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正觉的启示  
  

正觉的启示 

 

    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一个月圆之日，释迦牟尼佛诞生在中印度迦毗罗国的净饭王宫中，以我国的时代

年月计算，是在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当佛生下来时，就能脚踏莲花，周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

地，说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豪语，王宫内外并现种种祥瑞，无非是象徵著一个圣哲的出世，不是

一件平凡的事情。在我国周书异记中亦有记载：「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有五色光入贯太微，使太史苏

田卜之，得乾之九五，因奏曰：西方有圣人降生，一千年後，声教至此。王命专镌石记之」。中印双方同

时都有祥瑞，而「一千年後，声教至此」，又符事实，可见圣哲之出，事非偶然。徵诸史实，佛陀与世，

开创佛教，不但在当时哲学思想发逢到极度复杂的印度学术界树起正纛，澄清学术思想界的混乱状态，而

且二千多年以後，声教自北印度而传至西藏、蒙古、中国、高丽、朝 

 

10 

鲜、日本、琉球群岛。自南印度而传至锡兰、缅甸、暹罗、爪哇、南洋群 岛。今日更西传欧美各国。一种

言教流传时间如此之久，地域如此之广， 信众如此之多，影响 人心如此之深，使人获益又如此之众，不有

源远，焉 能流长。古书谓：「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语唯我佛大圣智哲，才足 以当之。  

    据南传教史所载，佛陀廿九岁出家，三十九岁成道，开始说法，至八 十岁涅盘。其中五十年周游列国，

所说教法，达三藏十二部之多。佛称觉 者，其所觉的义理精深博大，浩如烟海，难穷底蕴，实无从说起，

现在略 举数端，以见佛陀设教启示我们的意趣：  

    一、觉平等以拓展个性：佛未出世以前，印度当时的学说思想，非常 芜杂混乱，而文化教育的大权则操

诸婆罗门教徒之手。他们假天权神权来 控制人民，创立了森严冷酷的四姓阶级，谓梵天口生婆罗门族，臂

生刹帝 利族，膝生吠舍族，足生首陀罗族。以前二族为贵族，後二族为贱族。贵 贱既别，赏罚不平，甚至

以首陀罗下族为奴隶，不但禁止和其他三族通婚 嫁等事，且不准他们受教育，如有窃听经教，即受诛杀。

因婆罗门教育定 自己和刹帝利，吠舍，为再生族，首陀罗为不再生族，非特今生的人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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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净尽，来世的生命亦被杜绝上进。这样的宗教，是多 的势利与残酷 ！所以佛陀成道，即倡佛性平等

之说，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 皆可成佛。并阐明人生所以有贫富智愚的区别，贤与不肖的悬

殊，这是由 於各人自己所造业力的因果律在支配著，并不是有什 天帝神权在创造， 在主宰，在操纵。要

改变自己陋劣的苦报而成为殊胜的乐果，全视自己现 在能否努力改造为转移。所以在佛陀的教团?不论人

的贫富智慧，只问 心地是否良善清净。富贵如阿难、难陀，敏慧如舍利弗、目健连等固可以 学佛证果，钝

拙如周梨盘特，贫贱如优婆离，奴役如尼提等亦可以出家悟 道。这种理智的哲示，足以砥砺人之意志向

上。又既阐明因果学理，主张 自力更生，则每个人的贫富智愚，穷通得失，权衡全在自己，所以即贵如 天

帝，若懈怠不进，亦要堕落，贱如鹦鹉鸲鹆，解意精修，方可超凡入圣 ，获得解脱。从这启示，即使是一

个百事无成，意志消沉的废人，听到这 种道理，也应要翻然奋起，努力自强吧。  

    二、觉缘起以互助社会：缘起是佛法重要的理论，纯由於佛陀的创觉 。在佛陀未成正觉以前，印度的学

术思想界从未有过这种理论。有的只是 要神权气味最浓厚的宗教思想。因有许多人不满意於现实，想对现

实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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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意的事情寻出一个理解，或希望脱离现实的苦恼，另找一个解脱快乐 的境界，於是就产生了宗教思想

的理论。如婆罗门教以为梵天创生人类， 就以追求梵天为解脱现实的目标。此外，较著名的哲学，还有数

论派的学 说，说明宇宙万有的来源有二十五冥谛，内容以神我为主体，以自性为对 象，神我欲要受用事

物，自性即活动起来，联络诸谛，从中产生种种为神 我受用的东西；到神我不需要时，自性仍寂止下来，

摄归神我。这是近於 二元论的哲学思想。还有胜论派的学说，则主张实、德、业、同、异、和 合的六句

义，分析宇宙万有诸法的来源，是起於空间的，近於唯物的多元 论，其理论思想已比数论开明，而属於哲

学的玄想。等而下之的，如投渊 、赴火、拔发、食草、裸形、炙日等教派思想，非常芜杂而混乱，其执纷 

纷，莫衷一是，而皆如盲人摸象，未曾探讨到宇宙万有的真相。到了悉达 多太子出家成等正觉，才发现到

人生宇宙万有诸法的来源，由於缘起。说 具体一点，即由於因缘业力的种种关系，在虚妄的自识上，反射

出宇宙万 有的诸法形像，并不是什 天神上帝创造主宰而操纵其间的。中观论谓： 「诸法不自生，亦不从

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因万有诸法既 从缘起，此法生起，和他法一定有互相交涉的关系，自

