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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七月十五是佛教盂兰盆会的日子，其

由来和孝道极有关系。我们此次参访济群法师，

正是上海众佛教弟子前往苏州西园寺参加盂兰

盆会之后，采访就从孝道谈起。养育之恩，何

以为报？

【养育之恩，何以为报？】

问：什么是盂兰盆会？它和孝道有什么关

系？

答：盂兰盆会是佛教法会之一，自传入中

国以来，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相沿至今的重

要传统节日。《佛说盂兰盆经》记载：目连尊者

见母亲因生前造作恶业在地狱备受煎熬，悲伤

不已，发愿救母。虽然他是佛弟子中的神通第

一，却因其母罪障深重而无力援手。目连哀痛，

祈求于佛陀。佛陀告知，可于七月十五以百味

饮食供养十方僧众，以此功德令过去父母得离

恶道，同时也令现世父母健康长寿，死后生天。

此即盂兰盆会的缘起，因法会主要为超度亡者

而设，又称鬼节、亡人节。这一天是僧团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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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精进修行之后的自恣日，又称佛欢喜日，

是殊胜而吉祥的日子。

盂兰盆会之所以会在众多佛教节日中受到

国人的特别重视，和儒家大力提倡孝道的文化

背景有关。但是，儒家所提倡的孝主要是建立

于伦理纲常之上，侧重于现世责任，而对亡者，

虽有慎终追远之说，终究是语焉不详的。因为

儒家对亡者的世界避而不谈，所谓“未知生，

焉知死”。那么，以祭祀来追远，除了纪念意义

之外，究竟能使祖先获得什么利益呢？这成了

一个被搁置，而又让人心存疑惑的问题。

可以说，《盂兰盆经》的传译，正是对此作

了解答。让人们认识到，通过什么方法，才能

使故去的亲人真正得到帮助，而不只是一种纪

念，一种生者感到慰藉的形式。随着这一法会

的盛行，目连救母的故事也传入民间，以文学、

戏剧、艺术等种种方式加以演绎，历千年而不衰，

成为弘扬孝道的重要题材。

相对儒家提倡的伦理性的孝道来说，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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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侧重从报恩的角度来谈。也就是说，尽孝

不是被动的道德约束，而是接受恩德后的主动

回报。应该说，是更为究竟的尽孝方式。

问：中国文化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儒家

孝道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身体发肤受

之父母”，民间流传更久的想法是“光宗耀祖”。

一旦选择作为出家人，以上几点就很难做到。

那么佛教与行使孝道之间是否矛盾？

答：出家和行孝并不矛盾，关键是怎样来

定义这个“孝”。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被士大

夫诟病的一大罪状，就是没有子嗣。从传宗接

代的角度，这种观念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否

可以作为唯一标准呢？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有

选择是否成家或生子的权力，这不应该作为判

断是否尽孝的标准。

我觉得，孝的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

对生前的照料，二是对死后的超度。

关于第一点，需要澄清的是，虽然出家人

离开了世俗的家庭，但并不逃避对父母的赡养。

对于这个问题，佛陀特别在戒律中做了细致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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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比如父母生活困难或无法自理，出家人应

供给衣食所需或亲自照料。当然，佛教提倡的

关怀并不局限于生活，关键还是要引导他们学

佛，使之身心安康，快乐无忧。

关于第二点，正是出家修道的意义之一。

我们只有解脱生死之后，才真正具备报效父母

的能力。否则，即使能令他们衣食无忧，或成

就一番“光宗耀祖”的事业，也不过是短短几

十年。当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无力挽留；

当他们不幸堕落恶道时，我们无力救拔。所以，

惟有令他们生得安养，死入善道，才是为人儿

女应尽的孝道。正如明代莲池大师所说：“恩重

山丘，五鼎三牲未足酬。亲得离尘垢，子道方

成就。”父母恩重如山，不论给予什么物质馈赠

都无以为报，当他们究竟离苦得乐时，才是孝

道的圆满成就。

所以，从佛教角度来说，出家非但不与孝

道相违，而是更深层的孝，更长远的孝。除了

以上所说的《盂兰盆经》外，佛弟子们熟悉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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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佛说父母恩重经》等，都是对报恩和

