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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心光： 
剔除人性 3大毒害 佛教根

本强调"正见" 
受访者：林心光博士 

 

 
 
  

  

 林心光博士简介： 

马六甲多媒体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从事佛教教育工作多年，是一名佛学教育

积极分子，曾主办多场佛学讲座及训练课程。 
  
从事佛教教育工作多年的学者，林心光博士指出，佛教的根本，就是强调"正见"。通

过正见，才可以协助佛教徒达到剔除贪、嗔、痴等人性 3 大毒害，进而达到追求心

灵快乐的境界。 

适逢佛陀日的到来，本报记者有幸与林博士进行一项简短的访谈，通过林博士的诠

释，让读者更了解佛陀日的意义。 

 

以下是记者与林博士的访谈录： (记：记者、林：林心光博士) 

 

记："为何有 '佛陀日'的存在?  

林："卫塞节是佛教徒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成道及涅盘的日子，也就是佛教称三

期同庆的节日。佛教徒庆祝佛陀日，主要是为了回顾，追忆佛教的伟大导师--释迦牟

尼及其教义，亦是表达信徒对佛祖的尊敬。" 

卫塞是印度日历中的'五月' 

 

记："请问'佛陀日'与'卫塞节'有何分别?" 

林："其实，'卫塞节'名称中的'卫塞(Wesak)'字面意思就是印度日 

历中的'五月(Visakha)'。是印度佛教徒早期称呼佛陀日的节日名称，而且已经使用了

约 2 千年的历史，一直沿用至今。但是，'卫塞'并不能传神地表 达佛教徒纪念佛陀从

诞生、成道及涅盘三阶段经历的意义。因此，世界佛教友谊会在多年前通过一项会

议后，决定以'佛陀日'来取代'卫塞节'的名称，并且努力 向各地推广。"  

 

记："刚才博士有提到 '正见'一词，可以讲解吗?" 

林："佛教的根本，就是强调'正见' 。什么是正见呢?那就是人们对世间、对天灾、对

人事、社会等一切事物必须拥有的正确见解。正见是一个协助人们达到心灵快乐的

重要元素。因此，佛教的目的就是尽量从种种方法协助人们，尤其是佛教徒提升他

们的正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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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扩散地向信徒讲解佛法，就是希望通过佛法协助提升佛教徒的正见。人们拥有

了正见，他们才不会因为贪念或各种欲念而作出种种破坏性的-行为。勿因为错误的

见解而产生恶行，使自；己或别人遭受灾害或痛苦。" 

"回顾历史中的多场战争，无一不是因为国家领袖们的贪念而造成的悲剧。因此，身

为领袖者更应该具备正见，处理任何事情都应该拥有最正确的见解，懂得如何取

舍，避免造成任何破坏，以维护人们的安全、幸福为最终依据。" 

佛教名义下未出现战争 

记： "佛教虽然讲求正见，但是为何在一些佛教国家依然有战争的出现?" 

林："一位普通人成为佛教徒后，并不是意味他马上就具备正见的修为。一名佛教

徒，并不一定懂得佛理。再者，这些佛教国家发动战争时，都是以国家领袖的个人 

名义进行，并不是使用佛教名义进行战争。；佛教是讲求包容性的宗教，并没有强

逼人们跟随教义，因此更没有在佛教名义下出现的战争。" 

 

记："佛教的里亦充满哲学思想，那么佛教在本质上是不是一门哲学?。  

林；"在西方或其他国家，宗教与哲学是分别属于不同的领域，但是佛教却不是。其

实，印度人的生活与哲学是不可分离的，因此，佛教是宗教的同时，也是一门哲 学

思想。如果学佛者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使心灵达到真正的快乐，那么佛教就是

一门宗教；如果学佛者从思想的角度去探讨佛法，那么佛法就是一门哲学思 想。" 

 

记："博士从事佛教教育工作多年，你认为本地的佛教徒是处于怎么样情况呢?有没有

迷信的成份存在?"  

林："我觉得，本地的佛教徒都是处于较被动的情况。他们大多数都须经过佛教团体

的呼吁，才能积极追求佛法。我们应该自动自发去深入了解佛祖所交予我们的知

识。" 

 

"于佛教徒中是不是有迷信成份的存在，我们应该先了解迷信的定义。 

迷信就是信徒在不了解的情况下，盲目跟从某种信仰；但是，学习佛法者，大多数

都知道本身学习佛法的目标及意义，而且佛教并不强逼人们信奉，是人们自愿学习

的。" 

 

"华人是适应力强的民族，这是因为从中国古代各种动乱中所培养出来的能力及民族

习性，并且努力适应各种变化来达到改善生活的目的。人们信仰佛教；亦是因为他

们认为可以通过佛教追求人生的真正快乐，也就是心灵的快乐。因此，上述情况并

不是迷信。" 

                                                                                     专访：梁光辉 04/05/2004《星州日报》彭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