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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在人间法在人心 

 

    有些人以为佛在天堂，不在人间。这是受了其他宗教的影响。其他宗教徒最崇拜的对象如上帝、梵

天、阿拉等都是天上的神，许多人不明白神和佛的分别，以为神就是佛，佛也是神，神既在天，佛也一定

在天上了。其实佛在人间，也在每个人心中。马祖说：「佛即是心，心即是佛」。同时佛也不是神，佛是

已证悟宇宙间一切事物实性和已超脱生死束缚的大觉者；神虽是有福报，亦有神通，但还受无明烦恼的滋

扰，未能至於究竟底解脱境界。 

 
从人事说佛在人间 

 

    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位宇宙的创造者。他常常自认是僧众中的一份子。他在人间出世、

长大，在人间出家、修道，在人间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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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最後在人间显示涅盘。阿含经记载：「诸佛世尊皆出人间，不在天 上成佛也」。有人或许要问：

「不错，释迦佛的确曾在人间生活，但他涅 盘已多时，现在他那里还会在人间呢」？涅盘经上说：「懈怠

者见佛里樊 ，精进者见佛常在人间」。佛陀当时见到有一部份弟子，虽然旦夕和佛陀 相聚在一起，但以

为来日方长，有恃无恐，空过光阴，不肯努力修行。佛 陀肉身虽在左右也等於已涅盘了。佛陀也因为这一

点才宣布就要入涅盘， 这个突然而来的消息，使那些醉生梦死的徒众疾起直追，早证圣果。再说 佛陀的

智慧寿命，无量无边，当然，血肉筋骨等所形成的肉身寿命的年纪 是很有限的。阿含经又载：「见缘起即

见法，见法即见佛」。没有修养功 夫的人，被我执和法执所困惑，不能了解缘起的道理。众生之间缘起的

关 系很亲切，但我执和法执好比一堵土墙，把人们的视线阻隔住，有用功修 行的人，得到内在智慧的光

照，好比爱克司光，能令人洞悉缘起性空，诸 法皆空的道理。能融会这些道理，纵然生时不值佛在世，也

已见到佛了。 佛陀从仞利天弘法归来，四聚弟子依次列道迎接，有一位已证初果的莲花 色尼，想要第一

个去迎接佛陀，不愿依照次序，排在比丘们的後面，所以 她化身混在欢送佛陀的施主行列中，满以为自己

一定是第一个去迎接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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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佛陀，佛陀慧眼一看，就看出这位假冒的施主是谁。佛陀说：「回去吧 ！你来迟了，最先来迎接我的是

须菩提」。莲花色尼说他可见不到须菩提 的影踪。佛陀说：「须菩提在众弟子中是解空第一，他没有我执

和法执， 已见到法的全豹，他的心灵常和如来沟通，时时刻刻都见到如来，你对法 的认识还未透彻，所

以还没有真正的见到如来」。莲花色尼听後，作礼告 退，回到比丘尼行列中。 

    释迦如来对在家众和出家众都很富人情味，可从下列各例子见到，当 琉璃王子领兵要到加昆罗国

去消灭释迦族以雪耻的时候，佛陀特地於烈日当 空时，独自坐在军队必经之道，路旁一株全无叶子的枯树



下，琉璃王子来 到，问佛陀为甚 不找个荫凉的地方打坐，佛陀的回答是：「亲族所能给 予的福荫，远

胜其他人士所能给予的赏赐；我的亲族将要全部被歼灭，我 就要失去他们的福荫，因此，即使坐在葱绿的

树下，也不能得到清凉」。 琉璃王子听了很受感动，於是下令退兵，整个释迦族因此多苟延一些岁月 。

有一比丘病倒，佛陀亲自为他洗涤。有一盲比丘想补破衲，扬声求人发 心替他穿针，佛陀听到了，即刻亲

自替他穿针。他的门徒，不论以前曾经 是王公或走卒，出家後大家生活在一块，只有出家先後的次序，待

遇并没 有贵贱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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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法说佛在人间 

 

    佛法在时间方面谈到三世，在空间方面说到十方，在世间方面谈到六道。佛法好比大海，渊深浩瀚无

垠；虽然纵论三世，而著重现世的行持，佛陀的用意，在指示我们得检讨过去，改善现在和创造未来；使

我们明白三世因果的道理，以追求人生的上进。佛法虽然谈到十方，但却著重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佛陀

