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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悟因 本文為97年8月24日，

嘉義新港獅子會舉辦「心靈佛學講座」悟因法師主講的演講稿，

講題為「佛陀的啟示」。會中有嘉義各獅子分會的獅友到場聽講。

佛陀的啟示（一）
春風

化雨

佛教講因緣法。佛教的「法會」就是以「法」相會。今天我們在

這裡相會，此時此刻一起坐在這大講堂是有因有緣的。在今年的有一

天，嘉義新港獅子會潘會長、祕書及陳居士三位去香光寺找我，請我

到「新港香藝文化館」來演說佛法與大家結緣。所以，有今天的「法

會」，我非常感謝，因為有人要聽，我才有機會來講。也邀請別人來一

起聽。法會就是這種種因緣的成就。

一般人信仰宗教有很多種類型，最常見的是祈求保佑平安、求長

壽安康、求財賺錢、求子孫綿延，這是一般人的渴求。我說一個我曾

經歷的弘法糗事經驗：在民國72年，嘉義佛教會館請我去當住持，有

居士說要歸依。成就此事當然是好事一椿，我就答應。那位居士又

說：「我家都有燒香拜拜。但是歸依作佛弟子，我什麼都不懂。只會

拿香跟著拜拜。這樣歸依後，我做憨徒弟，那您就做憨師父。」當下

我聽得哪裡只是受到撞擊，還沒歸依，就先罵我一頓了。但我靜心尋

思，這是居士表達對佛法的渴求。因此，隔年我就在嘉義開辦「居士

佛學研讀班」，請香光尼眾佛學院畢業的法師上課，講說佛教修行的故

事。課程一路開辦下來，從嘉義拓展到高雄、苗栗、台中、台北、桃

園大溪，持續在各處辦學，已經有廿六年，從來沒有停過。

這次演講我訂的主題是「佛陀的啟示」，共三講。首先，探討佛教

的起源，佛教發生的所在地—印度，它的地理、歷史及文化與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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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二、佛教的核心思想。三、佛陀如何引導我們學習和實修的

方法。這是認識佛教的三個面向。今天先說第一部分。

佛教是一個世界性的宗教。它發生在印度。各位有去過印度觀

光、旅行嗎？現在大家都坐飛機，早期的人是從海路坐船或從中國的

陸路、絲路過去。這路線也是一條香路，宗教上常使用的香料、香，

在印度、印尼、南洋等地最多。每一個民族都有他們要使用的香料。

印度的地理位置在亞洲的南亞地區，是印度次大陸半島上最大的

國家。印度的西北邊緊鄰著巴基斯坦，東北邊是孟加拉，這是第二次

大戰後相繼從印度獨立的二個國家；往東有緬甸、泰國。在印度東北

雄峙著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與中國、西藏是天然屏障阻絕。在喜馬

拉雅山南麓，有尼泊爾、不丹、錫金。印度南邊有個海島國斯里蘭

卡，古稱錫蘭。印度的地形，形似倒三角形，三面迎向印度洋、孟加

拉灣、阿拉伯海。印度的名字叫India，中國古稱「信度」。「信度」是

河流的意思。印度最大的二條河流，印度河、恆河，東西向躺在印度

國境最寬處的北方，二條大河孕育了印度的古老文明。佛教就發生在

恆河流域。

印度的緯度在北緯15-30度之間，天氣非常的熱，一年只有三季，

熱季稱為暑季、另二季稱為雨季、涼季。涼季在11月至3月。最熱的

月份，有時達攝氏45度到51度左右。印度一方面雨水多、天氣熱，另

一方面，印度的地理環境是非常的封閉。它三面環海，隔著海與世隔

絕，而喜馬拉雅山不易攀登，因此，古代印度唯一對外的通路是西北

邊境的開伯爾山口，這裡常常有征戰。從此處出去，就是現在的回教

世界，稱為伊斯蘭的世界。中國古代的僧人循著絲路到印度取經，進

入印度也大多從此山口入。印度雨水非常的充沛。雨季來臨可以淹沒

整個村莊，尤其在孟加拉灣沿海，雨水是非常的多，有時需全村撤

離。佛教在印度發生，佛制結夏安居，與雨水漂溺有關；佛教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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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飲食，與印度的地理、環境、歷史及文化都有很深的淵源。

