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演讲集上  
  

 

佛教与人生社会 

 

    佛教虽被人误认为是出世超脱的宗教，但其教义与现实的人生社会，关系是极其密切的。普通未理解佛

教的人，都以为佛教是厌世的，与现实的人生社会没有什 关系。例如释迦牟尼佛为太子时就连王位都不

要，割爱辞亲去出家，这不就是厌世的好证据吗？其实不然，我们从印度佛教史的考察，知道释迦牟尼佛的

出家和他的创立佛教，是另有他高尚的动机和背景的。动机是什 ？是觉得人世多苦，要追究苦的来源，及

解脱苦的真理，并非是因厌苦而遁世，以抛弃现实的人生社会为目的。背景是什 ？一、在距今四千年前，

印度人假藉梵天生婆罗门族、胁间生刹帝利族、脐生吠舍族、脚生首陀罗族的四姓阶级，沿传到佛陀时代，

婆罗门阶级藉看神赋的特权，变本加厉，专横到顶，被压制的民心不服，渐起反抗，宗教的革新运动自然要

爆炸，佛陀就牺牲自己一切享受，去追求真理，为人民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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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解除痛苦的担子。二、在吠陀哲学的末世，学术思想界的人物，不堪婆罗 门的繁琐哲学和他的神秘学

风，遂造成传统与改革的两派。传统派对於梵 天生万物的梵（Brahmai)的观念，一反古来的解释，不认梵

为人格的神， 而认它是抽象的绝对原理；这原理是宇宙的本体，能够出生一切的万物。 然这不过就吠陀思

想，离开神话的领域，移到哲学的领域，并非在吠陀学 说外另竖一帜，仍局於传统的主张继承吠陀思想

的。而改革派是主张个人 自由考察宇宙原理，创立自然派哲学。其中一派把宇宙的具体物质加以说 明的，

如地论、水论、火论、风论等哲学。更有进步的一派，把宇宙的抽 象观念加以说明的，如时论、方论、虚

空论等哲学。他们对於宇宙人生的 真理，是主张离开吠陀的圣曲，从事自由探索的。因此异说纷纭，莫衷

一 是，遂使学术思想陷於混乱状态，佛陀就应运而兴，创立佛教哲学，起而代 之。 

    这样，从印度宗教哲学史的演化的考察，对於佛陀的出家学道，及其 创立佛教学说，与印度当时的社

会与人民，都是极有关系的。现在能把佛 教学说的本质，在这里略述几点： 

    一、理性的平等：据佛传说，佛陀最初在菩提树成道，第一个发现，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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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出大地众生都有佛性，有佛性的都可成佛。这便是提倡理性平等，由理 性平等而至人权平等，就打破印

度当时四姓阶级极严酷的社会制度，还人 民以自由个性。此自由个性循於合理的修养，向善的方面扩展到

最高程度 ，就成为佛。所以人人学佛，人人都可以做佛，没有做奴隶的阶级，是永 远都受苦该死的。如印

度贱族的清道夫尼提，当时对佛叹息，说自己是首 陀罗族，太贫贱、太肮脏，没有资格学佛。佛就慈悲地

对他说?「尼提！ 佛法清妙如水，能洗涤一切肮脏。无论什 罪恶的肮脏，经过水的洗涤就 会焕然全新！

佛法又如烈火，能够烧尽一切，无论什 新的旧的东西，触 到烈火，便成灰烬」！又说：「尼提！佛法是

平等的，没有富贵贫贱的分 别，没有男女老幼的差异，只要自己心地纯善，愿意离苦得乐，谁也可以 由学

佛而成佛的」！这种理性的启导，对於被压迫受苦者是更宝贵的。 

    二、缘起的互助?佛陀成道後第二个发现，是洞悉宇宙人生古今以来的 循环不息，都是藉著一种缘起之



力而存在。所谓缘起，即说明一切事物， 都是因缘而起，以因为主体，以缘为助体。因缘主伴的重重交

织，便成宇 宙人生之间种种错综复杂的互相交流的关系。如以人为例，自己的生命是 主体的因，父母的精

血结合为所假藉的缘。由这自己和父母的三个因缘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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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成就，於是就有我这具精神与肉体融合的结晶体。人既出世，也不能单 独长成，後天还须赖学校教育的

