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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答眼色海掠影君二十二则 

 

    问一：上期承答受五戒者杀人则必受果报。今生侥幸逃脱，仍逃不了因果律，来生还要受报。

如此，来生受报时自己是否觉知其前生之所为？若不知，来生受报时相信命运，误为是命运注定，

必然还是不能悔改前非？再者，来生受报，是否是教主怒而祸之？抑或与法律之「杀人者死」相关

也？ 

    答一：因果定理，作者必受，本不可以言侥幸，言侥幸，是指业缘未熟，果报未到。来生受报

时能否知道自己前生之所为，要看你自己的修证工夫如何。佛经中说：「罗汉有入胎之迷，菩萨有

隔阴之昧」。罗汉和菩萨虽未成佛，但多是修证有素，已登圣位，尚且是隔了一个娘胎（隔阴）转

生，就迷昧了前生的事，何况普通的具缚凡夫，如何会知道！至於相信相命，或信其他什么的，不

一定不能悔改前非，只须时节因缘到来，他自会信因果而痛忏前非的。来生所受，是自作业，自受

报，与教主、法律皆无关系；且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已断烦恼，没有瞠恨，与其他的神教主不同。 

 

    问二：不杀生，未必不可食，法师有何高见？若杀鸡鸭等类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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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二：杀生是直接杀，食是间接杀，同是杀，不过还报的重轻有异。俗语说：食他半斤，还他八

两。鸡鸭等类亦是前生作业，堕落畜生道的。你现在杀它吃它，将来它有机会翻身，还是以刀还

刀，以牙还牙的。   

    问三：人人皆可成佛，请问本邦那些教徒已经修链成佛的？  

    答三：成佛是绝对的境界，我们人是相对的境界。相对的境界，是有生有死，有形有相的；绝对

的境界，是不生不灭、无形无相的。所以本邦即使有人成了佛，你无 慧眼，有业力障隔，还是看不

到的；但我们可从有修养的教徒， 临终预知时至，来去分明，而证明他已有了成佛的迹象。  

    问四：佛教是否反对其教徒研究命理，为什么？  

    答四：命理是有的，不过不是注定不变的。所谓相从心生，命由心转。只要你学佛，心地善良，

信因果，行善事，相命便可渐渐变好的；不然，好的也会转成坏的。 所以佛教只劝人深信因果，广

积福德为本，研究命理是舍本逐末，故不主张，也不是完全反对。  

    问五：信奉佛教者，必须吃素，为了什么？  



    答五：佛教慈悲为本，吃素是为了要养成不杀生的仁爱心，扩此仁民爱物之心，世界才有升平的

日子。孟子亦谓：「天下惟不嗜杀者能一之」，可惜末主张吃素，与 行动尚有距离。但信奉佛教要

吃素，都是指已出家的，在家学佛的皈依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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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规定个个要吃素。   

    问六：如果世间每个人都信了佛教，那么世界将如何？  

    答六：那么世界太平，大家和乐；但你也不要怕成了和尚世界，像你一样有头发的，穿西装的漂

亮青年，依然很多。  

    问七：就佛教而论，世间是否有神鬼之存在？如何见之？人死後其灵魂是否不亡？变成鬼仙之说

是否可信？为何又有天国？天堂与地狱之分，作用何在？  

    答七：佛教有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的「六道轮回」之说，是肯定鬼神一道的存在。

罗汉证道得到道眼就可见到。天人的天眼方可见到。灵魂是生命的主 体，佛教说生命的具体活动有

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的八个识，而以第八阿赖耶识为生命的根本。它的功用，

是人生受胎时它领先而来，死时它最 後才去。世人不知此中真相，谓为「灵魂脱壳」，笑坏人也！

人死肉体死，神识不死，但也不是统统变成鬼仙。六道轮回，皆照生前所作业力而转生，并非定会

变鬼 变仙或变猪变狗的。天堂地狱乃六道中之二道， 亦非是神创造，别有作用，乃是唯心所成，唯

识所现。所谓轻清者上升为天， 重浊者下凝为地。也可以说：善业轻清的上生天堂，恶业重浊的下

沉地狱，是因果循环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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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八：据说佛教是伟大的，从何见之？  