在西元1500年前，雅利安人進入印度，以共和政體治國，同時建

立種姓制度統治社會。雅利安人把百姓分成四種階級，最上層是婆羅

門、第二是剎帝利、第三是吠舍、第四是首陀羅。據說所有人都是梵

天所生，第一種姓的婆羅門從梵天的口出生；第二種姓的剎帝利從梵

天的雙手、雙肩膀及腋下出生﹔第三種姓的吠舍從梵天的膝蓋出生；

第四種姓的首陀羅從梵天的腳底出生，這也是奴隸階級的賤民，是戰

敗被征服的一群人。殺豬、整治皮革，牛皮、豬皮、羊皮等皮製品都

是由首陀羅階級的人來做。

1995年，我去印度菩提伽耶講戒，從加爾各答進入印度，居士載

我去加爾各答的皮革工廠參觀。工廠有博物館的三至五倍大，全印度

的皮革都送到這裡製作。裡頭很多員工都是印度的首陀羅，為什麼由

首陀羅人製作皮革？因為皮革的製作是高污染的工業。奴隸的上一層

是農、工、商各種行業。再上一層是王族、貴族、武士統治階級，是

剎帝利種姓的職位。再上一層是婆羅門神職人員，擁有最高的權力。

種姓與職業世襲制度相連結，職業是父親傳授給兒子，兒子傳授給孫

子，一代一代傳授下去，統治階級也都是世襲。除了種姓、職業，生

為婆羅門、剎帝利、吠舍的種姓，又稱為「再生族」，過世以後，可以

再出生做人。首陀羅族則沒有再生。從西元前1500年到現在(2008年)，

加起來共3500年前，印度就建立四姓階級制度，低階的賤民沒有翻身

的餘地。這是印度的文化。

佛陀生長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他本身的族姓是剎帝利階級。他的

父親是淨飯王。「釋迦」是種族的名稱，「牟尼」意思是聖人。意思

是釋迦族的聖人。可見佛陀受到人們相當的敬重。看到印度這種社會

階級，怎麼有人一出生就被規定而永遠不能翻身？人的尊嚴怎麼是從

出生的種族去規範的？佛陀認為人們不應被出生的種族所規範，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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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宗教文化改革，允許四姓出家。佛教的思想在印度當時是一種文化

革新。釋迦牟尼佛不是用武力改革。

去印度朝聖時，菩提伽耶是重要的一站。菩提伽耶有一座紀念釋

迦牟尼佛成道的大塔，叫菩提伽耶大塔，塔的正前方豎立了一個石

碑，石碑上寫到：「人不因出生而尊貴，人因行為而尊貴；人不因出

生而卑賤，人因行為而卑賤。」這是一個很有名的偈頌，是釋迦牟尼

佛成道後對世界的宣言。這宣言在二千五百多年後的今天，依然是普

世的真理：人的尊貴與卑賤，不是因為出生(種族或膚色)，而是人的行

為。人有善的行為，他就是尊貴的。釋迦牟尼佛也為人們指出「人人

皆可成佛」的努力方向。我們的心有具足成佛的可能，只要肯修行、

認真奮鬥，就可以成佛。這是釋迦牟尼佛的教理，「人人皆可成

佛」！

釋迦牟尼佛向人類宣示他的主張，這在當時的印度社會是一項極

大的挑戰。尤其是對婆羅門教。「婆羅門」既是階級，是宗教，也是

民間信仰。婆羅門將種姓的觀念代代相傳，也畫分嚴明的界限，如

「婆羅門與其他階級不相通婚」，假設同住一區有個古井，也不相互取

水使用，尤其是吠舍和首陀羅。假如有首陀羅在此古井提水，看到會

被驅逐、被打。假使兩個人在街上走路，一人是上面三個族群裡之

一，另一人是首陀羅，首陀羅不可去踏到另一個人的影子，不只是不

能碰觸到，連影子也不可踏到對方。若不小心踏到影子也是被打。釋

迦牟尼佛認為這相當沒有道理。釋迦牟尼佛從宗教去改善，提出四姓

出家進入僧團，如同四河入海同一鹹味。主張人類社會不應該如此分

別，種族隔離只會阻礙社會團結。印度文化影響佛教，佛陀則從印度

文化中提出自己的看法。

印度文化也規劃人的生命發展，將人的一生，從出生到老死分為

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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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生期：要學習天地的道理。以男生來說未成家以前，稱

