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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出家的动机和背景 

 

    太子身为储君，富甲天下，不怕没有宫妃女，更不愁没有高官厚爵，何以反要出家修道呢？因

此，他出家的动机和背景，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许多不理解佛陀的人，以为他的出家是思想灰色，消

极人生，逃避现实；那末，对这一问题，就更宜要注意理解了。 

 

    太子出家的动机，是起於几次的出游。平日在深宫里生活，对於民间的事情，是很隔膜的。一次

随著父王出游，见到农夫们在日炙雨淋中耕种，汗水直流，气喘不息；耕牛受著鞭打，皮破血流；梨

过的泥土，翻出许多断颈残肢的虫类，被鸟雀来争啄，使他动了恻隐的心情，感到贫农们为生活痛

苦，生命界互相残杀的惨剧，都是极不合理的；怎样才能救济他们，使他们过著合理安乐的生活呢？

这些问题，时常盘旋在太子的脑际，要在沉思中找寻解决，因此对皇宫中的欲乐生活，反而淡漠起

来，不感兴趣了。 

   後来他游四门，见到老人、病人、死人，更觉察到人生在生理上有生、老、病、死的苦痛，是谁也

不能幸免的。王侯将相，富贵荣华，也不过是等於过眼云烟，春梦 一场，几十年光阴，很快地便要消

逝过去，无论贵贱，同为枯骨。何处是人生究竟的归宿？甚么是人生最高的真理？怎样可以找寻到没

有生老病死的境域？要寻求这 些问题的解决，也是他不安於皇宫生活，要去出家修道的最大原因。  

 

    太子出家修道，除了这些问题造成他的动机，还有更大的社会背景， 那就是印度当时壁垒森严的

四姓阶级的社会制度。四姓里面的特殊阶级， 是宗教徒的婆罗门。他们靠了一部摩弩（Manu）法典，

假托神权，造成政教混合的法制，提高自己的权威和横暴，虐待人民。他们认为梵天创造万物，以婆

罗门（Bra^hman!a ）为第一阶级的特殊人物，是用来统治一切人民的。如吠陀论说：从那罗延天脐中

生大莲花，从大莲花生梵天王祖公。 从梵天王祖公口生婆罗门族，最为尊贵，掌理人民的教化；从梵

天王两臂 生刹帝利（ks!atriya)族，尊贵次之，掌理国家的政事；从梵天王两髀生吠舍（vais/ya ）族，

成为普通商民，已无尊贵可言；从梵天王两脚生首陀罗 （s/u^dra ）族，成为农奴，最为下贱。社会森

严的四姓壁垒，就是这样筑成的。其间下二姓不能和上二姓通婚丧、庆吊、教育等事，使商农们过著

极不合理的黑暗生活。悉达多太子虽身为王族，但感到这种残酷的社会制度， 是极不合人道的。为了

要追求真理，来解决人民阶级不平的苦难，他终於毅然决然地放弃荣华富贵的享受，别离娇妻美眷，

去过云游学道的生活， 藉以充实自己，做为将来觉世救人的资本。  

 

    我们现在从太子出家的动机观察，知道他的出家是为解决人生的生老病死问题，生命界的互相残

害问题；再从当时印度社会的背景来观察，他的出家是为找寻平等真 理，解除人民由於阶级压抑所生

起的痛苦。在这里面，我们对太子的舍俗出家，嗅不到半点消极的气味，反而觉到他的心情是非常地

沉重，他的精神是非常的积极和 伟大！   

    问题练习：  

    1.我们为何要重视太子出家的动机和背景？  

    2.太子出家的动机有几多种？  

    3.太子出家的社会背景是甚么？  

    4.对於印度社会的四姓阶级有何感想？ 

    5.太子的出家为何没有消极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