培植，社会人士的提携。故我一人，就是 由於种种缘而起、而成，与广大的社会人事都有互相牵涉，离了

这些互相 牵涉的关系，便难以成立和存在。本这原理，人生社会应要互助生存，互 兢即成互灭，同归於

尽。同时知道我此假体因缘而起，缘起不实，其性本 空，故无有我，虽循於互助原理广作善事，也不於其

中生起丝豪贪功图利 的观念。这所启示於人的，人生是为缘起的真理而服务，真理给我们的义 务是如此，

就应如此，不背这真理的原则行事，才见到人生伟大的价值与 正义光明的真是什 。 

    从前舍利弗未曾贩依佛教，是印度一个青年有为的宗教哲学家。一天 途遇佛的弟子阿舍婆，见他威仪

庄严，投以奇异的眼光，问他的师父是何 人？曾和他说些什 话？而能使他的仪表如此庄严，令人起敬？

阿舍婆说 ：「我的师父释迦牟尼，他说的法很多，我只记得两句：诸法因缘生，亦 从因缘灭」。当时舍利

弗联想到印度所有宗教哲学对於人生宇宙的起源， 或说有因，或说无因，都不外由於大梵天自在意志所形

成；不意今天能从 佛弟子边听到「诸法因缘生，亦从因缘灭」的真理，了悟诸法不是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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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天作，都是从缘而成，从缘而灭。而缘起不实，缘生性空，又能启 示他感悟到无我的智慧。真理之

光照耀著他，使他解除人生许多困惑的难 题，因此他就转移了信仰，皈依了缘起的真理。由缘起的真理，

而知人生 社会，需要互助，就渐渐演化为大乘救世利人的积极精神。  

    三、因果的自持：了知宇宙诸法都是因缘而起，在这中间就坚定了一个 因果的观念。诸法之成由於主

因和助缘，然後才有一个结局，这结局就叫 做果。因此说因缘，就不离因果。阿含经说：「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 无」。又说：「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此即是因，彼即是果。如拿 四谛来说：有此集谛的

染因生，故有彼苦果出现；有此道谛的净因起，故 有彼灭谛的乐果成就。世出世间的诸法，从缘而起，人

都离不了因果的关 系。而这因果，正如舍利弗听缘起理中所悟到的人生的一切，不是人作的 ，也不是天

作，完全是自己作的。既然是自己作的，好坏都要自己负责， 求神拜天都是多余的，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

己在现实的思想与行为上作正 当的努力，有此好因，将来才能把握到好的结果。 

    在因果的定律中，了知宇宙一切诸法，不是神造的，也不是天创的， 完全是自己所为。自己蔽於物

欲，蒙昧真理，遂被心识上的业力所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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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业因之好坏，而转变为业果的好坏。这样看来，一切业力因果的缘起之 法，又都是从我们的虚妄心识上

幻现出来，心识实为一切虚妄之法缘起的 原动力。故佛法归根结蒂的说，一切诸法都是「唯心所现，唯识

所变」。 起信论所谓：「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维摩经则说：「众 生心净故国土净，心垢

故国土垢」。楞严经中的持地大士，欲填平路地给 佛行走，而佛到来，路地仍未填平，不免神情懊丧。佛

就抚慰他说?「善 男子！若众生心平，则世界一切地皆平」。这都是说，一切世间因果诸法 的善恶净染，

关键都操在我们自己心识之力，唯此心识之力可以转变它使 之为善净，方可使之为垢污。真是操之则存，

舍之则亡。所以这因果业力 之真理告诉於我们的，是万事要自力才能更生，专以依赖心理去靠人靠天 靠神

都是不大合法的。  

    总说一句，佛陀所启示於我们的人生真理，人是不能脱离社会而生存 。同时人以及一切众生在理性上

是绝对平等的，而所以在现象界有贫富智 愚的悬殊，穷通得失的隔别，那全是随环境之缘力的好坏而造



成，其关键 又全在自己的善意努力与否而使然；如果在此现实的人生作适当的有价值 的努力，不但可以改

善现实的身心环境，同时更进一步，还可以解脱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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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老病死的烦恼痛苦，而达到不生不减的安乐归宿  

                      。 二五 O五年五月五日在槟城三慧讲堂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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