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演讲集上  
 树立正见与净化意欲 

 

          在槟城锡兰寺巴利文学校讲 

 

    贵校一周年纪念，我曾来此参加庆祝和演讲。时间过得很快，不觉又是三周年纪念了，又承贵寺主

讲德宝僧王及校长比马拉旦那法师相邀，今晚又来做第二次的演讲，并参加庆典，这是非常高兴和感谢

的。 

    现在要提出讨论的，是学佛者应注意的两件事，就是正见与净欲。见解的正确与否，在人生的关系

上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学佛的人，更要具足正知正见。有了正知正见，才能辨识人生的正邪是

非，抉择取舍，来确定自己正当的理解和思想。思想正当，行动亦必合理不谬；否则由邪知邪见而走邪

径邪行，结果必遭堕坑落阱的危险。因此佛陀生平，是非常重视正见，虽说佛法是无我无争，但如遇到

不正知见的人，佛陀一点也不肯马虎，不给放过，非要与之争个明白不休。佛法就是当时印度许多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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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说中论争出来、而建立起来的正理。所以佛教基本的教理四圣谛中， 把正见、正思惟，列为八正

道中首要的条目。在中国禅宗的祖师，也有说 过：「贵尔见地，不贵尔行地」。意思是学佛的人首贵

知见正确，则循之 而起的行动，自然亦合轨道，不会有什 问题了。 

    佛教的正见内容是指些什 呢？简单可举三点： 

    第一要了知人生宇宙的一切事物，都是 从缘而起，幻有非真。所谓缘 ，是指生起事物的种种关系

或条件。依照佛陀所觉悟的真理，世间诸法（ 一切事物）都是众缘和合而生，决无一法可以自己单独

生成的；换句话说 ，天地之间每一事物的生起，各有它自己的动力为主因，加上其他的增上 为助缘，

才能成立此一事物；以此例彼，彼彼 诸法的生起，其中各互为因 ，各互为缘的法则，亦是如此。如贵

校的成立，以发起的法师为主因，则 其他的同事同学，都成了帮忙的助缘。如果将来其他的同事同

学，觉得这 间学校办得很好，对於推扬法化，辅导人群大有裨益，於是其中另外有人 提倡再办一间，

这人即成了主因，其他的人包括了法师在内，又都成了助 缘。举办学校一例如此，推至宇宙间一切事

物，不论大小，它的生起与成 功，莫非是种种主伴因缘的交织，重重关系的凑合。由这一缘起法则上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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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究，便知人与人之间，以至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都是因缘的交 织和联系，不过是一种虚幻

的假相罗列在我们面前，推其自性本空，原无 实体的。我们对於宇宙人生的大道理，能有这种智解和

体验，就可获得正 见。获得这正见有两种好处，一是了知诸法缘成无我，大家相资相助，相 济相成，

不为私我打算，走上人生狭隘的途径，杜塞了好景无边的康庄大 道。一是有此诸法缘起性空的正见，

可以破除梵我合一论（印度人主张梵 天生人类，人类修苦行，将来生天，把自己的小我纳回梵天的大

我中而得 解脱）和一神至上论（西洋人信神造万物，奉为至尊）的谬解；因梵我合 一而常住，一神至

上而独存，都是违背了诸法缘起性空的理则，而自陷於 不正知见的坑堑。  

    第二要了知佛性本具、众生平等，人人都有资格成佛的道理。佛陀自 从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觉知



一切众生本具佛性，其体相同；只因理解上的 迷悟有异，就生出事的现象，上升下沉，各循其道，贫

富贤愚，各视其业 而已。果能了知此理，坚立正见，由正见而起正思和正行，则人人都可走 向成圣成

佛的一边。所以由於这种正见，方可产生了两种利益：一是了知 众生理性平等，发起普爱一切的慈悲

心，为一切苦难的大众效劳，以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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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应尽的天职和义务；一是从事社会不良制度的改善，救济被压迫被奴役 的人民，破除社会的特权阶

