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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释尊的民主思想 

 

    今日新时代的新中国，民主社会的思想已如风起云涌地遍散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角落，人民都走上平等

自由的民主阵线。但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的 释迦牟尼佛，却是一个极富民主思想的人物。他在未出家做

太子时，名叫悉达多（译义成）。摩耶夫人游蓝毗尼园诞生了太子，净饭王中年得子非常欢喜，自然要大 

排筵席，庆祝传位得人，但摩耶夫人生下太子，不到七天就死了，以後太子就赖姨母波 波提教养成人。

太子七岁，师事婆罗门学者跋陀罗尼为师，学会了四吠陀论 及声明、工巧、医方、因明、内明的五明学

术。文事既娴，更讲武艺，又跟羼提提婆学会了跃马、跨车、 跑马、射击等廿九种技艺。太子如此聪

明，固然使父母无限快慰，但有一件事时时令父王担心。原来太子诞生不久，阿私陀仙曾说：「太子具三

十二相，非凡人也， 若在俗，必为转轮圣王，若出家，必为三界之大导师。」父王因此时时担心太子会

出家，斩绝王统，所以戒备森严，多方防范，并为建三时殿，多选女乐，又强他纳 娶表妹耶输陀罗为

妃，歌舞管弦 ，使之陶醉，但太子毕竟是个大有来历的人，逢场作戏，不随境转，听五欲艳歌，如清净

的梵音，形式上虽然过著纸醉金迷的生活，精神寄托在那富於哲理的渺远的 幽思，就在这前後，太子产

生了几种民主社会思想的问题，成了他後来出家学道的动机：  
 
   

A.剥削人民的启示   

    悉达多太子虽然过著王宫贵族的繁华生活，但因他学会了一身技艺， 当然不免要时时出外游猎、射

击、跨车、跑马等等，因此既与外间社会接触，再加上他是个脑筋灵敏智慧深广的人，物质享受无论怎样

优越，还是弥补不了他精神粮 食上的缺乏，因此有许多人生社会问题，这时都来袭击他的心头。尤其是

见到劳动人民生活的可怜，耕农樵牧的勤苦劳作而困乏饥渴，鸟兽虫鱼的以强凌弱而互相残 食，更使他

无限伤心，且认为自己所过王宫贵族繁华阔绰的生活，都是建筑在劳动人民的艰苦之上，是极不合理的！

这思想，正如今日共产主义所嚷的资产阶级剥削 农民的思想，而悉达多太子在二千多年前已因观察而发

现到了。  

B.四姓阶级的不平   

    太子自感到资产阶级剥削人民的恶现象，对现实社会自然有许多不满 意的地方，在他那纯洁清净的思

想中，从此蕴含著、酝酿著一种改革旧社 会创造新现实的观念。阅历较深，更进一层的观察到印度社会

有四姓阶级的壁垒，非常地森严。所谓四姓阶级：一婆罗门姓，掌握教化社会教育及道德的特权；二刹 
帝利姓为王族，以武力统辖其余三姓；三毗舍姓为工商阶级，专事贸易买卖的工作；四首陀罗姓，为农民

及奴隶阶级。四姓中以婆罗门为最尊贵，以农民奴隶为最下 贱，不能和上二姓往来结婚通亲等事 ，尤其



是奴隶们所过的生活，完全是暗无天日。因奴隶们是被雅利安族所 征服者，但以劳力供贱役，没有祭神

重生的权利。又传说这四姓制度是盛行於古印度，为古代四吠陀论师所创作，他说：「梵王生四姓，王口

生婆罗门，臂生刹帝 利，胁生毗舍，足生首陀」。（引譬喻经语）婆罗门是从大梵天王的口中生出，自

然高贵清净，首陀的农奴是从梵天的足底生出，自然是卑鄙下贱了。其实由这种言 论造成的社会制度，

在悉达多太子高深的智慧观察下，自然是难以立足的，何况他於四吠陀的典籍，也已有过深刻的研究与观

察，吠陀的理论自然不在他的眼里，不 能使他满意，於是社会革命的思潮，不时在悉达多太子的心头汹

涌澎湃，时机一到，随时有爆发出来的可能。这思想和现在以打倒资本极权，以农工领导为号召的共 产
党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也没有多大的不同，所以悉达多太子，虽生在王族，他的身分却很平民

化，也可说是最早的社会革命思想的倡导者。 

 C.生老病死的感悟 

 

    资产主义当权者的剥削农民，社会的姓阶级制度的不平等，当然会促使悉达太子对当时的印度社会感

到不满意，使他酝酿著改造社会人民生活的思潮，但使这种思潮达於沸腾点的，还是因他後来游观四门，

见到众生有生老病死的痛苦，是人生不能避免，使他在现实的「社会缺陷」之外，更添多一种「人生缺

陷」，他才决心要去掘发一条人生宇宙的真理，来弥补这「缺陷的人生」，求救济这「缺陷的社会」，使

社会获得平等和安宁，使人生得到真正的归宿。就为了这人生真理的追求，他宁愿牺牲了自己尊贵的王

位，自贬了太子的身价，在一个大地沉醉的夜半，他乘人不觉一溜烟似地逃出了王城，去做一个极平民化

的参访善知识的行脚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