孝亲思想的弘扬。佛陀本人，也在成道后上升

忉利天为母说法，并在生父净饭王往生后亲自

为其抬棺送葬，为我们示现了尽孝的典范。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佛教要

有出家这种修行方式？为什么不和父母一起享

受天伦之乐？这是因为，世间亲情是建立在贪

著之上，是有粘性的。这种粘性又会加深贪著，

使人们对此产生依赖。但世间一切都是无常，

即使骨肉至亲，也终有离散的一天。贪著越深，

依赖越深，由此带来的伤害就会越大。出家，

就是从这种彼此束缚的关系中超越出来，将有

粘性的贪恋净化为法缘，升华为大爱。

问：从佛教的角度来看，父母和子女之间是

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答：从中国传统的伦理来看，父母对子女

具有绝对权威。这种权威从哪里来？其实是建

立在强烈的贪著和占有之上。换言之，很多父

母是把子女纳入自我的一部分，而不是将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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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独立个体看待。从而造成一种扭曲、失衡的

关系，痛苦也就在所难免。

而从佛教的角度来看，父母和儿女只是因

为缘分走到一起，并没有必然的从属关系。任

何一方，都没有权力来主宰另一方。父母不能

要求子女绝对服从，子女也不能要求父母满足

自己的一切要求。双方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

体，虽然有亲情，有血缘，但也应该彼此尊重，

而不是以这种亲情和血缘作为占有对方的砝码。

在尊重的同时，佛教也提倡惜缘。佛教认为，

在父母和儿女之间，必然有着特别深厚的缘分。

有道是：“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

不论来的是什么，终归是有它的缘由，有它千

丝万缕的宿世纠葛，所以要安然接受。如果是

顺缘，固然要心存感恩。如果是逆缘，同样要

心存感恩，因为当下就是化解往昔恶业的机会。

把握这个机会，才能转逆缘为顺缘，而不是让

这种不良关系带入未来生命，生生世世地互相

缠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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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佛教在看待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时，

是以彼此尊重为前提，以珍惜缘分为原则，以

心存感恩为重点。

【衔着金钥匙出生的“富二代” 

如何将福报延续？】

问：社会对“富二代”的看法始终褒贬不一，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衔着金钥匙出生的“富

二代”的确拥有着太多其他人不可比拟的先天

优越条件。这是先天的福报。但是为什么有些

家族的“富二代”把这个福报延续下去，有些

却渐渐没落？

答：佛教认为，众生虽然是平等的，但生

命起点各不相同。生为富二代，表面来看，只

是命运的格外垂青。事实上，这种福报是来自

过去生的积累，是往昔善因招感的乐果。从这

点来看，他们享有比别人更多的机遇也无可厚

非，因为这一切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是自

身的福报所招感。

但我们还要看到，这种福报只是今生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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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并不是永久保障。若不能善加利用，福报

也会转化为违缘。就像身处半山，如果继续向

上，固然比他人领先一步；如果不幸坠落，也

会比旁人摔得更重，更惨。作为富二代，在拥

有这些福报时，必须看清其中潜在的危机。这

样，才会有驾驭财富而不为之伤害的能力。否

则的话，或是因出身富贵而不求上进，浑浑噩噩；

或是为富不仁，作恶多端，最终毁了自己的一

生。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

怎样才能使福报延续下去？这就需要播

种，需要耕耘，佛教称之为培植福田。福田有

三，分别是恩田、悲田和敬田。所谓恩田，就

是对有恩于我们的一切人，都要怀着感恩之心

去报答，包括父母恩、师长恩、国土恩和众生

恩，这也是佛弟子在每天修行回向时所说的“上

报四重恩”。所谓悲田，则是从慈悲心出发，尽

自己所能帮助千千万万需要帮助的人。所谓敬

田，就是恭敬一切应当恭敬的人，主要指佛、法、

僧三宝，及一切值得恭敬的有德之人，这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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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真正依怙。

事业上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机遇和能力。

其中，机遇主要和福报有关，包括往昔的积累，

也包括今世的培植。有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

收获。在这点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不

再播种，再丰厚的田地也会渐渐荒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