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正觉的启示  
  

 

成佛的四大力量 

 

    成功与失败是势不两立的，不成功便失败，不失败便成功，是一定的道理；但失败有失败的症结，而

成功亦有成功的要素。现在不论失败，但说成功。像释迦牟尼佛这样一个伟大的圣人，在古今中外的历史记

载中，无不承认他是一个最有成就的杰出人物，那 他自然亦有他所以成就的要素了。「岂有天生弥勒，亦

无自然释迦」；可见释迦的成功，不是偶然幸致的。 

    我们对於佛的成功，不必拿很多的经典来解说，就在他菩提树下降魔成道的一段故事中亦可研究出

来。魔王先遣魔将魔兵扰乱佛，用刀枪箭戟来恐怖威吓，要佛放弃道行，而佛稳如泰山磐石不为所动。威胁

既失了效用，魔王又用利诱的方法，劝佛回去做王，可以统摄四大部洲，五欲自在，七宝具足，何必放弃荣

华，自苦其身。佛心仍如金刚坚固，毫无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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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王又施魔术，用女色欲乐来诱惑，希望释尊堕其彀中，毁弃前功。结果 佛仍不为所动，魔王技穷，只得

掩旗息鼓，狼狈地窜回魔宫。佛度过了这 个最後关头，遂得朗然大觉，千古称尊。这种情景，有点像我国

儒书? 富青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样子。就在这]?，我们研究 佛之所以成功，是具有四种大

力量：  

    A，慧的抉择力：慧是属於理智的。由於理智的慧，才能辨是非，别 邪正，由认识而把握到人生的真理。

佛已有了这种理智，认定唯有「断所 知障证大菩提，断烦恼障证大涅盘」，是由人成佛的两大目标，是非

清楚 ，邪正分明，所以魔无论如何威胁利诱，都不能动乱他的信念。可见人生 对於一切事物的观察，判

断，须由於理智的抉择，才能坚定目标而不动摇 ，任何波折违缘的恶势力都阻止不了他的前进。佛的成

功，就是一个好例 子。  

    B，定的克服力：佛教的定力，就是普通所谓修养工夫。光是有慧力 ，而没有定力，虽然能认识目标，还

是不易到达目的的；必须有一种坚固 的定力，对外来的恶劣环境的威逼利诱，才能不被所转，反而能转恶



劣环 境。定，就是镇定。内心镇定，外物就不能倾动。杜甫在唐诗}?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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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的镇定力，说是「指挥若定失萧曹」。将军身经百战，指挥若定，这 是由於外来的经验堆积；现在佛

教中说的定力，是由於内心修养工夫，戡 破内在的贪瞠痴慢的烦恼魔军，其心清净，犹如虚空，故虽有外

来的声势 浩荡的魔军，也如硬钢铁打 棉花，打不进去；反过来说，定力坚韧好比 硬钢铁，美色利诱直似

换棉花，亦是攻之不入，徒耗心力而已。  

    C，慈的摄受力：佛具大慈悲力，是他成功的最大要素。因佛的慈悲 ，不限於爱一人，爱一族，爱一国，

而是对一切众生普遍平等的博爱。普 通人的爱，多数是私己的偏爱。普通宗教的所谓博爱，实亦爱而未

博。如 信其教信其主，主就爱你，不信其教不信其主，主不但不爱你，还要把你 打落地狱。就说他能爱人

类吧，而亦不到爱人类以外有生命的众生。即在爱 人类之中，亦只爱善的，恶的他就不爱，虽然是宗教，

敌对的行动，还是 永远的存在著。而佛的慈悲就不同，他爱一切众生如爱他的独生子罗侯罗 ，不论是好的

坏的，一律平等施以仁慈，好的勉励他，恶的感化他。如害 他的魔王，算是最恶的众生吧，应该是他的敌

人，但他已无瞠恨，只有怜 惜，只有人格的感召，使他自己觉悟过来，忏悔自新，翻邪为正。所以在 佛慈

爱的眼光?世界没有恶人，也没有敌人；有恶人是环境造成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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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感召力未够，有敌人是自已的瞠恨未除，修养不足。唯其慈力如此 普遍平等的伟大，故能摄受一切

众生，而获得绝对的成功。  

    说个譬喻，佛视一切众生，好像慈母之视小孩，小孩高兴时拿糖来给 妈咪吃，妈咪亦不以为喜，小孩有

时耍著玩具的刀枪向妈咪刺来，妈咪亦 不以为怒。佛对一切好坏的众生都作如是观，故只有慈悲，没有瞠

恨，能 普遍地摄受众生，化度众生都在他救护之列。金刚经云：「我皆令入无余 涅盘而灭度之，如是灭度

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已，而实无有众生得灭度者。 」有了这样恢宏的涵养，只有义务的责任，毫无图报思想

和功利主义的观 念，故能摄受一切众生，而「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从无住本，立

一切法」，成就广大功德，圆满无上菩提。  

    D，勤的精进力：事业的成功，全赖勤勇无间的精进力，继续不断地 奋斗，才抵於成。佛尝教弟子修习布

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的六度美德，而以精进一度贯串其他五度，如果没有养精蓄锐，再接

再励 的精进力，其他五种工夫都难以完成。就拿佛的降魔精神来说，就是有了 勤勇无间的精进力，故能沉

毅果敢，勇猛无畏，不为硬的威胁所折伏，软 的利诱所倾动。当魔王劝佛去做转轮圣王，佛的回答是做转



轮圣王算得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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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降伏四魔，师导三界，不是更伟大吗？弄得魔王只有做理智上的 屈伏，不能使佛做环境威逼下的

奴隶，就由於佛披著精进的铠甲，犹如铜 墙铁壁，虽有狂风暴雨，也吹打不入。  

    佛在树下成道，皆有赖这四大力量；後来一生教化的成就，亦由於这 四大力量。这四大力量，留给後世

的人许多启示，因为一切事务的成功 都不能缺乏这四种力量。譬如一个国土在危难中尚待复兴，须先要辨

是非 ，识邪正，认清中心理论，肯定正确的目标，才不会混水摸鱼，模棱两 可，这就需要慧的抉择力。但

认清中心，肯定目标之後，尤需定力来坚强 信念，克服困难。而克服困难，还不光是靠争斗，尤需要慈的

仁爱 ，悲的 同情，去联络抚育，「以德服人者王」，不「以威服人者霸」，才能达到 物和民安的目的。而

在这种强国富民工作过程中，尤需要恒常精进，勇往 前迈，才有成功的希望，不然，未打先倒，或中途而

废，不特前功尽弃， 亦必一事无成。可知无论其为一国的大事，或一人的小事，其成功要素， 都有赖这四

大力量。而佛称「大雄大力」，则其所以成佛的要素，也就在 这四种力量。所以我以为现在要学佛，应该

先学习佛这四大力量，那 就 是自己走上成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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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六月发表槟城光华日报慈海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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