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认识自己的哲学  
  

 

                        研究佛学的意趣 

 

                  在槟城韩江中学佛学研究会讲 

 

    贵会今天成立，要我来讲话，使我感到非常欢喜，因为我是研究佛学的，各位现在亦发心研究佛

学，无形中我们已成为同志了。同时对於各位在功课繁忙中，尚能抽出时间来研究佛学，这种勇於为

学的精神，也使我非常钦佩！ 

    各位组织「佛学研究会」，顾名思义，自然是为研究佛学而设的，我现在就乘此短时间中把「佛

学研究」的意义，略为一讲： 

    先讲佛：佛是指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未出家修道以前，是北印度迦毗罗国（即今之尼泊

尔）的皇太子；由於感到人生及社会人民痛苦太多，动了一念救济的慈心，就出家修道。由修道而悟

道，遂被世人称之为佛。佛的梵语为佛陀，义为觉者，即是一个先知先觉者。这觉有自觉、觉他、觉

行圆满的三个意义。就是说，要做一个先知先觉者，必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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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利的智德，二有觉他利他的智德，三能把这两者之间的智慧学识和道 德行为做得彻底圆满。又此

觉者，有觉察义和觉悟义。觉察者，时时觉察 自己内心有一种不好的心理，如贪、瞠、痴、慢、我

见、嫉妒等等；如果 这种心理增盛，那 心中的智德便会减少。所以必须如人觉察有贼，时时 提防，

便不为贼所侵犯，否则，不但失去财宝，甚至要丧身失命。觉悟者，如人 在梦，不知是梦，及其醒

来，方知是梦，而梦中所见的许多境界，一向以 为真实，醒来才知是妄。佛就是梦中醒悟的过来人，

了彻人生世界所有一 切的现象境界，都是我们业识上所显现的虚妄境界，毫无实在性可言，所 以就能

纵身物外，不为一切物欲之所困扰，成为解黏去缚，光明自在的超 脱者。他回顾吾人之为物欲困扰，

沉沦於物欲之中而丧身失命，都不过是 梦中作梦，而误认以为实有罢了。  

     次讲佛学：佛学与佛法、佛教是三个名词，词异而义亦略别。佛学即 佛之学理，或佛的学术；佛法

则为学习此种学理或学术的方法；总括佛学 和佛法的意义，合之而为佛教。因此佛教有习解和习行的

两方面：习解的 叫做佛学；习行的叫做佛法；但非解不能知其真，无行不能验其实，所以 真能成为佛

教徒的，必须要解行相应，智悲兼大，才成为一个完整美满的 人格。今各位设立佛学研究会，即是先



从理解入手，把佛学作为人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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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学问研究，从研究中加深理解的认识，确知佛法为人生所需要的学 问，亦为人生所应行者，进

而习之，获得体验，达成学佛的任务与目的， 即成为一种学佛的程序。  

      再讲到佛学研究：我们怎样来研究佛学？研究佛学有甚 目的？关於 前一问题，是属於研究佛学的

步骤与方法，应该从信教、解理、修行、证 果四个步骤入手。後一个问题，我们研究佛学的目的，应

该是觉到佛学为 日常生活上所需要，因佛理能直接影响吾人生活之真义。吾人在日常生活 中，所憎厌

的是痛苦，所需求的是快乐，而佛教便是以离苦得乐为目的。 人生的痛苦很多，综合之，在生理上有

生老病死的苦。在心理上有求不得 、爱别离、冤憎会等苦。在物质上感到缺乏，在精神上感到空虚，

乃至从 大自然界来袭的风雨寒暑等等，都要受到痛苦。但在其中，自然亦不能说 没有快乐，只可惜那

些所谓快乐的东西，都是不能长久，变幻无常，暂有还 无，甚至乐极生悲，比未得快乐时还更痛苦。

佛法就是从这种人生实际生 活情形上加以考验，来寻求解决苦的难题，这便是从佛陀在实际的证悟

中 ，了彻世间一切事物的现象，都是因缘所生，缘生性空，无有实在。叫吾 人观察透彻，对於当前的

种种爱憎境界的出现，不要太认真，过於固执和 贪求，因固执的争持，贪求的难遂，都会生出痛苦

来；如果不太执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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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贪求，便可减少许多痛苦的烦恼。而那种蔽於物欲，遂境流转，长沦苦 海的悲剧，亦不致於发生

