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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恭贺新喜」来谈佛法 

 

            在港九佛教徒春节联欢大会讲 

 

    各位善知识！今日是港九佛教同仁举行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会，大家赴会的目的，无非是想在此

春光明媚的佳节，从欢乐中，联络感情，共谋佛事之开展。因此，大家见面都不免先来一声：「恭贺

新喜」；这四个字看来是很平凡的俗套，但一经解释，亦可以说出好多道理来。我是一个佛教徒，

「三句不离本行」，现在就用佛法的道理来说说吧。 

    恭贺新喜的恭就是恭敬，贺是庆贺，喜就是欢喜。为何有欢喜？意思全在一个新字。新年或新春

的来临，里面含有许多的生意，所谓「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所以大家要高兴，要欢喜，因此要恭

贺它。儒书说：「一日之计在於晨，一年之计在於春，一生之计在於勤」。春，是一年的开始：在人

事方面来讲，一到春天，一个人对於个人的事、社会的事、国家的事，都要重新计划，或另来一个新

的看法，把过去的一切撇开去，从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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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做过；在万物方面讲，新春的消息到了人间，大地披上了美丽的春衣， 枝头的鸟儿在歌唱，花儿在

微笑，草木在吐清香，一切的一切都沐浴在春 光中，融融恰恰，欣欣向荣，生趣盎然，因此触景生

情，也会逗引人们生 起无限的新喜。「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这是词人们对新春的 赞美。

「白日莫空过，青春不再来」，这又是诗人们在叫人爱惜春光！二 十年前的一个春天，太虚大师住在

西湖山中，一日行过苏堤，觉得春气迎 人，忽得两句诗云：「山中十日西湖别，堤上桃花红欲然」，

由於这种新 的灵感，他就开始写了一部「新的唯识论」。这因为春天带来的新意，不 但苏堤上的桃花

红若火然，即大地上一切花卉草木的种子，都由於春风时 雨的沐浴，而灵苗怒茁，生意蓬勃。同时即

由於外物种子的新生，使他想 到内心识种的新生。因佛教中的唯识学，说明宇宙万有，都从我们心识

中 的种子变现的，一切的现象，都只是心识的反映而已，所谓「诸法众缘生 ，唯识现」。但这识内的

种子，有「本有种」与「新熏种」的两类。这些 种子有杂染的，有清净的。杂染的，就是烦恼的，我

们平常遇到外面不好 的境界所熏习，所引生的。清净的种子，则有无始劫来本有具足的，不过 在众生

著迷的时候，隐而不彰；如果现在遇到佛法，接触清净的闻思熏习 的因缘，那 就会把那些清净的种



子渐渐引发出来，渐渐会使现象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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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都从染污而变成清净。但有些种子向来在我们的识中是没有的，这叫 做新熏种子，则完全由於现

前遇到好的清净的外境，即多闻佛法，如理思 惟，熏习识中，留为种子，过後由此净种，变生净芽，

以至於开美丽之花 ，结灿烂之果，使现象界的一切都清净起来，那 这个大地也都清净和乐 了。正像

新春的来临人间，一切都有了新的生意，新的欢乐！我们学佛的 人所恭祝的新喜，第一点，应寓有这

种佛法的新意才对。  

    上面是从新春的新字上来讲的。现在再来讲新喜的喜字。这个喜字 ，在佛法中占著很重要的地位，

因菩萨所修的四种大心??慈、悲、喜、 舍??中有喜的一种。这喜不但著重自己的欢喜，更著重他人的

欢喜，因 了知他人的欢喜，即同自己的欢喜，如果他人都在痛苦，自己纵使有欢喜 ，也是暂时的或徒

然的。故菩萨见众生之喜，即同自己之喜。这样的喜， 才称之为大喜。这与平常说的：「个人的快

乐，要建筑在大众的快乐之上 ，不要建筑在大众的痛苦之上」，其意义相同。又佛教的术语，有「随

喜 功德」，有「法喜充满」，有「欢天喜地」、有「皆大欢喜」。这几句话 里，虽皆讲喜，但研究起

来，意义或程度容有浅深，并不完全相同。如「随 喜功德」的喜，只是普通一般学佛的人，对於佛事

随缘随喜的一种境界， 程度可说是很浅的。到「法喜充满」的喜，已不是普通学佛者研修的泛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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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所能做到，而是从内省做过禅定工夫的人，在精神上充沛著禅悦的境 界，才会有法喜充满的法

乐。再进一步，到「欢天喜地」，那是修养的工 夫更深了！菩萨登到十地中的「初欢喜地」，「破无

明，见佛性」，自身 所本具的，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佛性，到初地时，发现到，证验到了，所以 生起得

