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還債    提舍

    佛教徒中，對於因果及還債有些很奇怪的

觀念，不單似是而非，有異於常人，且違於正

常合理的生活，叫人無法接近，尤有甚者，使

很多事情變得更糟。

    因果非常複雜，法華經云：因緣果報，唯

佛與佛乃能究盡。即是說，因果關係，只有佛

才能看清楚。一些表面好的東西，可能是我們

的魔障；相反表面不好的東西，可能是我們的

增上緣。今天對我們好的東西，明天可能是害

我們的東西，是好是壞，難以定奪，好壞因緣，

難分辨取捨。

    以下是其中三類型人：

1.逆來順受型――有一類人，凡事逆來順受，

  他們認為因為欠人因果債，所以才會被人欺

  負，事事吃虧，不管是非對錯，受了就是還

  債，受夠便自然不用再受。這本來沒有什麼

  不好，但可看出他們心裏其實不服，憤憤不

  平，只是極力壓抑，其中的傷害，不易察覺。

  另一方面，助長了欺壓者的氣燄，變本加勵。

  更讓人誤解信佛就要吃虧，佛教是要滿足人

  們的要求，包括無理的。

2.堅決不受恩惠型――這一類人對別人的好意

  堅決不接受，其理由是不想欠他人債，怕將

  來，或是下一世要償還，尤有甚者，連家人

  做東，請吃東西也不領納，一副清高模樣，

  更不惜布施別人，其目的不在利益他人，只

  在乎別人欠其債，待將來取回。這些思想不

  但顯得小氣，且背後埋藏了很複雜的人際關

  

  係，才導致如此不合情理的想法。其實人際

  關係網非常複雜，欠某人的債可能掀涉到其

  他人，那債項更難計算，還有利息應否也計

  算呢？人與人的恩怨，輾轉盈欠，多生多世

  償還或取回，沒完沒了，那關係網無限延展。

  如要斷絕，只有開悟後才能辦到。開悟後無

  得無失，自不會有欠債償還的事情，或是沒

  有因緣引發償債。

    這些都是高境界的事情，凡夫的我們，應

  抱著一個歡喜心去對待，如要償還就償還，

  要討回就討回，只須用平常心去對待一切恩

  怨，更重要是有利他心。將怨恨化解，逆境

  轉為逆增上緣。如果布施一碗飯給人是還債

  的話，就當作是請好友吃飯般歡喜，如果此

  布施使人欠債，也當作是請好友吃飯，懷著

  歡喜心，如將來真要償還，就一起去為聖教，

  為眾生報恩吧！

3.有債必還型――這類人情操很好，認為欠人

  的就該償還，不作他想。他們只從個人及單

  一事項觀點去考慮，也許是償債心切吧，也

  不管是非黑白，對錯，驟看沒有什麼不對，

  但卻缺乏從利他心去思考。設使你的償主來

  向你討錢去吸毒，你該償還他還是不還呢？

  我想最好還是暫時不要償還吧。這只會做成

  他的禍害，也間接成就自己的惡行。如能從

  利他的立場出發，自不會做成這些困惑。

    從以上看，利他心才最重要，再配合合情

合理正常作法才是正道。別妄言欠債，因果報

應，因因果甚深，非我們凡夫能看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