了。  

      但照佛学的研究，人生虽有痛苦，这痛苦不是不可以改造的；如果不 明苦境是可以改善的，因苦而

趋於消极的自我毁灭??自杀，固然不对， 就是为了苦，自己逃避苦，去寻找个人的安乐，也非佛陀说

苦的真义。我们 必须要知道 人生有苦，而发大悲愿去改造痛苦，不特为自己改造，也为他 人改造，才

是佛学说苦及解脱苦的真义。所以在佛教徒中有两种类型，一 种人是为了人生多苦，想逃避现实，寻

求自我的解脱，往生净土，享受快 乐，近於其他宗教之求生天国。这是为佛陀 所不取的，斥为「焦芽

败种」 ，不起作用，甚至要说：「吾誓不为二乘人说法」，就因他们只知自求解 脱，不愿入世利人。

维摩经所谓：「譬如沙砾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污泥 ，乃生此花」。另一种人，是佛徒中的大乘菩

萨，他虽了知人生是苦，同 时亦知这苦的来源，在於我们自己种下不好的恶因，若要果好，须改其

因 ，所以他为改善旧的痛苦，而创造新的快乐，不惜牺牲自己，发大悲愿， 深入民间，教化度生，所

谓自未度苦而先度人苦，自未得乐而先令人乐， 要把整个人生改造好，使人人超脱於痛苦之外。这所

谓超脱，是要从现实 的社会生活中得其集体超脱的快乐，并非是离开现实的社会，而获得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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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脱快乐。是知佛教之言超脱，或言离苦得乐，都是兼利的，而非独善 的；同时亦知道佛教是入世

的，非出世的，或即出世而入世的，盖佛能於 成功之後，入世行化，为众生服役，代众生受苦，不惜

任何牺牲。昔有佛 弟子尝问佛道：「谁当下地狱」？佛答道：「我当下地狱；不惟下地狱， 且常住地

狱；不惟常住地狱，且常乐地狱；不惟常乐地狱，且庄严地狱」 。这样看来，如果学佛的人，怀著独

善其身的思想，或为逃避现实的痛苦 来学佛，在佛法最高意趣上讲，其动机都不是纯正的。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这句话的真理，唯有佛教大乘行者的实际行 为才当得起，也唯有这类人，

才配称是人类中的道德实践者，值得吾人奉 为模范。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做??过著自他兼利的道德生

活，相信现实 的社会不但可以安宁、净化，就是人生所有一切人为的痛苦，也可以减少 ，甚至灭绝

了。  

      学问知识是人生所需要的，道德行为尤为人生所需要；而宗教，是道 德的源泉，正是重视道德的一

种学问。宗教中的佛教，尤把道德行为订为 教徒的戒条。近世物质文明崛兴，人多争逐声色货利，道

德文化已被视为 落伍的东西；但人类饱受战争痛苦的蹂躏，亦已群起觉悟，感到道德文化 的需要，对

於佛教的道德文化，尤能生起倾向的心情，所以现在欧美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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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者，多有研究佛学。我们去过美国的人，多知道美国许多大学?亦 有佛学研究会的组织。近如马来

亚大学学生，亦早有佛学研究会的组织。 台湾的台大，师范大学，以及多间专科学校，亦有许多学生

组织了佛学研 究会及座谈会。今年星洲有一百数十间学校，已接受了佛学的课程。从这 些近事看来，

足见佛学已为世人所重视，自有其研究的价值了。现在各位 亦自动发心研究佛学，无异说，要追求人

生真理的研究与认识外，还要注 重道德学问、道德思想、道德行为的修链，这是极为难能而又可敬的

举动 。於此，谨祝各位的研究进步，贵会的慧业成功！  

                                     一九五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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