    答八：从佛史和佛理见之。释迦身为王子，舍弃富贵名利，专修佛道，由出世而入世，舍己为

人，精神伟大。佛理则是佛陀由戒定慧修证而得，非常人妄想分别之境 界，亦非世俗一般宗教哲学

所堪比拟，竖穷三际，横遍十方。高深博大，兼而有之。   

    问九：佛教徒的婚礼仪式如何？  

    答九：请佛教长老或高德居士为主证。新伉俪向教主献花致敬。主证人上香、洒净、开导。新伉

俪相对见礼。家长致词等等。槟城佛教徒举行佛教婚礼的，已有多起。  

    问十：佛教对於安葬礼法如何？  

    答十：佛教有火葬、龛葬和棺葬。出家佛徒多采用前者，在家佛徒则两者兼而有之，火葬可奉骨

灰入塔纪念。清明扫墓，是中国风俗，棺葬亦可行之。  

    问十一：祖先的「风水」与下一代真否有连带关系？火葬好处何在？  



    答十一：阴阳、风水、地理，都是中国相沿的学问。风水好坏或能影响下一代的盛衰，但不如祖

先积德来荫庇下一代来得可靠。火葬好处在简洁、节俭。教徒亦有愿 将骨灰散入海中与水族结缘，

可得布施培福的好处。  

    问十二：教徒与居士有何区别？法师、和尚、尼姑有何作用？和尚与尼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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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各别结婚？  

    答十二：教徒分出家与在家的两类：出家的称师父、法师、和尚等；在家的则称居士。居士解为

「居家学佛之士」。法师、和尚、尼姑的作用，是自修佛学，教人修 习佛学，等於教师的作用。不

结婚，是因学有所专，责有所在， 不将精神分散；如有家庭负担，便难以专神致力於教务，道业难

成。   

    问十三：佛教对於科学有何作用？  

    答十三：科学的作用在求真，故注重实验与分析的精神，对每一事物皆以各种方法实验之、分析

之，求出它的真相，然後信仰。佛教是纯理智的宗教，其精神亦著重 实验与分析，但须从内自修证

实验的工夫到家，才了达每一事物的真相；科学研究分析所得的真相，只不过是事物的假相而已，

非是真相。此佛学与科学同中有异， 即方法同，作法有异，然对事物有互相发明和发现的作用，并

不相悖。若从科学的理则学观点来看，则佛教的因明学，近似西洋的逻辑学 、中国的名学，皆为研

究语言学问的科学方法。（请参看中国科学家尤智表著 的「佛教的科学观」一书）。  

    问十四：若要脱离人间的痛苦，应落发为和尚，虔诚研究佛经，法师以为然否？  

    答十四：落发为和尚，专精修行，固可离苦得乐；但做在家居士带发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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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样可解脱痛苦。不过出家专修易成。且研究佛经属於知，还须要行方能解脱，光有知解还不

够的。   

    问十五：佛教对於亚当与夏娃之说，有何高见？  

    答十五：当神话看。  

    问十六：「天官赐福」与「司命帝君」何也？是否应该崇拜？  

    答十六：天官和司命，皆中国民间所传的小神。梁元帝书说：「上元为天官赐福之辰，中元为地

官赦罪之辰，下元为求官解厄之辰」。唐人以正月十五为上元，七月 十五为中元，十月十五为下

元，谓之三元节。但道家以天地水为三元，亦曰三官。後汉张角传「五斗米道」，以符咒疗病，写

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书三通，一 上於天，二埋於地。三沉於水，谓之「三官千书」。故 「天

官赐福」之类，或即由此创作而来。司命有「上台司命」与「东厨司命」 。晋书谓：「三台六屋，



两两而居，西近文昌二星为上台司命，主寿」。东厨司命为灶神。此类善神，对之保持敬意就好。

不必过事崇拜。  

    问十七：佛祖如何修炼，有否得到神仙的指示？何时开始传教？一共传了几年才离开世间？葬身

何处？享年几何？  

    答十七：神仙皆为道家用的名词。修道如云链气、链丹，亦不宜用之於佛教。据佛经记载，释迦

多生前已修行成佛，今为化世，乘愿再来。其舍弃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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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家修道时，曾访问古印度许多修习苦行的宗教师，结果知彼等所修皆不圆满究竟，乃专用观心

