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时事感言  
  
慈悲、忍辱、持戒 
 
    今天威中佛教会开光，有这 多人来随喜庆贺，可见各位都是关心佛教、也是关心世道的有心人。佛

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它对於策进世道，改善人心，是极有关系的。 
    也有人感慨地说：「现在的世界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意思是在现时代科学的学问尽管日形

进步，而人心却是日形险恶，道德品性，每况愈下，所以在世界各地，不时发生战争，摧毁物质，影响社会

经济破产，使人民的生活日形艰苦。救济之道，自然很多，但佛教中所说的许多哲学和善行，对於改善人

心，安定社会是极有帮助的，今略提三点来讲： 
    （一）慈悲可以息争：佛教化世的要旨，在乎「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即根据慈悲普爱的教旨，建

立种种方便救世的事业。慈能与乐，悲能拔苦，故慈悲首重不杀，因杀害生命，是最残忍的，最不人道的。

谁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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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不爱生？「设身处地扪心想，谁肯将刀割自身」？若视人如己，人痛即 是我痛，就不会草营人命，随便

乱杀。人人养成不杀之心，不但不杀人， 扩至不杀害一切有生命的动物，则灭却杀生之恶因，自然亦不会

招致世界 战杀的恶果。愿云禅师戒杀诗云：「千百年来碗里羹，冤深似海恨难平， 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

屠门夜半声」。所以人人能养成慈悲心，人人不杀 生，把内心的贪瞠欲火息灭，那 外界的刀兵战争的痛

苦，自然亦自寝息 。那时人类和平相处，不闻斗争杀伐之声，人间即成了解脱的净土，自由 的乐园了。 
    （二）忍辱可以容人：忍辱是大量容忍，为人生最难行能行的美德。佛教 学菩萨的行者，是要修持布

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六种善行；而 六种善行的修成，皆有赖於忍辱的坚持和扶助。如果

不能大量的容忍逆来 不顺的违缘波折，大起瞠怒之火，那 其他布施等五度所修的功德，都会 被这瞠火烧

光，所谓「一念瞠心起，火烧功德林」，这是何等的可惜！中 国在五代时有一位修养忍辱工夫到家的布袋

和尚，他有一首容忍的偈语： 「有人骂老拙，老拙只说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涕痰吐面上，任 它
自乾了，我既省气力，他亦无烦恼」。起世经亦说：「忍不可忍，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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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佛」。又说：「忍辱之为德，持戒布施所不能及」。可见佛教赞赏忍辱 的价值，意义甚为重大。  
    现在我们安住的这个国家，是多元民族，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组成的 ，需要和谐合聚，团结生存。目前

正我国在提倡各民族容忍合作，无疑的 ，佛教的忍辱，正是容忍的最好典范，值得各民族的人士重视和参

考。 
    （三）持戒可以消毒：佛教所说的「持戒」，并非是什 可怕的东西。戒 的意义，是防非止恶，预防发

生不道德的措施，使身、口、意三业清净， 生活趋於道德化、规律化而已。佛教基本的戒律，在於五戒：

不杀生而仁 爱；不偷盗而义气；不邪淫而礼貌；不妄语而信用；不饮酒而理智。这五 个原则，是人生正当

生活的要素，不论在家出家的人，皆宜遵行。自今社 会上许多青年，因作人毫无原则，也无规律，所以知

见不正，思想偏邪， 行为乖张。碰到不好的境遇，交了不良的朋友，於是吸毒、贩毒、走私、 参加私会



党、贩卖人口等毒化社会的勾当，无所不为，扰乱社会治安，影 响人民生活，遗害无穷，虽屡经当局禁止

或取缔，但终如「野草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如果在普通学校课程中多注意宗教伦理道德的灌输，或使 
学习佛教的五戒，纠正思想和生活行为的偏差，循著正当的规律去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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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国家可以不治而自治，社会可以不安而自安，坐收其利，何乐而不 为？ 
    佛经中对於济世治安的方法很多，以上随举三点，都是佛法中的世法 ，也是佛法不离世间法的道理。近

年来青年对於佛教的活动，渐趋积极， 各种佛教会、佛学会，如雨後春笋，不断地产生，希望在宣传佛教

文化与 人心有益、社会有利的方面，多为注意和致力！  

                            威中佛教会开光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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