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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真理的追求和问题的解决   

    前人说：「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将相所能为」。这句话在悉达太子的身上，却十足地表现出来，他为

了追求真理，解决各种的人生问题，毅 然决然地挥起慧剑，斩断了五尘乐欲的缠缚，去过出家清净的生

活，没有大丈夫的气概，那有如此坚决的态度。他出家後的两三年中，曾访印度好多学者名师，来增 广他

的见识。但出人意料的，那些名师学者的学说及修养的经历，都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如初访跋伽仙，

见其所修苦行大多是徒劳无益，即如其非毕竟安乐之 道。再访阿罗逻仙人，他以超越一切有，而住於无所

有的定境为解脱之道，亦不以为然。三访郁头蓝弗，他以「 非想非非想处定」为涅盘，觉得也不是究竟解

脱的归趣，於是就不复求师，独行其道，在尼连禅河岸畔，专做思维修养的工夫。经过了六年苦行， 饥瘦

力疲，形色憔悴，乃起而沐浴河中，受了牧女的乳糜之供，转至佛陀迦耶山的菩提树下，聚精会锐，深入

禅定，终於在腊月初八的中夜，「睹明星，成正觉」， 他出家以来时刻不忘所欲追求的真理，这时在澈底

大觉悟中被他发现到了，在那发现真理的刹那间，真可谓如贫得宝，庆快平生 了。  

  

A.以佛性平等打破社会阶级 
 
    悉达太子，在这时已真正成为释迦牟尼佛了。人生的真理，宇宙的真理，他都大彻悟到了。他彻悟的

人生真理是什 呢？就是他最初在华严经上说的：「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

执著而不能证得」。这大地众生皆具的如来智慧德相，即是佛性，也就是前面讲的法身理体；但未经我佛

一语道破，谁能知道呢？而这佛性既是每个众生（包括人类动物乃至一切低能的蠢动含灵以及植物矿物）

都平等具足，那 每个众生都可以成上等的人，做上等的佛，还有什 农奴，谈什 下人，在平等的理性

下，便不宜有不平等阶级的社会制度的存在，他就凭了这真理原则，一生深入民间说法，大声疾呼，打破

了印度社会四姓阶级的观念，要大家都能在和谐合聚的精神中过著和平安宁的生活。尤其是他以皇太子的

身分，到这时已完全平民化了，以身作则和人民站在同一阵线上来，领导人民来改造新生活，创造新社

会，建设人间的佛国净土；试问世界上的宗教家、思想家的牺牲精神和无畏毅力，还有比他更伟 大的吗？

同时他这种为社会革命的精神、毅力、作风，和现在共产主义所提倡的阶级平等的精神，也很有相似之

点。所不同的，共产主义是想专赖政治武力来奋斗以 求解决，而我佛是以慈悲同情来感化，从心理上铲除

贪瞠痴欲的祸根， 以求平等合理的解决，修养不同，观点亦异了。  
 

 

B.以缘生原理解决劳资纠纷 
 

    从佛性平等的真理中，知道众生与佛是平等的；而由业力辗转增胜的事相上，众生须由修学方能进化

到佛的境界；这是佛教对人生的看法，也可说是佛教的人生观。至於佛所彻悟到的宇宙间事事物物的原



理，则在乎「诸法众缘生唯识现」。这「众缘生」，就是说明宇宙间森罗万象的事事物物，它的生起或变

坏，皆有因缘性的作用，因缘会遇则生，因缘离散则灭。因，是构成宇宙万有事事物物的主要因素，譬如

桌上一朵花的种子；缘是助缘，是种种事物凑集而成的助缘，如这朵花只有种子是不能生出花来的，必须

借助於水土日光等的助缘，才会生出花来。由此可以推知凡是人生宇宙的事物不论 大小，它的生起或成

功，皆有主要的因和助伴的缘，这些具备的关系和条件若是缺少了某一种，便不能生起或成功。同时在事

事物物的本身讲，每一事物皆可为主， 而又皆可为伴，如以我为主的一事，由你们种种的缘来助成我，同

时以你为主的事，我们亦可以种种缘来助成你；所以主主伴伴，互助互成，交互相遍的条件与关系 是不可

以分开的。自一物、一人、家庭、社会，以至国家、民族、世界，都是在因缘交织互助相遍的原则中构成

的，在这主因助缘的关系和条件中若有些条件不具 备、或不健全，那么所构成的一物一人以至国家世界，

也是不会健全的。因此，主因和助缘的单位条件是一样的重要。根据这个缘生互助的原理，那么人类社

会，应 该要互相互助，群策群力从合理中得以调协，那极权主义，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自然是很不对的，

如果遵循缘生互助的合理原 则就能解决了劳资的纠纷。所以後世教徒的「六和僧团」，就是依这合法的原

理产生的。而六和中的「利和同均」，和现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平衡律，正可相同，只是 理论不同。佛法是

从缘生互助的和平理论求解决社会经 济不平衡的劳资纠纷，而共产的社会主义是要从阶级斗争求解决劳资

纠纷 ，结果其纠纷是愈解而愈多了。  
 

C.以业力缘起判释贫富智愚问题 
 
    佛在彻底觉悟到人生宇宙的原理之下，还发现到一条在佛教中认为最重要的理法，那就是「业力」，

或所谓「业感缘起」。因为上面说的佛性真理既然是生佛平等，那 众生当下与佛一样，为什 还要学佛

呢？事实上现在众生是众生，佛是佛，佛的境界与众生的境界全然不同。这就牵涉到业力的问题了；因为

在法身理性方面，佛与众生确是平等的；而在业果事相方面，则众生与佛是大有分别的，即善的业力增胜

所以为佛，恶的业力增胜所以为众生。故众生若要与佛平等齐观，须要众生自己创造善的业力，把这恶劣

的业果，（即我们现在的果报身器）转变为善良殊胜的业果，这时就可和佛等量齐观了。就在这业力缘起

的原理上，有许多其他宗教学说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在佛法中都可以圆满的解决了。如今日社会主义在处

理劳资问题上，采用政治武力的强制手段，谋使社会经济平衡均等，这种做法，做为一种理想或愿望是可

以的，若要化为事实，那是很难办到的，即使办得到，也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此外，对於人生为什

么有 智愚贤不肖等问题，它也是无法解答的。这因为资本家之与贫民，聪颖之与愚呆，因为他们各有各的

宿因不同，如同一父母，而兄弟二人的智愚不等，我们断没有能 力把他们的智愚加以平均分配。即中国的

孔子也说：「上智与下愚不移」。而佛教以业力轮回的因果律来判明，业力增强则富而智，恶业增胜则贫

而愚，要真正的平 等，还是要靠各人自己随时创造善的业力，达到人人为佛的平等境地，这种说法，是何

等的直捷了当！又试问你：一个极愚蠢的呆子，你要和他讲平等，他不懂不睬 你，你革了资本家的命，将

其财产分给他，他不懂得享受，你找工作给他，他不会作，那么你有什么能力能使他和你平等起来呢？我

想你那时除了狠狠地骂他几声「蠢物」外，还有什么法子使他平等呢？且当你骂他蠢物时，你即发现在思

想智慧上已和他不平等了，你自以为你的一切已高过他多多了。在这里，可见佛法所阐明的业力缘起的理

论，还是有价值的，值得研讨的。  

    佛未出家前，时时萦绕於怀的种种问题，自从菩提树下大觉大悟，发现到佛性，缘生、业力的真

理，人生的沉闷被他冲破了，人生宇宙间的一切若事若理，他也都已洞如观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