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允答說：「臣罪應滅族，今已自認死罪，不敢

虛妄。殿下（即太子）以臣侍講日久，可憐

我，替我求命罷了，實在沒有問過臣，臣沒有

說過此話，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對太

子說：「真是正直的人啊！此亦一般人情所做

不到的，而能臨死不移，且對皇上說實話，是

忠貞的臣子，應該寬宥他。」高允竟然免於一

死。由於世祖對國史一事甚為震怒，就命高允

寫詔書，定罪自崔浩以下，童僕、書吏以上，

共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高允遲疑不寫，

上面又一直催促，高允乞請見世祖一面。高允

說：「崔浩所犯之罪，如果還有其他罪過，不

是臣所敢去知道的，但是寫國史觸犯皇上，罪

應當不至於如此嚴重。」世祖太怒，命令武士

執押高允，太子在旁再拜請命。世祖說：「如

果沒有此人敢觸怒我，恐怕有數千人要被殺死

了，崔浩及其族全部處死，其他的人，都只殺

本人，不累及其族。」高允曾經對人說：「我

在中書（即今之行政院）時，有陰德濟救人

命，如果陽報沒有錯，我應當活到百歲了。」

高允享年九十八。（自許止淨編著《歷史感應

統紀》）

民國初年，許止淨先生說：「高允臨死

不敢作一妄語，而且不忍妄殺他人，自己免於

一死已經是萬幸了，還敢於觸怒皇上去救其他

人，是以虎口餘生，更捋 (ㄌㄜˋ)虎鬚了。

假使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總計為六百四十

族，也就是要殺數千人了，所以高允寧死也不

忍草書聖旨了。他清貧自持，篤信佛法，深信

因果報應的道理，所以能對人生最難得到的壽

命就如操左券（手拿契約）一樣，自信能活到

百歲，一點也不懷疑。」

宋朝名臣大文學家蘇軾（東坡居士）曾

經寫了一篇非常有名的《三槐堂銘》，文中

敘述宋朝名臣兵部侍郎王祐（以後加封為晉國

公，曾經受宋太祖之命去查大臣符彥卿造反之

事，並許以宰相之職做為報酬。王祐不但不貪

圖宰相之職，反而以一家百口的生命力保符

廿九、或問：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此話

當真？

為善無不報

北魏高允

　　三國以後為魏（曹丕）晉（司馬炎）及南

北朝。南朝為宋（劉裕）、齊（蕭道成）、梁

（蕭衍）、陳（陳霸先）四個朝代，統稱為六

朝。當時北朝為北魏（拓拔珪）、北齊（高

歡）、北周（宇文泰），雄霸中國北部。北魏

世祖的大臣崔浩因編寫國史一事觸犯世祖被

殺。當時幫崔浩一同編寫國史的另外一位大臣

高允也獲罪。高允曾為太子（以後的恭宗）的

老師，所以太子陪高允去見世祖時，替高允

辯稱高允是受制於崔浩的命令而編寫的，請

赦其命。世祖親問高允說：「國史都是崔浩

所作的嗎？」高允答說：「太祖記，鄧淵所撰

寫的。先帝記及今記（即當今皇上的記事）

是我與崔浩一同寫的，但是註疏，我寫的更

多。」世祖大怒說：「這比崔浩的罪還嚴重，

安有生路？」太子說：「皇上天威嚴重，高允

迷亂失次了，我曾問過他，說是崔浩所作。」

世祖問說：「如東宮（太子）所說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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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卿清白，而觸怒宋太祖並遭貶官。）在其

庭院手植三棵槐樹，相信子孫一定會做到三

公之職。果然，其次子王旦（魏國公，諡文

正，957-1017）為宋真宗的宰相十八年，孫王

素（懿敏公）、曾孫王鞏（字定國）皆位極人

臣。蘇東坡在《三槐堂銘》開頭就說：「天可

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

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天理是

必然的嗎？但賢德之人不一定能顯貴，仁愛的

人不一定長壽；天理不必然的嗎？仁愛的人必

然有好的後代。這兩項怎樣得到折衷的解釋

呢？）。」蘇文忠公認為仁者必壽、仁者必

有後，是必然的天理，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而已。

心廬答說：仁者必壽，仁者必有後，視其福報

的大小，可兌現其中的一種，或二者兼得之。

況高公與王公救人數以千計，且冒著生命的危

險去救與自己沒有關係的人，其福報實在是不

能計量的。金剛經云：「無住相布施，其福德

不可思量。」。所以，高公自信自己能長命百

歲，馬上如數兌現；王公自信子孫能位列三

公，馬上累代將相，就是王公想要福壽雙全，

亦可得之。而宋朝國祚三百多年，朝朝有王氏

子孫在作官，亦是子孫能恪守祖訓，忠孝傳

家，有以致之。蘇東坡的座師歐陽修說：「嗚

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

乃為傳家者所應知的！

卅十、或問：大家都在講人生相欠債，應如何

解釋？

心廬答說：每個人都有「討債」與「還債」兩

種業。還債即前世人家相欠，所以今世人家來

還債；討債即前世欠人家，所以今世人家來討

債。端看個人之宿業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人生。

人生酬業耳！
　　人自無量劫來，累世所積的業，就是今生

的命運。遂有貴賤、富貧、美醜、智愚、窮

通、禍福、壽夭之分，命由前定，各有不同。

先師公 雪公老師（台中佛教蓮社創辦人雪廬

李炳南老居士）在他的《雪廬文集》曾說「夫

人生酬業耳，（人生是來酬報自己過去前世的

業而已）」這是最具智慧的一句話，也是人們

大多沒有聽過或想過的至理名言。業有善業及

惡業兩種。善業（善緣），是一種對自己有好

處的報應。惡業即一般所講的業障，是對自己

不利的報應。所謂因果報應，就是前世為善，

今世得福報；前世作惡，今世得惡報。善緣多

的人，常有貴人幫助，乃至左右逢源，事業順

遂，家庭幸福美滿；惡業多的，就會有比較多

的阻礙，乃至事業不順，家庭失和破碎。這就

是人們互相酬業的結果。前世沒有業力互相關

連的人們是不會相遇在一起。這一切皆由累世

的業力來決定，非個人所能左右的。

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所說：「The world's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stage where 

every man must play a part.（世界是一個舞台，

所有男女不過是演員而已，而每個人都必須演

一角色。）」

美 國 名 作 家 米 勒（Henry Miller, 1896-

1980）更進一步說：「Every man has his own 

destiny: The only imperative is to follow it, to 

accept it, no matter where it leads him.（每個人

都有他自己的命運，不管安排到哪裡，只有跟

隨它及接受它。）」

美國前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

在其 1961年總統就職演說中所說的名言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不要問國家能為

你做什麼，要問自己能為國家做何事！） 誠如

所言，每人都要自問自己今生今世對社會、人

類有無貢獻，方能期望來世有更好的命運，子

孫有更好的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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