未曾有的欢天喜地。至「皆大欢喜」的境界，又有不同了，这是要 从十地到金刚後心，破最後一分无

明，圆显法身慧命，达到佛位，大圆镜 智，普照尘刹，十方虚空，洞若观火，那时的得大欢喜，可说

是从来未有 的，同时证验到「众生即诸佛心内之众生」，则佛既有喜，一切众生亦皆 有喜，所以要皆

大欢喜了。  

    若再从佛法的行位上来判释这四句话的程度浅深，那 「随喜功德」 ，应在十信位。大智度论说：

「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这是 说学佛的人，发菩提心，修菩萨行，做诸随喜功德的善

事，应先从十信位 起始。从十信位坚固自己的信仰，是入佛法大海的基本；对於佛果的智德 ，没有信

心先去接受，那始终无办法踏进佛法之门，深入佛法之室的！由 坚固十信，再用能够度脱生死的智慧

来修观用功，获得禅定，便能「法喜 充满」，这可说是在十信之後的，十住、十行、十回向位的三

贤。再进一步，要 登十地圣位的初地、破无明、见佛性，才会欢天喜地。至「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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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必须要到「五住究竟，二死永亡」的大觉佛位，才达到欢喜 之顶点，如登峰造极，更无

欢喜，过此欢喜，才配称皆大欢喜。比起我们 现在对新春来临的欢喜，其程度真不可同日而语；但由

此新春的欢喜，使 我们想到佛位果证无生，光寿无量的欢喜，这是我们在庆祝新春，第二点 要知道的

意义。  

    佛法的妙义，无边无尽，正如新春的生意无边无尽一样，真是值得羡 慕、赞叹，而也赞之不尽，说

之不穷的；但可以说的，佛亦曾把佛法综合 为二谛，即俗谛与真谛。中观论颂云：「诸佛依二谛，为

众生说法：一以 世俗谛，二第一义谛；……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世俗谛，即是俗 谛，说明世

间出世间一切诸法的现象；胜义谛即真谛，说明世间出世间一 切诸法的本体。但现象是诸法相用，相

不离性，用不离体；本体是诸法的 体性，亦是性不离相，体不离用，换句话说，即是真不离俗，俗即

是真。 故六祖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觅兔角」。这 说明了佛法虽然高深

微妙，但依佛法行世法，依佛法视世法，则一切世法 ，无不成了佛法、妙法。譬如现在开新春联欢

会，站在佛法的立场，用俗 谛来说，联就是联络，欢就是欢喜，大家能联络感情，就有和乐，就有欢 

喜；再能从「欢喜成功德」这句话来做，则什 世法都可以变为佛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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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大家我见深重，刚愎自用，感情恶劣，你说我不对，我骂你不是，你 怨我，我怒你，你一刀来，

我一枪去，这样便什 欢喜都没有了，更谈不 到联络。可见大家要真能联络，还要从佛法的无我观做

起！有了无我的观 念，自己对於一切事物的观察，是会比较客观，不让深重的成见来蔽塞了 自己的理

智，那 一切人事，都容易从和谐协调中来培养和长成，如万物 之浸润在熙和微笑的春光中而生长一

样。但要真能做到无我，就要证到真 谛的境界。而真谛的真理，是以真空为性。证到这种真空的理

性，要如刚 才所说的在初地破无明，显法身，从根本智亲证二空真如的理性，才能达 到。我们学佛的

人，必需要到那种地步，智境浑融，物我一如，才是真能 联欢，可以说是从无联络中而有大联络，从

无欢喜中而生大欢喜，因这时 已从相对的联络而到於绝对的联络，从相待的欢喜而到於绝待的欢喜

了。 我们对於这种无相绝待的普泛的联欢，虽然一时不能做到，但我们的心， 是不可不向往之！这是

第三点意思，我们今天开春节联欢会，亦不可不注 意及之。  

    上面从恭贺新喜中讲出三点欢喜，最高的欢喜，自然在欢天喜地或皆 大欢喜了；但要达到这最高的

欢喜，还请从为己为人的「随喜功德」做起 ！因为这是比较容易做的，如我们现在的佛联会，是由大

家合力来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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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有钱没有力的，出一颗心来随喜帮助宣传， 推波助澜，都是功德。由这

外来的随喜，助成自己内心的修养，就易得到 「禅悦为食，法善充满」；那 ，工夫再进一层，就可

获得欢天喜地，皆 大欢喜的境界了。现在就此恭祝诸位随愿所成，一切如意！新年康乐，皆 大欢喜！   

                    （甲午元旦後八日在东莲觉苑讲。陈静涛居士译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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