為梵行期。此期未結婚是清淨的，以童子心來學習各種技術及職業能

力，將來服務社會大眾。這是第一期。

第二、家居期：成人之後，結婚成家立業、扶養子女，扶持家

庭，祭祀祖先、神明，負責家庭的經濟問題。

第三、林棲期：在森林中過隱遁的生活。是指兒女成家立業之後

的人生階段。一方面照顧家庭、一方面思考人生的目標。有的喜愛修

行，在事業安定之後，慢慢導入社會公共事務，奉獻及投入社會的關

懷。

第四、遁世期：家事及責任傳授給子女去扶持，這時要退休、遊

行。所謂遊行是指捨離財產，守戒、乞食，致力於「梵我合一」。「梵」

是印度文化重要的思想，一方面指梵天，說人是從梵天來；一方面是

指宇宙的根源。因此，主張人生的最後階段要與梵結合，與宇宙的使

命合一。用中國文化來解釋是「天人合一」。要慢慢脫離世間的事務，

夫妻漸漸遠離，開始修行，讓自己身心清安。這是印度的哲學及人生

觀，也是婆羅門教的主張。

印度文化的人生分期，對印度的文化、社會影響很大，使得出家

修行、宗教思想尤其發達。在佛教出現之前，印度就有許多沙門修行

者。「沙門」，是印度話，意思是修行者。包括婆羅門教及各種沙門

團，佛教早期稱之為六師外道，是婆羅門教以外，反對婆羅門的各種

教派。佛教僧團也是反對婆羅門教的一支。

印度的思想充滿著宗教，也有許多象徵神聖的動物。去過印度的

人在街道行走，都見過這樣的景象：街道上有人，有各種汽車，牛與

牛車、馬與馬車、三輪車也同時在一個街道上行駛。印度對象徵神聖

的動物非常保護，對白色的牛尤其尊重，認為牠是神聖的。白色的牛

在街道悠哉閒步，牠喜歡吃什麼，就自己挑選食物來吃，攤販不會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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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或打牠。獅子，在印度也是神聖的象徵。印度的國徽是獅子。阿育