级和奴隶制度。如佛陀在世改革印度社会阶级 森严的四姓制度，就是从这佛性同体，众生平等的正理

正论而揭开革命正 纛的。 

    第三要了知三世因果循环，为善必吉、为恶必殃的报应不爽的道理。 要了知因果不失，报应不

爽，从而生起正知正见，首先要对佛陀所说的四 圣谛法加以理解与认识。在四圣谛中包括说明世间法

和出世法的两重因果 ，集谛是过去起惑造业的因，苦谛是现在受生招报的果，这是世间法的第 一重因

果；道谛是现在修法的正因，灭谛是将来证悟的乐果，这是出世法 的第二重因果。而修道的重心是在

道谛中的八正道，八正道中首先揭出正 见和正思惟。故依四谛法来说，也是叫人深信因果，才是正

理，才是人生 所应具的正见 ，否则便越出了佛教徒基本信仰的范围。同时信因果亦有两 种益处：一

知报应分明，自作自受，无人替代，便有戒心，不敢肆无忌惮 ，为非作恶；二知人生一切好恶，不是

神意，皆由自作，便应知奋发图强 ，自力更生，创造未来的美景。  

    中国人多数是相信因果的，但有些人亦相信风水、命运、看相。如果  
 

134 

懂得佛教的因果理论，便知风水相命等等虽亦是有的，但随时会起变化 并不很准确和靠得住的。单举

相命来说，如古时印度民间有人信仰文殊菩 萨，因他智慧好，相貌又极庄严。可是都未亲见文殊，想

塑像又无模样可 依循，大家就议定选一个最漂亮的青年，依他的样子塑成模型，权充文殊 来崇拜。後

来又有人信仰夜叉的，认为夜叉是保护的神。但亦找不到夜叉 的样子来塑像，只听说夜叉是极丑怪

的，於是有人提议从牢狱中找出一个 最丑陋的罪犯，照样塑作夜叉来做崇拜的对象。既已塑好，主事

者就拿出 许多金钱去酬谢那个最丑陋的罪犯，谁知他不要金钱，反而对著金钱感慨 流泪。大家觉得很

奇怪，问他为何原因？他说：「我几年前是一个漂亮的 青年，被人选作文殊的模样，得到很多赏金，

我就利用这些金钱去寻嫖赌 烟吹的快乐，染得一身的恶习，而且到床头金尽，嗜好日深，没有办法找 

钱，只好去做小偷。一次失手，被捉来牢中，受尽磨折，变成丑样，现在 竟被你们选作夜叉的模型。

金钱害得我如此凄惨，所以我是不再接受金钱 的酬报了」。相貌最好的青年，可以变为夜叉的样子，

故知信相命是靠不 住的，而因果却可以深信不疑，因他利用金钱作孽，招来铁窗缧 的苦果 ，却是千

真万确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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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再来讲净欲。这个欲字，是指种种希求贪取的意欲。这意欲有好 的，也有坏的，好的就是净

欲，坏的就是恶欲。平常人的意欲，多数都是 恶的，不清净的，所以学佛的人，首先要注意净欲。阿

含经所谓：「自净 其意，是诸佛教」，便是揭出净欲在学佛过程中，是极其重要的工作。  

    华严经说：「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推知一切染污的世法，都 起於不净的意欲；而这意欲

又由染污的妄心而生的。染污的妄心能起一切 欲，生一切法，好似世间工於绘图的画师，什 都可以

画得出来的。中国 哲学家庄子亦曾说过：「嗜欲深者天机没」。一个人杂染的嗜欲一深，自 然天性的

淳机都被汩没了。这与佛教说的众生造了烦恼业障，天真的佛性 便被隐覆的道理，亦很近似。 

     这些不净的意欲，亦叫做爱欲，是属於自私的贪爱。普通也把这些欲 ，分成名、色、财、食、睡



的五欲。在佛学上由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贪 取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也叫做六欲。但把这些欲归纳

起来说，也不出三 类：一是自我的爱欲，即贪爱自己的色身；二是眷属的爱欲，贪爱自己的 姻亲内

眷；三是境界的爱欲，贪著外界五欲六尘种种适意的境界。可是怎 能除去这些爱欲而使之净化呢？如

能根据佛法缘起性空，佛性平等，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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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失的三种正见来做，就可使心意净化美化。如了知人生宇宙缘起无我的 道理，就可除去自我爱欲，

而转为无我之我的大我净欲；同时既知诸法缘 起性空，不但我空，人法亦空，就可以除去眷 属爱欲和

境界爱欲，而转为 普爱众生，普爱世界的慈悲平等的净欲了。 

    人生自家庭以至社会国家种种的争执不宁，都是起於一念贪爱的私欲 。中阿含苦阴经说：「以欲

为本故，子共母争，母共子争，父子兄弟亲族 辗转共争，更相说恶，何况他人」！这说明了家庭亲族

之争，骨肉分离， 皆起於不净的私欲。又说：「以欲为本故，王王共争，民民共争，国国共 争；彼因

共相争故，以种种器杖转相加害，或以手杈石掷，或以杖打刀斫 」。这说明了民与王争，国与国争，

也都是为了私欲在作崇。又说：「趣 求诸欲人，常起於希望，所求若不遂，恼坏如箭中」。这是形容

欲望不遂 的人，所引起如被箭伤的痛苦。当年佛陀出家不久，频婆娑罗王要把国家 让送给他，希望他

不要出家，佛陀加以拒绝，并以一偈说出拒绝的理由： 「我为烦恼箭所伤，欲求寂灭膏药涂；纵使能

得天帝宫，意犹不贪况王位 」！从这偈中可以体味出佛陀虽为烦恼箭伤，而终不为诸欲所困，修养成 

离欲自在的圣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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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印度的舍卫国，有一个善生菩萨，得到一个无价之宝的金铃，扬 言要赠送给世界上最穷的

人。这消息传出，立即有很多人来报穷，都以种 种理由与事实来证明他是世上最穷的，可是都不合菩

萨的用意，得不到金 铃。结果菩萨把金铃拿去送给国王波斯匿，说他是世界上真正最穷的人。 国王以

为菩萨和他开玩笑，或亦真的不知他的财富，所以他为夸耀自己的 财富，陪同菩萨参观王宫中的金库

和银库，并说他的意欲中尚有许多金库 银库，尚待装置。於是菩萨就对国王说：「金银有尽，意欲无

穷，所以我 以国王为世界上最穷的人」。国王此时才领悟到菩萨相赠金铃的意思。同 时这也表示了人

生被奴役於欲望，永远是留下不如意的不满足的缺憾。  

    人生有限，意欲无穷，意欲多的人，自然烦闷痛苦也更多。如要解脱 这些烦闷痛苦，归结的说一

句，只有求得佛法的正见，透彻诸法缘起性空 ，无我无贪，不取不著，才能根治一切不净的意欲，才

能解脱心灵上的缠 缚。所以由正其见而净其欲，就成为学佛者所宜注意、所应学习的两件大 事。（本

文曾由丘心海居士译成英文刊无尽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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