，該同情而隨喜。

    為何人們那麼喜歡說是非？可能日子太

平淡，沒有什麽刺激，於是聚在一起，隨意

搬弄，將心中的情緒抒發。可是，帶來的禍

害不容忽視，為何不以歌唱來抒發，或是參

加法會，誦經等，皆有建設性。

    言語是溝通的媒介，應該妥為應用，每

一言，每一語，皆應有作用，皆應對人有利

益，否則皆是廢話。若說是非，更是對人對

己有害，極度愚痴的表現。因此，下次發言

時，該冷靜點思惟，所發之言是否能利益他

人？若無多少利益之言，不妨多點發些幽默

之言，亦能廣利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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