返照工夫，求之於己，开发内在之智慧，洞悉宇宙之底蕴，独步三 界，谓之为佛。时年卅五岁，开

始创立佛教，游化诸国四十五年，至八十岁入灭。地点在印度拘尸那城，为今日印度佛教八大圣迹

之一。   

    问十八：佛祖诞生就能步行，脚下还有莲华承顶，且会开口说话，这是否真有其事？  

    答十八：你若相信佛陀是乘愿度世的再来人，则示现这些动作，引人注意，使人入胜，成为方便

权巧的法门，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了。  

    问十九：点香、叩头、燃烧金银纸等类是佛经所规定之仪式吗？作用呢？  

    答十九：点香、叩头或礼拜，即非宗教的常人，亦有此种礼仪，何足为异。烧金银纸则从道教焚

烧符等演化而来，乃道教之产物，非佛教所有，佛经 亦无此种记载。现今佛门中有此现象，乃教徒

不明真相，习俗相沿，有以致之。笔者曾作「为误解佛教者进一言」，文中言之稍详，可以参考。

（见拙著 「佛教问题座谈」一书）。  

    问二十：佛教说天堂有廿八层，科学家已能算出天之高度，而未见有如此之说法，这是否系佛祖

之幻想？何者才能见之？何者确已见之？  

    答二十：佛经说三界有廿八天，乃佛陀慧眼亲见之事实，并非幻想。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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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天人，性质，形状，寿命，福报，生活等情形各各不同，在佛经有历历如画之描写。佛陀是不妄

语者，如不亲见，如何能了知如此清楚。佛徒中之能证得 初果罗汉阶位的，便可望见上界诸天。佛

世诸圣弟子，都能见到；末世障深， 慧眼不开，天眼难得，见者较少。所谓「科学家已能算出天之

高度」，不知所指之「天」为何？况科学日新月异，对天体的测算，也尚限於局部，後说又往往推

翻前 说，未可视作定论。吾人之五官所觉知者甚少，与佛陀智慧比较，尚不及杯水之比於大海。佛

陀在二千五百年前，已说出地轮（地球）是圆的，一 杯水中有数千万虫，上方虚空有无量无数世

界，前人不信，以为他说妄语，谁知今日科学发明，好多已经证实。由此推如将来科学愈发达。将



愈与佛理接近，相得益 彰，故科学与佛法，相成而不相悖。   

    问二十一：佛祖修链成功，可是对人间之生老病死，即他人之生老病死， 却未有相助，这岂不是

给佛祖失望了吗？  

    答二十一：「各人吃饭各人饱，各人生死各人了」。佛陀修证成功，自己断惑证真，了脱生老病

死；其创教游化，循循善诱，即为他人解脱生老病死， 即此有助於人了。人自迷执，不信不修，这

的确会令佛陀失望的。我们劝人研究佛学，善自修养，也就是为了要弥补这种失望。  

    问二十二：佛如何保佑其教徒，对人生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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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二十二：教徒虔诚求助於佛，有感於佛，佛必有应，以遂其愿。但须知佛教是主张靠自力的宗

教，与普通主张靠他（神）力的宗教异趣。佛对教徒，处於指导师的 地位，学生有困难问题求解

决，导师即为他解困难，但若学生自不用功，导师也无办法代他用功了。故身为佛教徒，自不用

功，又不行善，光是求救佛陀来保佑，佛 陀也感到爱莫能助了。因为佛陀是大觉智者，不似可以行

贿赂的神，你买多点鸡鸭三牲供奉他，他便保佑你了。至於佛对人生，也如教师对学生一样，处於

指导的地 位，示以教育的真理；不过与普通的教师不同 ，普通教师对学生未免有爱憎亲疏之分，佛

则於一切众生，一体同视，普爱平等。又从佛对人生的需要说，则如愚暗需智，黑夜需灯，迷途之

需指针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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