己单独决不会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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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从他生，即由他人创造出来，也是极不合理，因他外有他，最初的 他，又是谁来创造？故由他创造

而生的机械理论也说不通。自他各不能生 ，即使合共起来，也不能生，如一粒砂不能生米，两粒砂合起来

也是不能 生米的。那 ，自然生吗？也不对。题然生即是无因而生，世间诸法仔细 研究起来，都是有因果

律的关系，必有如是因，才有如是果，种瓜不能得  ，种 不能得瓜，这是最浅显明白的例子，因此，洞

澈宇宙万有真相的 佛陀，启示我们：诸法皆因缘起；因是主因，缘是助缘。因缘和合，诸法 生起。譬如拿

人来说，自业识力为主因，父母关系为助缘，和合而成人身 ：又因後天的教育技艺等助缘，而有思想知识

的表现。又缘起之缘，具有 四缘，即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增上缘。凡一切事物生起之关系，都 逃不

出这四缘的范围与定律。如眼见园中的椰树：椰的种子，为其主力的 因缘 我们心中认识其为椰树，不是胶

树，即为所缘缘：由椰子之芽发生 枝干，由枝干而生花果，中间不断相生，即为等无间缘；日光、空气、

水 土、肥料等助椰树成长，即为增上缘。由於椰树生长而其四缘，推之宇宙 万有生起，都是四缘互相交涉

的关系，决定没有一法是自己单独生的，或 他人独创的，或无因自然而生的。由此而澄清了当时印度学术

思想界的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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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情形，揭穿了宇宙万有的真谛，树立了诸法缘生性空，缘起无我的理论 宇宙万有既从缘起，则缘起之理

就好像关系之网，互相交织，重重无 尽，从个人以至家庭、社会、国家、世界，莫非在缘起之网的关系中

生活 著。换句话说，即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东西个性单独的存在，只有社 会共同关系在互相交织中存

在著。佛陀即本此义，发挥其社会互助，众生 互爱的原理。所以後世的人类合群互助的学说理论，无论其

发展到任何程 度，亦如孙悟空一个筋斗翻过十万八千里，仍逃不出如来佛祖的掌心。世 间真正谈合群，谈

互助，除了正觉佛陀的启示，透彻了人生真谛和宇宙奥 秘的缘起无我论，我想决无更好的理论可以拿来做

根据了。  

    三、觉慈悲以利济有情：人类是感情多於理智的动物，见人病痛心生 怜愍，见人有苦心动恻隐，出之同

情，多属慈悲：但这些多属偶尔触发的 浅易狭小的慈悲，佛陀现在所启示我们的，是悲天愍人，乃至悲愍

一切 众生的大慈悲的发兵 力，一面由於他已证悟到众生佛性平等，本来具足， 一面又觉察到众生因迷而

昧，妄造众业，沉沦生死，徒劳受苦，由於这正 义感的一念同情，就激发出大雄大力的大慈悲，认为今日

之世，宣扬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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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度众生，舍我其谁！所以他就「爱大地众生如赤子」，不分冤亲憎爱 ，阶级种族，一视同仁，普遍地

救济了。  

    佛陀曾把慈悲心分析为三类：一、众生缘慈悲，即对一切众生，都视 如父母兄弟姊妹眷属，常起与乐拔

苦之心；此多为凡夫及小乘圣者烦恼未 尽者的用心 二、法缘慈悲，即三乘圣者通达法空之理，破除物我之

相， 为怜众生未知此法，未透此空，乃对众生随意拔苦与乐，生起慈悲之心。 三、无缘慈悲，这慈悲惟在

诸佛，因诸佛契悟中道真理，其心不住於有， 亦不住於空，亦不住於过现未来的三世，了知诸法虚妄颠

倒，心无所缘， 但为怜愍迷情，慈悲之心任运自然现前，普遍广大，不从取舍，无有限量 。在前二种慈悲

心中，虽能对众生拔苦与乐，但有分别的对象，其量尚有 限制，如世间一般宗教学说所讲的仁爱，博爱，

其对象在爱自己的亲人 或爱一社会，扩展至爱一国族，其仁爱的程度，正与此相似；後一种慈悲 心，其量

广大，犹如虚空，心无分别，普救一切，不但对一切人类拔苦与 乐，扩展至对一切有情动物，皆起怜愍爱

护之心，即所谓「同体大悲，无 缘（心无分别）大慈」，把自己与众生视同一体，忘了物我的存在，空了 

相对的境界，所以也没有了所分别取择的对象，只觉此心空明自然，任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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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物，就是诸佛菩萨究竟彻底普遍广大的慈悲心了。  

    正觉佛陀的启示，由平等而缘起而慈悲，是一贯性的理论：由於发现 佛性平等，而为众生除迷的，正是

缘起业力的道理；所以起大慈悲，出现 人间，在人间修学，在人间设化。为了洗涤人心，净化人间，很亲

切地， 很热情地，和人间大众共同生活几十年，犹如父母兄弟姊妹朋友。人间的 佛陀，是多 亲切可爱

哟！所以我们要敬仰佛陀，敬爱无上正觉的佛陀！  

                    

                     （二五 00 年曾刊槟城菩提中学校刊纪念佛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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