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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理论集  从佛诞谈佛陀的文教思想   

                         一九五?年在澳门佛学社贺诞讲 

一、怎样来纪念佛诞  

    今天是四月初八，为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诞生的日子。中国通俗谓之 「浴佛节」。但南传佛教是以五

月月圆日（四月十五日）为佛陀诞生、成道、涅盘三期同一庆的大日子。其实佛是一个极有趣，极生动

的人，他平时都是住在真理 中，过著理性的生活，所谓「那伽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又说「普贤身相

如虚空，依真而住非国土」。这「常在定」，这「依真而住」，就是佛所过的理性生活， 也即是佛的本

地风光。所以在佛的本身本来没有什么生灭之相可说的，所谓「机缘一来，非生现生，机缘一去，非 灭
示灭」。那么，现在说是纪念佛的诞生，或成道、涅盘，也不过是我们众生境中的情感作用罢了。  
 
    佛教是从反对婆罗门教的神权迷信中产生出来的，是最重「自力更生」， 「解放自我」的一种宗教，

所以佛教叫人信佛信菩萨，换言之，即叫人信仰自己，珍重自己，佛菩萨不过是具有健全人格的人，给

我们做做榜样而已。但因我国的民 族性向来有「祭祀祖先，崇尚鬼神」的习俗，尤其是神权迷信的色彩

更为浓厚；所以佛教自中世纪传来我国，一时未能转 移我国旧社会的习俗风尚，一般习俗社会就以敬事

鬼神的姿态转以敬佛敬菩萨，事佛事菩萨，於是就把佛教变为有鬼神色彩的佛教了！但是佛和菩 萨是不

可随便妄求的，所以或谓佛菩萨的灵验不如鬼神，其敬事之心反不如敬事鬼神之笃。因此，虽有信仰，

似是而非，对於佛法的根本原理，佛的慈悲伟大的精神 更毫无认识，反而添多了一层神权迷信的色彩来

笼罩了佛法的真理与精神，造成了与社会一般人的误会，而成了佛法之累！今日中国信佛的人虽然还很

多，而佛教并 不怎样的兴盛，知识阶级信仰佛教的仍是很少，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今日纪念佛诞，

应要多加理解佛的真理，和认识佛的精神。  

 A.从法身来提醒自己 

    我们纪念佛，先要知道，佛有三身，第一是「法身」，亦名「法性身」，以法为体性，因法遍一

切，所以这法身遍於一切法中，即是宇宙间万物的体性或真如觉性。 这觉性既遍於一切万事万物之中，

所以我们众生也是本来具有的，不过因迷此觉性，便为众生，如能觉悟当体即是佛了，但众生虽然迷此

觉性，而觉性是从来不失 的，亦无增减，只要自己能在佛法修养中体验得到，那 这觉性的灵光，当体

便会赤裸裸地显露出来。好比一块长久蒙尘的明镜，你若用工夫拭拂净了那尘垢，明镜 的真光顿时便呈

现了出 来。现在所讲的佛，就是已做到拭净镜污的工夫，觉悟了自性的真光；而我们众生本来也是和佛

一样同具真如觉性，因生死沉沦，迷真逐妄，就不能显现觉性的灵 光。所以我们今日纪念佛，应该趁此

时机来提醒自己，唤醒了自己的本性，那么虽说纪念佛诞，其实还同纪念自己！  

B.从报身来学习佛法   

    佛的第二种身是「报身」。前面讲的法身觉性，佛与众生是平等具足的，但现在佛是佛，众生是众

生，完全不同样，这就是在报身上的差别。 因为这报身我们众生是从来没有梦见过，是要究竟做到修学

佛法的工夫， 才有这报身的显现，所谓「那有天然的弥勒，自然的释迦」。因为这报身，完全是佛果上



福德智慧集成的结晶，是由於佛先悟到法身之理，继之以六度万行的修学， 所谓「三只修福慧，百劫种

相好」，悟证了法身的体性，获得了大圆满觉的佛果，就是福足慧足的圆满报身。这圆满报身，也就是

所以为佛，而不与众生相共的特 点。所以我们纪念佛诞，应要去认识法身之理後，再加以精进努力的修

持学习和证悟，才可以达到佛的地位，佛的境界。  

C.从应身来纪念佛诞   

    佛的第三种身是「应身」。这应身便是我们今日所可纪念的释迦牟尼佛的应化身。因前面所讲的报

身，完全是佛果的境界。报身还有两种，一是「自受用报身」，是 佛自己性地受用的法悦境，佛是常在

这法悦境中过著理性的生活，其真趣是「唯佛与佛，乃能究尽」，我们众生从未梦见， 就是想纪念也纪

念不到。二是「他受用报身」，是为十地菩萨所被之机而应 现，我们薄地凡夫也纪念不到，至於佛所证

悟的法身理体，更是绝语言思虑，不可捉摸，无从表现，那里还谈得到什么纪念不纪念呢？所以，所可

纪念的，还是在释 迦牟尼佛的应化身。这应化身，就是距今二千五百年诞生在印度的释迦牟尼。他的父

亲是净饭王，他的母亲是摩耶夫人。他十九岁出家，三十岁成道，行化人间，说 法度生四十九年，到了

八十岁，观察到所化的机缘已尽，就「非灭示灭」地入了涅盘。这是有经史可以考查，有传记可资凭

证，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况且佛入灭後， 阿育王在四天下造了八万四千舍利塔，优填王以旃檀金银雕刻

佛像流传後世，使我们今日能对著佛像来做纪念。但我们既然是纪念佛，对於佛一生的经历以及他的思 

想学说，亦须有个概念的理解与认识，所以在这里，还有说说佛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学说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