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慳貪、放縱的獨生子，如何能痛改前非，成就正道呢？  

 

文／許瑞助（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法官、僧醫會生命關懷委員會主委）      

 

子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

矣。」  

孔子勉勵人要勇於改錯，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生而為人，難免犯過，但有了過失，即應

勇於知恥改過。所謂「知恥近乎勇」，犯錯並不可恥，可恥的是不知，甚至不承認自己犯

錯；犯了過錯而不改正，這樣本身就是一個過失。本文要與大家分享的，即是佛陀時代一

個獨生子改過向上，懺除前愆，並成就道業的故事……。  

佛陀時代，有一獨生子從小備受父母的疼愛。父母竭盡心力培育他，並且讓他跟隨良師益

友學習，一心希望他將來能有一番成就。但是獨生子態度傲慢，沒有恆心毅力，不肯用心

學習，常常早上才學的東西，下午就放棄了，結果幾年下來，沒有學到任何的知識，父母

只好失望地教他回家治理家業。  

獨生子為人慳貪，行為放縱，變賣家產供自己揮霍，致使家道中落，淪為貧窮。驕傲虛浮

的他，做事魯莽沒有智慧，又不肯接受別人的意見，平日蓬頭垢面，不修邊幅，所以大家

都很厭惡他，沒有人願意和他說話。面對這些境遇，獨生子不但不知反省檢討，反而還埋

怨父母，責怪師長、朋友，覺得都是祖先神靈沒有庇佑，才讓自己諸事不順，落到今日的

地步。所以，獨生子心想：「既然如此，我不如去跟佛陀學道，或許還可以得到一些利

益。」  

獨生子來到精舍，向佛陀頂禮後，說道：「佛陀啊，您的教法寬大，可以包容所有的人，

請允許我做您的弟子吧！」佛陀說：「想要求道，就要力行清淨的行為，你現在仍有種種

惡習，如同帶著一身的污垢，若不改過，即使跟隨我修行，也是無益。不如你先回去孝順

父母，研習老師所教導的東西，並且好好治理家業，讓家裡富裕起來。還有，最重要的是

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儀容，不可不合節度；做任何事都要專心一志，勤勉努力，那麼必然

會受到大家的稱讚與羨慕，這才是真正的道。」  

於是世尊為他說了一首偈語：「不誦為言垢，不勤為家垢，不嚴為色垢，放逸為事垢，慳

為惠施垢，不善為行垢，今世亦後世，惡法為常垢。垢中之垢，莫甚於癡，學當捨此，比

丘無垢。」  

獨生子聽了之後，醒悟自己驕慢愚癡的習氣，歡喜地聽從佛陀的教誨回家，並且經常思惟

偈語中的涵義。從此之後，他不但孝順父母、尊敬師長，誦習經典、勤修家業，並且以戒

法來規範自己的行為，凡是不合正道之事他就不做。親族及鄉里看他改變這麼多，都非常

讚歎，於是他的名聲傳遍各地，國人都稱讚他是賢人。  

三年後，獨生子又來到佛陀的面前，以至誠恭敬心頂禮佛陀，並向佛陀稟告：「世尊，過

去三年我聽從您的囑咐，尊敬父母師長，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改惡行善，所有的人都替

我感到高興。懇請佛陀慈悲，允許我出家修行。」佛陀應允後，獨生子的鬚髮自動落下，

馬上現出清淨的僧眾形象。出家後，他日日精進，思惟止觀、四聖諦（苦、集、滅、道）

及八正道的道理，不久即證得阿羅漢果。（典故摘自《法句譬喻經．卷三》）  



有關改過的方法，我國著名的一部立命之學《了凡四訓》，亦有段精闢的闡述：「第一要

發恥心，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塵情，私

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愧，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恥者，莫大乎此！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此改過之要機也。第二要發畏

心。天地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

其現福，吾何可以不懼？第三須發勇猛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吾須奮然振作，不

用遲疑，不煩等待。小者如芒刺在肉，速與抉剔。大者如毒蛇囓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

滯，此風雷之所以為益也（改惡修善之決心，如同風的迅速、雷的閃快，才能得到真正利

益）。具是三心，則有過斯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凡夫眾生，非聖非賢，孰能

無過？有過則勿憚改，惟如何改過，始能有立竿見影之效。  

上揭金玉良言及本故事中獨生子立下決心，痛改前非，發勇猛心，精進不懈，成就道業之

例子，足供我們借鏡。  

佛法清淨精微，百千萬劫難遭遇，乃解脫生死煩惱的甘露；眾生須以至誠恭敬且精進不懈

的道心，方能調伏煩惱，體悟不生不滅、諸法一如的真理；若以散亂心及輕慢心來求道，

便如同一只裝滿了污泥的杯子，想要再盛裝清水是不可能的。故事中的獨生子在佛陀的慈

悲指引與開導下，從一個行為放縱且不知恭敬父母師長的人，轉變為人人所稱讚的賢者；

從一個想要藉由出家從中獲利的人，成為真心想要尋求真理的人。唯有如此清淨的行為及

心念，才能夠真正領納佛法，與真理相應，從中獲得真正的利益及解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