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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诞谈到佛缘 

 

    不久以前，龙山寺主席洽公，曾约我到檐葡院与一班居士结点法缘，我就由法缘而谈到佛缘。现在他

们要出版庆祝佛诞专刊，要我写篇文章，我想来想去，没有什 好写，只好从佛诞再谈一下「佛缘」。因

为纪念今年佛诞的文字，我已写过三四篇了，写多了亦感到没有什 意思，好像冲过的茶，冲了又冲，自

己再饮也感到淡而无味了。所以这次提笔写文时，想极力避开正面的说话，只好从斜面的角度重提一下

「佛缘」，略以纪念佛诞而已。 

    今年佛历二五??年，是一个整数，所以世界各国的佛教徒，对於这一日子的纪庆，大家都很起劲，我

们中国的佛教徒也不能例外，各处已印了好多特刊来表示庆祝。这个纪念日，是前年在仰光开第三次世界

佛教会议通过决定的。现在世界各国既有如许众生，在大呼大嚷要庆祝这佛纪二五??年，可见这些众生，

当然是「与佛有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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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最重因缘，什 都说是因缘所生，因缘所成。印度的马胜比丘曾 说：「诸法因缘生，亦从因缘灭，

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的确，因 缘之理，是佛所创觉的。中国的袁子才亦曾恭维过因缘二字，说佛

教说因 缘二字说得最好，可以补我国的圣经贤传之不足。这亦是由衷之言，在中 国的四书五经里，说了许

多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的话，而没有提到因缘二 字，也没有专讲因缘的道理，却是事实。在佛经里，因缘

之论，却成了专 门的学理，如「六因四缘」、「真如缘起」、「赖耶缘起」、「法界缘起」 、「六大缘

起」、乃至「缘起性空的宇宙观」，「缘成无我的人生观」 这些学术性的理论，无非是从因缘二字上演绎

出来的；而且从「十二因缘」 的顺生观和还灭观，几把佛与众生，世出世间的一切事情都说尽无余了。 讲

到这因缘的缘，通俗一点说，即是一切事物间互相发生的关系。有 缘，即是有关系；没有缘，即是没有关

系。平常的人说「佛力广大」、「佛 法无边」，其意思多是指佛祖慈悲，恢宏度量，没有什 不容纳教度

的。 这种说法，本来亦是对的，不过他所了知的佛法是很泛浅的，因他还没有 更进一步地理解佛法所阐述

的甚深微妙的因缘之理，要知佛力虽然广大， 佛法虽然无边，若是自己未种下善种，与佛无缘，那 这广



大，这无边，就 要打折扣了，因为还有「佛门广大，不度无缘之人」的道理存在。换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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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如果你从来作恶，未曾与佛门结过丝毫善缘，或不曾做过其他些少的 善事，那 纵使佛力广大无边，

还是无法度你，无法救你的，因佛愿虽要 度尽众生，而不能度无缘之人，这不是佛力不够，是自己的缘力

不够，佛 亦无法度你。以佛法重缘，同时亦重因；自己发心，自愿种善是主因；佛 菩萨的帮忙指引，只是

一种助缘。如果没有自力的主因，他力的助缘亦无 从助起。因此佛教理论的重点，是主张自力不从他力

的。  

    从前佛在印度舍卫国的王舍城住了几十年，无时不在说法度生。该城 共住九亿人民，只有三亿见佛闻

法，三亿闻法而不见佛，三亿不见不闻， 不知有佛，也不知有法。为什 与佛同住一城几十年，竟未见

佛，亦未闻 法，乾脆地说一句，就是与佛无缘，从来未曾做过善事，与佛有过些微关 系，所以两者之间就

非常地隔膜，纵使要度你，亦无法度得到。同时在王 舍城东住著一位老妇，与佛同年同月同日生，却一生

都不肯见佛念佛。有 人请佛去度她，她见到佛来，用手遮面，不愿见佛，佛以威力从她的五指 放出五光，

光中出现五只狮子，希望她由见光而见到威力，因而度她，可 是她始终不肯信佛，佛也只好叹一声「与我

无缘」，拖著沉重的步伐走了。  

    有一次，在印度的乡间有一条恶村，人多做恶，不信佛法。舍利弗自 告奋勇，要去化度他们，谁知在恶

村说法，被他们种种讥笑，甚至骂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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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不值，知难而退。目莲闻知此事，自谓有大神力，可以化度他们，谁知 亦被他们热讽冷嘲，把他的神通

斥为骗人的幻术，也只好自讨没趣归来。 後来许多弟子自愿前去化度，都没有办法使他们归向佛教。最

後，佛知缘 在文殊，就派文殊前去宣化。恶村的人，一听到文殊的名字，敬仰之心 油然而生，由此舍邪归

正，翕然从化。这正如俗语所谓「有缘千里同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因他们前生前世已与文殊结过佛

