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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佛陀的因素 

 

              在槟城客属公会讲 

 

    今天是卫塞节，亦叫著佛陀日，是为纪念佛陀而施设的。本来卫塞是南印度巴利语的译音，它的含义，

是五月的月圆日。佛陀的诞生，成道，涅盘，都在五月的月圆日，而在这三个庆期之中，以诞生为重要，有

诞生才有成道和涅盘，所以大家都习惯地把这个大日子叫做佛诞，其实是包括成道和涅盘的，所谓「三期同

一庆」，便是这个意思。 

    我们纪念佛诞，以佛诞为佛陀日，首先要认识佛陀是一个什 样的人？佛陀不是一个寻常的人，佛陀是

一个过来人，他从太子的身份出家修道以至成佛创教，说法利生，都有他特殊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什 呢？

据我所揣测到，提出几点： 

    一、追求智慧：智慧对人生是非常重要，有智慧才能分别人生的是非、邪正、真伪、善恶，然後去了非

的、邪的、伪、恶的，而趋于是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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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的、善的，才是人生应走的正规。佛陀在太子的时代，最初注意到 人生的问题，是发现到人生有生

老病死，又知道人生是苦，空，无常，无 我，虚幻不实的，可是世间理论都是相对的，既然有苦、空、无

常、 无我，它的反面，一定有个不苦、不空、真常、真我的道理。为追求这个 真理，他舍弃了自己的王

位，牺牲了一切荣华富贵优裕的享受，访道寻师 ，研讨学问，而与印度许多宗教哲学的学者辩难的结果，

知道他们对於人 生的理解都非真切，亦未彻底（如讨论生天问题以非非想处寿命最长，八 万四千岁以後情

形如何，茫无所知。）终於自己怀看寂寞的心情，走向菩 提树下，静定思惟，由戒生定，而发慧眼，察知

人生随著业力轮回，往来 诸趣，皆由过去所作的业因，而感受现在的业报。须由修习戒定慧而发智 慧，才

得解脱，所以追求智慧，也即追求人生的真理。 

    二、尊重人生：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最大的发现，便是「人人皆有 佛性，人人皆可作佛。」无论那

一个人，只要自己向好的方面去学习，依 佛说法，即是循著戒定慧的路线去走，都可以走到佛陀的地位。

由於这个 启示，即使他是一个穷途落拓，灰心消极的人，都可以因这种鼓励而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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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重新做人，不会自暴自弃，自甘堕落。（例如相信命运注定而感到 苦恼的人，意志消沉，以为无翻

身机会。）这也是佛教与其他宗教不同的地 方，其他宗教虽劝人为善上天，但上天只能做神的从仆，自己

无资格作最 高的神，这与佛教「人人平等，皆可作佛」的意旨距离甚远，反而与中国 的儒教所谓「人人皆

可以为尧舜」的道理接近。 

    三、淡泊物欲：华严经说：「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世间的诸 法，都由心所造出来的，这个心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20/zhumo-b20-43.htm?rr=1470&db=zhumo�


不是真心，是夹杂物欲的妄心。由於物欲 的追求，你争我夺，造成扰乱社会不安的局面，也是自身种下了

受报的孽 债。佛陀从修养中有了这种体验，所以生平少欲知足，淡泊朴素，也教诫 门徒少欲知足，淡泊朴

素。佛陀的不慕荣利，向外驰求，反躬自省，拓展 内在的觉性，扩大心灵的领域，是他成功的最大因素。 

    四、牺牲为众，舍己为人：佛陀一生所做的事业，都是牺牲自己的小 我，为社会为大众谋大福利，救

苦救难，为法为人。佛陀自己成佛後，就 在华严经中说：「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正是揭

出佛教慈 悲平等，救人重於救己的宗旨。因佛陀已体证自己与众生共一佛性，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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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故利人既是自利，害人即同害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只有朝著利 他主义的路线，为人类的安定，

社会的繁荣，世界的共和，奔走呼号达四 十五年之久，开创人文主义历史的新页，也是人类史上空前的伟

大光荣。 

    五、养慈息怨：佛教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佛陀多生以来修习慈心 三昧定，所以他具有极大的感化

力量，遇有瞠恚、怨恨、残忍的恶人，都 可化敌为友。如有强盗要杀害佛，见佛慈祥，放下屠刀，皈投座

下，佛陀 生平亦曾说过：以斗争去息灭瞠恨是息灭不了的，惟有以慈悲忍恕才能息 灭瞠怒仇恨，就是佛教

由和平的真理来彻底解决战争。佛教的教义，注重诸 法缘起，性空无我，本是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但遇

有知见不正，危害人 事的暴恶之人，也必须与之争论明白，如与印度九十六派宗教说诤明正理 ，且用慈悲

去感化他，要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用斗争去息灭仇恨 ，以牙还牙，佛陀认为这是恶见，不是善

见，佛教是必须要运用慈悲的感 化力，去降伏那些迷恋「斗争到底的魔军」，这也是佛教寻求人生世界彻 

底和平，澄本清源的办法。  

    六、止恶行善：阿含经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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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这是佛教止恶行善的纲领。止恶是消极的，自己不做坏事，也不 侵犯他人的好事。行善是积极

的，当仁不让，见义勇为，杀身成仁，舍生 取义，为社会大众多谋福利，广作善事。佛教中的小乘学者，

严持律仪 是著重自己的止恶，大乘学者，主张自未度苦而先度人离苦，菩萨心肠， 悲天愍人，正是积极的

行善。完成佛陀的因素，就是由修习这种悲天愍人 的菩萨行而来的。  

    佛陀是果位，菩萨在因行，由於菩萨在因地中修习追求智慧，开展人 性，淡泊物欲，牺牲为众，养慈

息怨，止恶行善这些因素，才能完成佛果 的解脱自在，福慧庄严。今日我们纪念佛诞，印行刊物，或用语

言宣扬佛 法，必须要认识理解完成佛陀的要素是什 ，然後发菩提心，从菩萨心行 ，趣向佛位，才是修学

完成佛陀的要素，才不失纪念佛陀的殊胜意义。  
 

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