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认识自己的哲学  
  

 

创造事业的三个要素 

 

     在宜力佛教会讲 

 

    人生在世，时光短促，数十寒暄，转瞬即逝，如果自己不把握时间，抓住机会，那 什 事情都没有做

好，就要寂灭无闻，只是在人间空跑一趟，岂不可惜！所以时无论古今，地无论中外，一切古圣今贤，都勉

励人及时努力，不好空过光阴。如陶渊明诗：「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白日莫空过，青春不再

来」。岳飞的满江红词：「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陶侃则说：「大禹圣人，尚惜寸阴，至於众人，

当惜分阴」。佛陀呢？常常训诫门徒：「少欲知足，精勤求道」。「人身难得，佛法难闻，此身不向今生

度，更想何生度此生」！在遗教三经中还说：「人命无常，在呼吸间」。这些训词，都是勉人及时努力，创

造於国家、社会，人民有益的事业，切忌因循苟且，混过一世，生而无所建树，死则与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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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草同腐。  

    我说这些话，是有感触而引起的。宜力是一个小埠，向来没有寺院或 其他佛教机构，亦未闻有人研究佛

法，或弘扬佛法；可是在六七年前，该 地有一位青年，自从皈依佛教以後，如获珍宝，亲近奉事，虔诚逾?

常 在商业百忙中，不忘念佛诵经，研究佛法，联络同志，集中研读，终於有 愿必成，组织一个小型佛学会

的理想，已被实现了。 

    目前重要的工作，应怎样来健全这个组织，同时也须要健全自己。各 个份子自己健全，那 ，自己所

组织的佛学会，自然也会跟上健全起来了 。但青年人要健全自己，塑造自己圆满完美的人格，我想应要具

备三个要 素才好。 

    一、培养发展自己的学识：学问知识，是人生所应追求的第一件要件。 人非生而知之，学而知之。若

不学习，蠢如鹿 ，何以称为「万物之灵」 ？故学记云：「玉不雕，不成器；人不学，不知理」。人能多

学习，多知 理义，常识丰富，做事的力量逾强。因人之积学，好比积水，水积愈深， 其冲击的力量愈强，

其成功的力量亦愈大。同时具足了学问知识，对自己 所研究的佛学，有深刻的认识，所崇奉的三宝，有坚

固的信仰。自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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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中心思想的主体，那 在信奉的过程中，纵使碰到逆境，也不会迷惑 了自己，被其所转；反过来，不

但不随境转，反而能转其境。如一个信佛 的人，对佛和佛法有深刻的理解，又能坚强自己的信念，那 纵

使碰到外 人用种种方法来引诱你，用种种手段来压迫你，想你转移信念，而你因自 己识见过人，自己有一

个思想主体，自然你也不会被转移而改变信仰了。 同时你或因信佛後不巧，自己或家庭发生了许多不如意

的变故，而你因自 己已认识佛教的三世因果论，会用因果理论来排解自己，安定自己，也不 会被金钱物欲



利诱所吹来的逆风，吹倒或吹走了。所以一个有信仰的青年 ，对於发展自己的学问见识，来建立自己的事

业，是非常重要的。  

    二、增进自己的道德：一个人有道德或没道德，是有关自己的人格品行 。 一个人如果多经佛法的董

陶，即使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学佛以後， 自然慢慢亦会自动地走向道德方面，来奉行十善，或修持五

戒。十善是从 身、口、意三业说的，自己在身手上，不无故杀害众生的生命，不偷盗人 家的东西，不非礼

他人的眷属。在口头上，不讲欺骗他人的妄语，不说巧 言令色的绮语，不说挑拨离间的两边嘴，不作骂人

咒人的恶口。在意业上 ，不贪恋物质的五欲，不向他人作怒目的瞠恨，不做不明事理的愚痴。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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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 是不杀生而行仁爱，不偷盗而行义气，不邪淫而有礼貌，不妄语而有信 用，不饮酒而有理智。五戒十

善，是作人的道德规律，知能守护不犯，不 损害他人，自己就有健全的品德；同时有了健全的品德，纵使

遇到恶劣的 环境，或不良的友伴，也不会随之作恶，同流合污了。  

    三、发挥自己的才能：才干和能力，对於建设事业，非常的重要。没有 才干，不会做得出什 事来；

才干不够，做起事来也一定没有什 计划， 或计划得不好，做不成功，即使做成功，也做得不够理想，或

无精打彩地 做了算了，又能力不足，做事亦会欠缺魄力，做不好事，更做不好大事。 因此我们要培养才

能，若是才能具足，做起事来，必定是有愿必成，一切 苦难和阻碍，皆不会挫折他的心志，他一定有种种

法子来应付难应付的局 面，解决自己的困难，达成自己建设性的目标。 

    学识、道德、才能，是人生的三种美德；但具足这三德的人，可说是 很少的。有些人，他的学识高明

渊博，考其道德品格，才干能力，则付缺 如，成了他建设事业的大障碍，因他德望不高，又不得人信任，

做起事来 ，就虎头蛇尾，难以成功。如秀才满腹经论，却穷途落魄，甚至连自己的 生活也混不过去，还谈

得上什 创建事业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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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道德清高，可是没有学识和才能，气魄不够，也做不起 甚 事来。又有一些人，才能具足，