缘了。  

    又这缘亦可解作福缘，即指在佛法中所修习的一切善根功德而言。普 通一般人赞叹人家有福分的，总是

说：多富、多寿、多男子。实则「多富 则多事」，所谓「贫穷闹市无人问，富贵深山有远亲」。你有几个

臭钱，什  人都要来奉承你，找你的麻烦，不是多事吗？「多寿则多辱」，所谓「 老而不死谓之贼」，老

态龙锺，百无一用，在社会上不会生产，只会消耗 ，惹人讨厌，不即是自己受辱吗？「多男则多累」，兄

弟阋墙，室家不和 ，儿孙绕膝，寸步难移，不是拖累吗？所以在庄子天地篇中说，当华封人 向尧帝祝此三



多，尧帝即作如上的否定说：多福则多事，多寿则多辱，多 男则多累。可见三多亦非吉事。在佛教中，说

学佛的人亦应有三多，即是 多闻佛法，多觐明师，多作善事。这三件事，都是自己修福的善缘；尤其 是多

做善事，更为学佛者所需要。故阿弥陀经云：「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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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得生彼国」，所以由菩萨修成佛道，要经过「三只修福慧，百劫修相 好」的阶段；虽然，泰山不离土

壤，沧海不舍细流，多善皆自小积，所谓 「小善不积，无以成圣」，就是这个道理。  

    释迦牟尼佛一天晚步池塘，忽见莲花盛开，心中感到无比的清净和快 乐；同时想到世人心地如果皆如莲

花清洁，那 人间是多 美妙和乐呀！ 这时忽然听到一阵叫苦的声音自远而来：「哎！为何我不多做善

事，现在 这样受苦！假使我过去多做善事，今日决不致於陷此痛苦的境地吧」！佛 听此声，不觉凄然！把

眼睛朝向地心一望，见黑暗狱中有许多人在受苦， 在惨叫，知道刚才的惨声是从犍陀多口中叫喊出来的，

於是就问他道：「 你是犍陀多吗」？犍陀多答是，并说现在受苦极了，希望佛能救度，佛即 观察此人过去

有无善缘，方可救度。观察他多生多劫以来皆做恶人，未曾 修过丝毫善事，欲救维艰，不禁皱眉。後复观

察，忽然色喜，因他过去在 很多劫前，有一生中曾做强盗，抢了人的东西，途中跑得疲倦，坐在树下休 

息，忽见一只大蜘蛛从树根穴中爬出，初欲一脚将它踩死，继念它有生命 ，何可无故残害。有此一念善

缘，佛心欢喜，即放一光，犹如蛛丝，从黑 暗中挂下去。犍陀多忽睹光线自空而下，心中喜悦，便执光线

上爬。中途 发觉自己脚下有人跟看爬上，恐怕人多线断，自救不了，就大声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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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光线是专为救我的，你们不可跟上来！」於是用力踩蹂脚下之人，想把 他们踩下去，谁知即在此时，线

断光灭，他和许多人仍旧跌入黑暗的深坑 。这时佛悲伤地叹息道：「善缘未熟，自私心重，我对他也无可

奈何了」！  

    这虽然是一则故事因缘，里面却含著多量的人生哲理，人生意义，人 生价值。它告诉我们人生第一要多

做善事，多积福缘，那怕小小的功德吧 ，都要做一点，终是自己上算，否则无缘必难得度。佛虽慈悲，亦

难以为 力。因佛尊重因果理则，决不会随便去改变每个人自己所做的业力，而倒 乱因果，违背理法。第二

自己做了善事，亦不好太自私，要顾及大众的利 益。犍陀多如果不自私，蛛丝不断，一定得救了。因此佛

教劝人发心?? 发菩提心，即是要先发起善心，再扩展这善心，不但为己，亦要为人。能 救人，自己必然也

得救；想人不好，自己亦无好果，也是必然的道理。  

    我们要纪念佛诞，也是这个道理，首先要明白佛就是一个自觉觉他、 自利利他、为善无私的人。我们能



学到佛的作法：在自己，要培植智德， 充实自己的修养；在为人，要多做善事，多积福缘。这就是自己学

佛而得 佛助，而得佛救的第一方法。同时也正是我们所以要恭维佛、纪念佛的最 好理由。除了这些意义，

佛还有什 值得庆祝，值得纪念呢？同时纵使刊 物出得千千万万，与自己又有什 相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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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年四月廿八日在星洲   

                                         （此文曾刊二五??年，星洲弥陀学校纪念佛诞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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