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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絮絮叨叨

在這個追求速成的環境中，人們往往越加迫切地想要抓住眼前的事物，忽略了許多需要長

時間經營、培養才能得到的成果。宗教追求的目標，往往不是短時間可以達成的，但是曾積極

投入過正向的宗教之人，在身心的收穫，以及對於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更加不是用一般的成本

計算就能夠衡量。要證明這一點，需要藉助既有的人，已經投入許多時間與心力之後，才能告

訴大眾，這樣的付出是值得的。釋覺誠法師就是用這樣的成果，證明上述的道理並不虛假，希

望能引發更多的人不只是看在眼前短暫的事物，而能夠為自己做出長遠的規劃。

* 佛光輝煌

《如來之子：踏上 21公里外的生命地圖》所寫的，是覺誠法師紀錄下自己代表佛光山遠赴

巴西弘法，自 1992年至 2007年的十五年之間的經歷。「如來之子」是覺誠法師在巴西聖保羅

建如來寺之後，為了幫助當地貧民的子弟，決定從小孩時期的教育做起，找到急需受幫助，家

長又有意願讓自己的小孩接受寺院教化的家庭，重新培養這些小孩的興趣、專長與未來謀生的

技能。「21公里」是巴西著名的貧民窟，其中的環境與生活，並不只是一般觀念認為的貧窮而已，

而是貧窮的背後，還有黑道勢力把持著，利用貧民販毒、走私、搶劫，不斷地循環在極大的痛

苦之中而難以逃脫。

像「如來之子」這樣的想法，當然不會是憑空出現的，這是在覺誠法師觀察巴西的生活，

深入「21公里」之地，考察了這種難以想像的環境之後，才產生的深切體悟，這種環境的造成，

就佛法而言，稱之為「共業」，意思是從過去到現在，已經累積了不知多久的時間，多少人心、

物質、人力涉入在其中之後，才導致如此的局面。既是如此，如何可能是去宣說一些勸人為善、

人人皆可成佛的道理，就能夠改變的呢？於是不論在時間或心力上，都需要投入至少相等的質

量，才能進一步來談改善的可能，覺誠法師於是決定用「如來之子」做為長遠的教育計畫，以

如來寺為基地，從根本上去革新這種極具痛苦的牢籠。

這個契機萌發於覺誠法師在巴西的第四年，在路上遇到一個叫做費南度的小男孩，家庭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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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如同多數的「21公里」居民一般。原本覺誠法師有收養他的打算，卻因為當時在教育上還未

有完整長遠的規劃，法律問題也尚未克服，唯恐善意收養小孩，卻招來家長的控訴，以及複雜

的勢力介入，只好將他送回原生家庭。不料三年之後再聽聞費南度的消息時，那些年，他犯下

販毒、殺人等案件，已經被移送到少年感化院。身為佛法的修行者，覺誠法師固然難過、自責，

卻不因此停步，反而更堅定意志地要將如來之子的願景，在不久的將來實現。隨後便開始往貧

民窟鼓勵家長把小孩帶到寺院，規劃好一些以才藝為主的團體，例如體操、足球、歌唱、舞蹈

等，讓小孩依據自己的喜好去培養成專長，再去參加比賽，有朝一日這些小孩能獨當一面之後，

再去一代一代地培育與傳承下去。

* 成果背後

截至目前為止，佛光山弘法的足跡已經不只在巴西，在南美洲的智利、阿根廷、巴拉圭等

國家都已經設有道場，範圍逐步擴展開來，所能獲益的人難以計數。弘法只是空泛的一句話，

身體力行做出來的事蹟，才是讓人知道佛法是極其務實的證明。

這些輝煌的成果，是最易於打動人心的面向，但是在每一段能夠為人稱道的背後，是在同

樣的時間計量之下，承受了多少強度與密度的壓力之後，才能夠達成。這十五年之間所做的事

情，除了付出的時間與精力，以及所得的收穫之外，還要捨得多少世俗的享受，才能迫使這麼

多人願意投入。覺誠法師只是以身作則的引子，在這樣的號召下，不乏原有或將有一番事業成

就的人，願意無私地捐地、捐錢來促成這個理想的實現。尤其在一開始什麼都不具足的情況下，

慣於卻步的人性，總會告訴自己已經有很多做得不錯的事業，稍微支持一下，就可以收到相當

的成效，何以要投身這種遙遠而不見出路的地方。

無論如何，總還是起步了。事情的開始，未必一路順暢到最後，這也是常見的經驗，但不

順暢到什麼程度，才能顯示出這一番事業的偉大，值得我們去了解。早在多年前，我已有朋友

在巴西工作，跟我分享過久居巴西的經歷。眾所周知，巴西的治安很差，他平均每個月在路上

會被搶劫一到兩次，雖然會傷人命的案例不多，通常給了錢就好，但有時被刀抵著背，有時被

槍指著頭，是真是假無從分辨，當下的驚嚇完全超出言語所能表達的限度。為了減少驚嚇與其

它可能的危險，不分白天黑夜，身上多少要帶點錢給搶匪拿走。果不其然，覺誠法師在巴西不

只常遇到毒販、搶匪而已，甚至連在寺院裡吃飯，都可以遇到登堂入室來搶劫的人。

當我看到覺誠法師被星雲大師指派去巴西時，第一個念頭是，難道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弘法

嗎？就佛法而言，如果有些地方已不是人力能改變，適當遠離，等待未來因緣成熟再投入，也

並不違背佛法的道理，為什麼他們要採取近乎自虐的方式去巴西呢？邊讀邊想，終於通透了一

點意思，大概越是人力難及的地方，才越有人需要佛法去改善生活，也越值得一些宗教力量的

投入吧！

在佛光山弘法的歷史中，像是到陌生地區培養幼童數十年，到佛法的蠻荒之地開拓，到貧

苦、窮困、多病之處立基等等的故事，早已難以計數。在馬來西亞、印度、非洲等地，都有佛

光所能照耀到的角落，在這些地方刻出的霜痕，以及辛酸、甜美的果實，有賴像覺誠法師這樣

的拓荒者，把每個階段的經歷，扼要而關鍵地摘錄下來，帶給讀者長遠的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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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後

回到讀這本書之後，最為觸動我心的觀念。從覺誠法師的分享中，讓我看到了，舉凡任何

一種教育的過程，包過技術、專長、知識的訓練，都需要數年以上的時間才能略有所成。就臺

灣而言，從出生到大學畢業的二十年左右，有的人活得漫不經心，出社會之後逐漸被邊緣化；

有的人雖活得認真，出社會之後還須努力跟上前人的腳步。也就是說花費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要培養出一個人在社會上有足夠的能力都不見得成功，那麼利用短暫的時間想要獲取極大利益

的想法，究竟是從何而生起，實是讓人匪夷所思。或許這稱不上不勞而獲，但是影響所及卻是

兩方面，一方面，如果花了一點點時間卻看不到成果，就乾脆放棄之後，告訴自己非戰之罪；

另一方面，如果任何事都要立即收到成效，大概也規劃不出什麼長遠的目標了。

《如來之子》的教育意義還有很多的面向可以切入，談得太多，反而容易流於道德勸說而

引人反感，所以僅以此文，希望把握住一個花費時間來看付出與收穫的觀點，期許自己與讀者，

去了解這些宗教家的襟懷，從這篇幅不長的文字中，讀出覺誠法師在巴西的十五年長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