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时事感言  
  

 
卫塞日与佛教青年 
 
    各位青年的佛教徒，都已知道卫塞 Vesak 是月圆的意思。佛陀的诞生、成道、涅盘三个节日，都是

在五月的月圆日。月圆二字，是良辰，亦是吉语。中国人常把「花好月圆」作一个好日子。佛诞在印度，不

但叫做月圆节，也叫做花节，因佛在蓝毗尼园 Lumbini Park   诞生时，有天人在空中散花供养，到成

道和涅盘时，也有天人散花示敬。不过月圆日比花节来得出名，所以大家只知有月圆曰，不知有花节了。同

时花不常红，月则常圆，而且永恒的照耀，所以佛陀诞生、成道、涅盘三个神圣的节日，都在月圆的时候，

这是有大好意义的。 
    月亮还具有好多美德，如高超皎洁、明亮、幽静、清凉、平等、美满。青年的人生，是最可贵的，青

年的光阴，更足珍惜的，青年人应学习月亮一般的美德?第一要有高超的志趣，与众回异。立志为人生先决

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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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立志不高超，一生的表现必是极其平凡。斯迈尔说：「你的生命的 荣枯，全视你自已怎样去培

养。」王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立志在佛教叫做发心或发愿。菩萨发菩提心是愿究佛

学，愿度众生。佛教 青年应以菩萨佛徒的志愿为志愿，知道佛理崇高博大，而研究者不多，教 化不普及，

因而发足大心，一面自己决定学习，一面随缘随力，本菩萨助 人的精神，为社会服务。孟子说：「自暴者

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 有为也。」青年能立志，就不会走上自暴自弃的路子。 
    第二，佛教青年要有皎洁的胸怀：一个青年人，胸怀皎洁，做事才会 光明磊落。现在的社会，好人少，

坏人多，在不良的人和邪恶的环境中， 如果自己没有皎洁的胸襟，是很易被人同化去的。尤其是佛教青

年，受了 佛法的薰陶，一切卑污自私不纳于心，一切奸邪刁恶不形于行，才能做一 个顶天立地的堂堂须眉

丈夫。 
    第三，佛教青年要有幽静的态度，青年人不论为学或做事，态度一定 要幽闲沈静，不可粗心暴气。经中

所谓：「无上妙道，原从沈潜幽静中得 来。」「人心如水，静止则明；不为物引，不为欲牵，主一无适，

积养自 纯。」如释迦教主，名字「牟尼」，就是「静默贤人」的意思，因他有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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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涵养，故得此美名。程子说：「涵养到著落处，心便明清高远。」诸葛 亮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

静无以致远。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 学。」李文忠说：「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乃可敛浮气而增

定力。」 这些话，都可以做为我们学习幽静涵养的格言。 
    第四，佛教青年要有清凉的意境。清凉，是没有热恼，有了热恼，心 神烦闷，就会影响自己学习或做事

的心理。什 能使青年人热恼呢？就是 沉迷物欲，热中名利。尤其是领袖欲，占有欲……强烈的青年，他

的意境 一定不能清凉、轻安、自在、快乐。这一切佛学修养上的享受，他们都得 不到，便是没有学佛青年

的气概。佛教青年必须争取到这一步，将来待人 处事，不为尘境所扰，不为情感所系，像佛陀那样「弃王



位如敞屣，视富 贵若浮云」。有这种清超拔俗的意境，才能干得警天动地的大事业来。 
    第五，佛教青年要有平等的精神，普照一切，而无界别。佛陀不但在 成佛时发现佛性平等，众生皆可作

佛，就是他在青年的时期，也已具有平 等的精神，打破印度社会的四姓阶级，救印度社会许多被压迫、受

苦难的 人民，所以我们学佛的青年，应学习佛陀平等待人的精神，随时随地，方 便穷露无依的苦难者，为

他们的不幸，供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去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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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佛教青年要有美满的人格：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佛陀 完美的人格。崇高的佛陀，不是三

头六臂的神怪，也不是操纵一切的天主 ，他就是一个由人学习而成的智德圆满，人格完美的圣人。太虚大

师曾说 ：「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现实。」又说：「学 佛者，志业也。从吾志之

所好以趋践之，淑吾身，善吾心，增进我之德性 ，达到我之乐地者也。」德性之增进。止於至善，亦即人

格之完美了。 
    我们在月圆日，从月亮的美德，想到佛陀的美德，从闻思修三慧，作 戒定慧三学的薰陶，来学习这些美

德，是今日的佛教青年所应三致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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