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悟達國師的宿惡－「思患而豫防之」的義理

由此故事亦可知，吾人在順境時，不可生起傲慢之心，
要知既濟卦卦辭：「初吉，終亂」(亨通時，不要太興
奮，否則到最後會亂)之理，「修道千年，敗在一念」，
要「思患而豫防之」；

如古德所說：「萬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此一旦
過去生造作不善的業因，今生因緣成熟，必遭受惡報，
連聖人亦不能免。如孔子在陳絕糧；佛陀有三個月馬
麥之報。

(按：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
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按：學佛三要：一要重智慧，不重神通；二要重實
質，不重形式；三要重專精，不重博雜。如此學佛，
方能有所成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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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被困於陳蔡之間，雖絕糧，仍講誦不衰



會說話的人面瘡(晁錯)

漢朝景帝的時侯，吳楚等七個諸侯國驕恣不馴，吳王劉濞(ㄆㄧˋ)並且採礦籌錢，

煮海為鹽，招攬天下賢士，有謀反的企圖。 周亞夫

 當時大臣晁錯擔心諸侯早晚會反叛，就提出《削藩策》，建議皇帝削減七國的封地，來抑制他們

的勢力。七國因此封地被削，後來吳王劉濞會七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起兵叛亂。

因為袁盎曾任吳國丞相(晁錯認為袁盎接受吳王的賄賂，未回報吳王謀反的事實，主張殺掉袁盎)，
景帝就召袁盎入宮詢問。袁盎對晁錯本有芥蒂，請皇帝屏退諸人，就獻計說：「吳楚七國所不滿

的，就是晁錯削奪他們的封地。為今之計，只有斬晁錯、派使召告赦免七國反叛之罪，並且恢復

故地，這樣就可以不見兵刃而平反。」於是晁錯還穿著朝服準備上朝時，就匆匆被腰斬殺於東市。

「七王之亂」最後則被太尉周亞夫(漢功臣周勃的兒子)平定，最終還是走上了晁錯的「削藩」主張，

實施中央集權，漢景帝事後曾對於錯殺晁錯懊悔不已。

 (按：周亞夫以少勝多，三個月就平定「七王之亂」。當時七國之軍有五十萬，漢朝廷僅有軍十萬，

周亞夫力排眾議，派三千奇兵襲敵糧道，盡奪其糧草。七國不戰自敗。此外，駐軍細柳，嚴於治

軍，為鞏固西漢王朝的統治立下汗馬功勞，官至丞相，不過晚年卻因被誣謀反下獄，獄中絕食五

天，最後飢餓而死－也是既濟之後「未濟」的故事)。 2



因果管理－明信因果(逆流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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