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诸实行 

 

从前有一个学者，自认是古代经典《梵歌》（Bhagavad Gita）的权威。他家境清寒，几乎三餐不

继，难以维持家计。于是他决定去谨见国王，看看能否为国王讲解《梵歌》以取悦他，并期盼得

到重赏。 

 

其实，国王本身就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学者，对《梵歌》深有研究，只是没有人知道而已。该学者

请求大臣传达他的来意。国王听了，给他捎个口信，告诉他仍须对《梵歌》作进一步的研讨。 

 

十五天后，学者又托大臣转达同样的信息给国王，但是国王还是拒绝了他的毛遂自荐，并说他对

《梵歌》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有待努力。学者为之困扰，深感失望地回返家乡。 

 

他的妻子见他郁郁寡欢，于是就问他原因而他却拒绝回答。过了不久，妻子准备好午饭和泡好茶

来服侍他。她又再轻声细语地诱使他说出沮丧的原因。学者这时才对妻子说，“看！你知道我是

《梵歌》的权威，说到讲解这部经典，有谁能和我相提并论。在《梵歌》的论述和诠释上，我获

得不少头衔和奖状并得到大众的赞赏和认同。但这是第一次，我遭到国王拒见而蒙羞。如果他不

是国王，我肯定会臭骂他一顿。” 

 

然后，他的妻子说，“我看国王说的没错。”学者一听之下，暴跳如雷地怒喝道，“废话！你不是

呆子吧！我难道不懂得《梵歌》吗？我不是一个学者吗？你说国王的看法是对的，那是什么意思？” 

 

他的妻子温柔而恭敬地说，“我很幸运，在过去几年一直聆听你的讲道，获益匪浅。我记得很清

楚，你说神是信徒的保障，只要心念系于神，神处处会照顾他。但我感到奇怪你为什么不去求神

反而去求国王！难道你认为神会不遵守祂的诺言？” 

 

你可以博览群书，你可以聆听经典的道理，你可以口若悬河般讲解，但是，如果不把所说的和所

学的道理付诸实行，一切都是白费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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