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节约 

 

虽然时代不断变迁，‘节约’还是目前社会的贴切话题。这则关于节约的故事取自《摩诃婆罗

多》（Mahabharata，印度古代史诗），故事的启示仍然适用于现今时代。 

 

从前，般度族（Pandava）战胜俱卢族（Kauravas）取得权力之后，般度族长子坚战

（Yudhishthira）登上王位。 

 

加冕仪式完成之后，新国王便开始执行任务。他得到聪明能干的弟弟们辅佐办理国事，把国家

治理得井然有序。因为国土广袤，治国工作也日益繁重。 

 

坚战是一位忧国爱民的国王，国内一些地区遭遇旱灾，他为此担心不已。其实该地区在战争前

已面临干旱，只是俱卢族忙于筹划战事而忽略了灾情，结果导致这些偏远地区数以千计的人民

死于饥荒，而且死亡人数还不断地增加。 
 

 
 

坚战马上要运送援助物资到灾区，可是眼下国家已经没有多少储存粮食赈济灾民。干旱又使农

作物歉收，令坚战束手无策。 

 

于是，他去见一位隐士征求意见。隐士经过缜密思考后提出一个解决方法。他说司掌财富之

神，俱毗罗（Kubera）有一个秘密的谷仓，深藏在喜马拉雅山区。他劝坚战去向财神俱毗罗汇

报灾情，恳求发放米粮救济灾民。隐士把谷仓的地点告诉坚战。 

 

坚战心中燃起了希望，马上召见他的弟弟怖军（Bhima），要他立刻出发去见财神俱毗罗。怖

军心中对求见财神之事并不怎么信服，对于能否成功也不乐观。他认为俱毗罗喜好屯积财富，

就如一般囤积者一样，俱毗罗肯定是个守财奴。况且俱毗罗把谷仓藏在深山中，证明他不愿与

别人分享财富。不过，怖军没有和哥哥多加议论，他遵从旨令，出发执行任务。 
 

喜马拉雅的山道崎岖难行，怖军走得吃力，忍着疲惫终于到了目的地。当他准备进入谷仓的时

候，眼前出现了出乎意料的一幕；财神俱毗罗坐在不计其数的谷物之间，监督着谷物的储藏工

作。其中一个仆人指着一个谷袋，告诉俱毗罗说袋里装满了沙土，没有几颗谷粒，建议把它扔

掉。俱毗罗吩咐仆人把谷袋拿到他面前，倒出袋里的沙土，然后亲自将谷粒逐一挑出。虽然那

是十分费力的工作，俱毗罗慢慢地筛出了一堆谷粒。 

 



看到这一幕，怖军非常反感，心想：“这家伙拥有的财富比任何人都要多，却小气得连几颗谷

粒都舍不得！”怖军更加肯定俱毗罗的贪婪吝啬，觉得哥哥看走了眼，不该派他来求助于一个

守财奴。就在他要转身离开时，俱毗罗忽然叫住他。 

 

 
 

俱毗罗走到门口欢迎怖军，引他进去。怖军只好从命，俱毗罗命仆人端上饮料，热情的招待怖

军。怖军仍然犹豫着是否要说明到访的目的，他觉得俱毗罗一定会找借口拒绝他的要求。 

 

谈了一会，俱毗罗问怖军到来的目的。怖军述说旱灾造成的严重饥荒，而国内又没有多余的粮

食救济，所以前来求助。说完后，怖军带着期望的眼光看着俱毗罗。俱毗罗二话不说，立即吩

咐仆人们准备米粮，装满五百辆篷车运往灾区。 

 

过了一些时候，俱毗罗的随从前来禀告，说前往灾区的道路泥泞难行，篷车会不受控制往山下

滑，十分危险。唯一的方法是铺上泥沙，车子才能继续前进。俱毗罗认为灾情紧急，不能再浪

费时间了，他下令用谷粮填铺道路，让路面稳固通车。 

 

怖军无法相信他所听到的，惊愕地注视着俱毗罗。俱毗罗问他为何觉得吃惊。怖军坦诚说出他

看到俱毗罗不厌其烦地从沙土里挑出谷粒，心里不禁有些鄙视，觉得俱毗罗极致的贪婪吝啬。

可是，当俱毗罗捐出粮食，并毫不犹豫地命令把一袋袋的谷粮去填铺道路，让粮食能够及时运

送给灾民，这种举动让他看到俱毗罗多么慷慨的一面。 

 

 
 

俱毗罗解释说，谷子粒粒皆珍贵；不论多么微小的东西，都其价值和重要性。谷子虽小，但积

少成多。俱毗罗接着说，有价值的东西珍贵之处在于用得其所。米粮可以喂饱饥饿的人，但是

在饥民饿死后才把米粮送到，那就白费心机了。那时候，米粮比沙子好不到哪里去，都毫无价

值了。 



 

俱毗罗总结说：当一个人储藏东西时，他应该小心不要丢失或浪费任何部分。但是，在给予他

人时，就应该慷慨大方。 

 

怖军听了非常钦佩俱毗罗，向他鞠躬行礼。除了慷慨的捐献，俱毗罗也让他大长见识。怖军顺

利完成任务，人也因此而改变。 

 

怖军所学习的这一课，在现今的世界仍然适用。节约和吝啬不能混为一谈。俗语说：‘省一分

钱就是赚一分钱’，它提醒我们不要浪费金钱，或任何资源。 

 

圣哲赛峇峇在一次讲道中说：“没有任何东西是全然无用的。地上的一条小枝，我们总以为它

是无用的废物。不，它也有用处，可以当牙签。”赛峇峇的一生展现了许多节约的例子，给我

们传达了强有力的信息。 

 

有一次，赛峇峇派 R.K.Sehgal 教授（百善地工商管理系的首任院长）和图书管理员去班加罗

尔（Bangalore）参加一个书展。祂指示他们购买一批最新出版的海外书籍和刊物，供学生们

阅读。祂交代教授：“如果你能用 99 分买到一种东西，就别用一元去买它。”  

 

我们可能会觉得疑惑，差一分钱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 100 分不就变成 1 元了吗？粒米成罗，

滴水成河；所以我们应该发挥智慧，节约珍贵的资源。同时，也不要忘记在给予他人时 —— 

不论是爱心、时间、金钱或任何形式的帮助 —— 应该慷慨大方。那么，我们就一定能体会到

无法言喻的喜悦和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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