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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出家的目的，在尋師訪道。尋師，是要找好的師父；訪道，

是求法。換句話說，就是尋求「善知識」來充實自己的學問，解決人

生許多自己所未曾解決的問題。 

 

印度地處熱帶，物產豐富，人民生活優裕，閒散無事，好動腦筋，

多用思想，所以宗教哲學的思想特別發達，宗教家有學問的也特別多。

太子的出家，既為尋師訪道，所以當時離開皇宮不久，就和淨飯王派

來護侍他的五個隨從，去參訪過很多有學問的宗教師。如先是參訪跋

伽婆(Budrgava)仙人的苦行林，向一群修苦行者請教解決生、老、病、

死的方法。他們教他的方法，是修學投巖、赴火、曝日、禁食、拜火、

囚水等種種苦行，可以生天，享受快樂。他稍加思索，認為修這些苦

行，是無益而不合理的；以不合理的因，絕難得到合理快樂的果。就

捨之他住，再去訪問當時最著盛名的宗教師阿羅邏迦蘭(Ᾱrādakalama)

和鬱陀迦羅摩弗(Udrakarāmaputra)。前者告以遠離欲愛，攝心靜修，把

心安住於無我的境界，從此進入「四禪」以至「非想非非想處」的寂

定，便可解脫生老病死，離苦得樂。他便質問道︰「那種最高的寂定

之境，到底是有我呢？無我呢？有我，即有愛欲未捨，心何能寂？無

我，便同木石，尚有何樂？誰受快樂？」阿羅邏迦蘭竟不能答，自歎

不如。後者鬱陀迦羅摩弗，亦以修到非非想處，壽長八萬四千劫，為

離苦得樂的解脫之法。但當太子質問他︰「八萬四千劫後的壽命又是

怎樣呢？」他也無法答覆。因此，他認為這些以修苦行希求生天的，

都不是究竟解脫的方法，就只好反求自己，來找尋解決的辦法了。 

 

太子自從尋師訪道，跋涉山川，不覺度過了五、六個年頭，終無

所獲。於是就渡過尼連禪河(Nairañjana)進入摩竭陀(Magadha)國的佛陀

伽耶(Buddha Gayā)山附近，在優留毗羅西那尼(Uruvilva-Senā)村莊的山

林中專志冥心，餓其膚體，勤苦修行，希求得道；但經過六年的長時

期，仍無消息，知道苦行無益，就放棄了它，踏入尼連禪河，洗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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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瘦弱的身體上的污垢，受了難陀牧女的乳糜之供，恢復了精神，走

到伽耶山旁一株枝葉婆娑的菩提（畢波羅 Pippala）樹下，一心正念，

端坐思惟，經過了相當長久的時間，終於在一個五月月圓之夜，仰覩

明星出現，忽然大覺大悟，徹見宇宙人生的真相，向來所不能解決的

疑難問題，這時都如庖丁解牛，目無全牛了。 

 

佛所覺悟的究竟是些甚麼法？所解決的又是些甚麼問題？說來話

長，真是一言難盡。其中最重要的，應是緣起的理法。有了這緣起的

理法，就把人生所以有生老病死的原因，和盤托出。我們人生所以有

老、病、死是因為有生。生從何來？是因過去做了無明煩惱的業因，

所以招感這個身體的果報。有了果報身體的生，那麼要老、要病、要

死，是避免不了的！要避免，就要修道，斷除根本煩惱的無明，跳出

三界，進入聖城，就可以把生老病死的問題，徹底解決。 

 

這些理法，是佛陀從徹悟中發現的，世間的人，聞所未聞，難以

啟信，疑謗增罪，所以當時佛陀觀察時機，就不想說法；後來經梵王

帝釋再三的懇請，才赴波羅捺斯(Bārāṇasi)的鹿野苑，初轉法輪，度五

比丘。從此繼續不斷地遊化各國，度人之多，猶如恆河之沙。到了他

八十歲的那年，覺得他所應度的機緣己盡，就在拘尸那拉城的雙林樹

下，如薪盡火滅，示入涅槃(Nirvāṇa)，獲得究竟的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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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練習︰ 
 

 

一、 為甚麼要尋師訪道？ 

 

二、 印度的宗教哲學為何特別發達？ 

 

三、 苦行者用甚麼方法希求生天？ 

 

四、 阿羅邏迦蘭和鬱陀迦羅摩弗的方法為何不能解脫生死？ 

 

五、 太子在甚麼地方成道？ 

 

六、 佛所覺悟的重要理法是甚麼？ 

 

七、 緣起的理法解決甚麼問題？ 

 

八、 佛為甚麼要「示入涅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