要参阐明他方许多世界有净土，而我们所寄居的地球却是个污浊的地方，无非是要使我们对乐土生出欣慕

心，而对污土发厌倦心，发奋学法。进一步净化人间。还有，在乐土因缘殊胜，容易修行，在这里障碍重

重，颇难进步。例如要修布施，悭吝的众生就很难做到，在净土则黄金遍地，七宝俯拾都是，要修布施就

容易发心。六度四摄的法门，在净土易行、易舍、易忍，在此土难行、难舍、难忍，在此土修行而难行能

行，难舍能舍，难忍能忍，远较在净土修行为难得和可贵。释迦佛不在他方净土出世而在人间出世，成

佛，说法，度生，就含有这种难能可贵的意思。佛法虽谈到六道，而以人道为升沉的枢纽。由人道进修可

达罗汉，辟支佛，菩萨和佛陀四圣位，由人道退堕就落地狱，饿鬼，旁生三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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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类还有三个特点：（一）有智慧可辨善恶是非，（二）有记忆力 ，能利用累积的经验以定夺进

退。（三）会修净行以求上升超脱。出生在 其他五道的众生都没有这些特点。 

从时贤说佛在人间   

    宋朝裴休说：「鬼神沉幽愁之苦，鸟兽患  之悲，修罗方瞠，诸天 耽乐，可以整心虑，趣菩提者，唯

人道为能耳」。  
    清朝憨山大师引伸他的话，说道：「由是观之，舍人道无以立佛法， 非佛法无以尽一心。是则佛法以人

道为 基；人道以佛法为究竟。故曰菩 提所缘，缘苦众生，若无众生，则无菩提，此之谓也。所言人道

者，乃君 臣父子夫妇之间，民生日用之常也」。这是佛法和儒家人伦学说相通的地 方，也因此佛法能和中

国文化相契而生根开花，结成大乘佛教文化灿烂的 累累果实。  
    中国禅宗六祖惠能大师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 ，恰如求免角」。太虚大师提倡人

乘正法「由人乘佛法进趣大乘佛法，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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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生佛教」；所谓「仰止唯佛陀，完就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 现实」。都在阐明佛法在人间而

不在他方的意趣。 



 

从理性说佛在人间 
 
    佛陀在阿含经中也曾经劝导弟子们，应该依靠自己，不主张去拜神；应该以法为师，为行止的圭范，

不要依靠他力的神教。佛陀还从理性方面，劝人应该要自我调伏，自净心意和自己度脱自己离苦，这都是

注重人间佛教。人生学佛，必须从人本文化做起，才是学佛的正宗。 
    人生在世，被无明所掩蔽，舍本逐末，佛陀特地说下列的一个故事，以指出调心的重要：有一个富翁

有四位妻子，他最疼爱大妇，对二妇也颇爱护，对三妇颇为冷淡，对四妇最不关心，并且常加辱骂。他临

终时把四位妻子叫到床前，逐一询问，看那一位肯和他同赴黄泉以作伴。大妇说：「你死是你的事，与我

何关？要我跟你去？真是笑话。你这老糊涂，要死就赶快去吧」！二妇说：「你年老多病，不死何用？我

还年青，你死了我正好改嫁他人」。三妇说：「你死了，可是你的香火和儿女都需照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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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送你一程，却不能跟你去呀」！四妇说：「我生为君家人，死为君家 鬼，让我跟你去，在黄泉服侍你

吧」！这时该富翁才懊悔往日爱错了对象 ，实在是四妇最贤淑，三妇则富责任感，而三妇没情义，大妇不

近人情。 他应该最爱四妇和三妇，不爱二妇，最恨大妇才对，可是一切都太迟了。 大妇譬喻身体，生时最

爱护它，但死时不跟神识一起去。二妇譬喻金钱， 生时很爱护它，死时就归他人所有；三妇譬喻亲友，你

死时只能哭送一程 ，可不能和你同赴黄泉；四妇譬喻业障，生时造下来，死後带著去。所以 生时应注意所

造的业因，要种善因，才有好的报应，如果造的是恶因，机 缘会合时就要结恶果，果熟时难消受难摆脱，

遗害无穷。所以我们有生一 日，时时刻刻要注意调心的功夫，不要为这好比臭皮囊的身体而造恶业啊 ！  
    佛在人间，说法为人解除苦难，目今世乱不平，自身多苦，我们要依 据佛的教法来净化身心和周围的环

境，要多方弘扬佛法以供奉佛陀，以利 益群生，并以报答佛陀赐予无上法乳的恩泽。   

                   一九六三年四月讲於怡保东莲讲堂邱心海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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