察其道德品行，有所欠缺，学问知识 ，亦很浅薄，许多条件不具备，结果也不能创造什 事业。  

    这样看来，在人类中，具足圆满这三种人生美德的，不易找得出来， 就是在学佛的小乘罗汉，虽有道

德、学识，但才器还是不足，只能自利， 不能利他，菩萨虽然有了学识，道德和才能，自利利他，普度众

生，广建 事业，可是还没有具足圆满；真正能具足圆满这三种美德的，只有释迦佛 陀一人。所以我们要学

佛，就是要学习佛陀圆满具足这三种人生美德。 

    在道德方面看，佛陀是六度齐修，万德庄严，是一个「大功德聚」， 混身都是功德的结晶体，分不出

什 几多种、几多类了，但方便说法，亦 可显出佛陀的三种美德： 

    一、智慧德，即是学问知识。佛陀的学问知识，叫做「智慧德」，与普 通凡夫的知识有别。（一）、

凡夫的知识是外来的，由外面听讲学习而入於内 的；佛陀的智慧是内发的，由修戒定的工夫，而启发内在

的智慧。（二）、凡 夫的知识是有限量的，因由外学习来的知识，学过的就知道，未学过的即 不知道，故

是有限量的；佛陀的智慧，是由修戒定而内发的，破除一切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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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 而无碍的；竖知三际，横了十方，所以是无限量的。（三）、凡夫的知识是 染污的，从不清净的烦恼妄

想分别出来；只可叫做知识，不能呼为智慧。 佛陀的智慧是清净的，从修养戒定的净慧心中流露出来的，

才可称为智慧 。（四）、凡夫的知识是不彻底、不圆满的，因是妄识，不是真智。佛陀的智 慧是彻底的、

圆满的，叫做「无上菩提」。所以凡夫的知识学问是世间法，不 究竟的；佛的真智妙慧，走出世间法的，

一切世间学问智识都不能和它比拟。 



    二、慈悲德，即是属於道德方面的。慈悲有三种：（一）、是见众生受种种 灾难的痛苦，发心加以救

援的慈悲；（二）、是见众生不知佛法，思以佛法救 度的慈悲；（三）、是知我与众生同具佛性，佛性同

体，我即众生，众生即我 。我之苦乐即众生的苦乐，众生的苦乐即是我的苦乐，做救济众生的事， 等於做

自己的事一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叫做「同体大悲，无 缘大慈」。这种同体慈悲，普遍慈悲的

道德因素，也不是普通一般道德所 具有的。普通的道德虽好，还落在人我是非的爱恨中行事，佛教的慈悲

道 德，是爱恨不分，怨亲平等，普爱一切，而无所适莫的。  

    三、勇猛德，即是才干和能力。有了才干和能力，才能广建佛事，普度 众生。而且佛称「大雄大力大

无畏」，多生以来，勇猛精进，不畏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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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 求佛道。多劫以来，不休不息，不惜牺牲，普度众生。这都是从他的勇 猛美德中成就一切自利利他的功

德。违种学道的精神与救世的毅力，是值 得我们後世的佛弟子所应仿效的。又勇猛德即是精进，精进是成

就一切事 业的因素，一个人如无精进之心，势必读书不成读书，求法不成求法，做 事也不成做事。如六度

法门中的布施、持戒、忍辱、禅定、智慧的五度事 业，都有赖於精进度的努力不息，才能达到究竟的圆

满。 

    佛陀昔在只园，见诸学者身心懈怠，不勤於道，乃对阿难说：「夫懈 怠者，众行之累。居家懈怠，则

衣食不供，产业不举；出家懈怠，则道业 不进，难以出离生死之苦」。懈怠，即是不够精进。现在各位佛

教青年， 在工作之暇，发心研修佛法，召集同道，设立佛学研究会，正在创建佛教 的事业，应学习知识、

道德，才能三个要件；同时也学习佛陀的智慧、慈 悲、勇猛的三种美德，本著精进不息的毅力来加功用

行，那 在自己方面 会勤求佛学，增进道业，在佛会方面会发展会务，光大前程。这是佛教同 仁对诸位所

应庆贺、所应期望的，同时也是诸位对著自己所应努力的方向 ，垮步前进的大好机缘。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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