王的石柱上頭雕刻的也是獅子。獅子代表勇猛、威武。此外，猴子、

大象、孔雀等在印度也是象徵物。印度的猴子的象徵，就像《西遊記》

所描寫的猴子一樣相當具有靈性。《西遊記》與《大唐西域記》常被

相提並論，事實上，後者是印度取經的唐三藏玄奘大師敘述的見聞記

事，當中有玄奘大師從地理、歷史、文化等見聞、傳說的經歷。而前

者是中國文學以擬人化的筆法，將象徵物的猴子化成了孫悟空、沙悟

淨和豬八戒。一是有歷史性、親驗性，一是文學小說。

在釋迦牟尼佛那個時期，二千五百多年前，印度一直沒有統一。

印度真正的統一是在佛陀入滅之後的阿育王時代。那時印度國勢強

盛，阿育王在印度各處樹立石柱，石柱上雕刻「正法」教敕人民。如

同現在樹立在台灣華梵大學廣場上的石柱，柱頭是一隻四面獅子。釋

迦牟尼佛弘法的區域，都在恆河兩岸，沒有遍及到整個印度。後來佛

教傳揚全印度，甚至印度以外的地區，是阿育王的功德。阿育王藉著

強盛的國勢，不以武力征服他人，而主張用文化、宗教、教育遠播四

鄰，於是佛教傳播四海成為世界宗教。當時東南亞的語言、文化、文

字，都受到印度的影響。佛教的傳入中國，是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的

交流。

在西元1600年的時候，世界各國爭相發展海上強權，葡萄牙、西

班牙、英國、荷蘭等各國在世界各地登陸搶灘，印度在那時成為英國

東印度公司的殖民地。這時期與明末鄭成功攻打台灣的荷蘭人差不多

時期。印度由英國政府殖民統治200多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甘地

採取不合作運動，在1947年印度獲得獨立。而台灣從日據光復是在

1945年。印度在1947年獨立之後，又分裂出一個巴基斯坦及孟加拉人

民共和國。印度整個古老文明的的區域是不斷在變化中。



香光莊嚴【第九十六期】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64

印度人傳說恆河是聖河。很多人早上去恆河邊沐浴，提水回家祭

祀神明，全家一起飲用。因此，每天早上在恆河邊總是有非常多人，

男女老幼都在恆河邊沐浴，一親恆河之水。說：「在恆河邊沐浴可以

超生。」甚至把死屍也交給恆河，每天早上在恆河碼頭岸上會見到一

區、一區的在焚燒死屍。在印度，有錢人才能買木柴火化，貧窮的人

用土葬或使用現代電氣火化。居住遙遠的人也會想盡辦法，把親人抬

到恆河邊，火化後將灰燼推入恆河。假若尚未過世就在一旁等待，附

近的臨終安靈間最多。有一旁等待者、火化者、排隊及借錢買木柴來

火化⋯⋯，沿途皆是。問：「怎麼不土葬？」回答：「這是神聖的。」

恆河的水從何來呢？從喜馬拉雅山流下來，是神聖的雪山的水。所

以，大家一同使用這條恆河，有些人火化、沐浴、飲用河水。認為這

樣是神聖的，這是印度民族的信仰、文化。

印度人崇敬聖河，一大早就到恆河邊淨身，古來即沿襲成習。佛

陀問：「為什麼？」人們回答：「這樣可以生天。」早期科技未發

達，水資源的運用相對缺乏，沒有自來水的設施，而流動的水是乾淨

的，河水成為崇敬的對象。但是在恆河沐浴就會生天嗎？釋迦牟尼佛

說：「如果在恆河沐浴就能生天，那麼恆河裡的魚、蝦，牠們每天浸

泡在水中，是牠們先升天的。」這是釋迦牟尼佛很有名的故事。釋迦

牟尼佛在當時也是思想蠻激烈的人，他所提出的一些主張，有些是針

對印度當時大家想當然爾的習慣、說法而提的。

恆河邊還有許多沙門修行者。各宗各派別的修行者，有的頭髮、

鬍鬚超長，指甲也長到轉了幾圈；有些人許多天才吃一粒米及一口

水；也有全身赤裸的祼體外道，塗灰、抹紅、畫臉，景觀非常多。一

大早大家在恆河邊一整排，誦經、祈禱、祭拜、事火、打坐、火化、

沐浴，有的修行人一大早在練瑜伽。佛教的思想、修行受到印度文化

的影響。但釋迦牟尼佛主張修行要用正確的方法。祼體不是佛陀贊成

的，佛陀不准裸體修行。佛教僧人的袈裟就是印度服飾，與印度的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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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很相似。用一塊布匹裹纏在身上，稱為紗麗，這是印度傳統的服

飾。

印度的女性，她們的面孔與西方人相似，裝飾品不是穿戴在耳朵

上，而是穿戴在鼻孔的一側，她們也喜歡在額頭上點紅朱，有的用貼

的。早期印度女孩大約在十二、三歲就出嫁。女生在社會上沒有地

位，先生死了，也常被推入陪燒。這種不人道的思想，佛陀是非常的

反對，而以宗教的立場提出對社會良知的呼籲。佛陀對婦女的慈憫，

對思想的開導，激勵不少女性追隨佛陀出家。因此佛教除了「比丘僧

團」，也有「比丘尼僧團」的成立。

釋迦牟尼佛出生為釋迦族的王子，享受許多榮華富貴；是剎帝利

階級，也接受社會的尊重。在聖者的故事裡，他的早年以及他的誕生

是研究者熱愛的題材。佛陀的誕生地尤被人們視為吉祥神聖的聖地。

釋迦牟尼佛的誕生地就在「藍毘尼園」。印度有個文化習俗，婦女生產

時，要回娘家生產。結果，佛陀的母親摩耶夫人在回娘家的中途，在

藍毘尼園歇息，釋迦牟尼佛就誕生了。在這裡的樹林花園誕生如此偉

大的聖人，由於他的誕生、出家、修行、覺悟，並且向人類宣示宇宙

的真理，許多人跟著他修行、證道，成為世界性的宗教。這地方是令

人嚮往的聖地。但滄海桑田，藍毗尼園一度變得荒涼。

直到1896年，法國考古學家穆吉克根據許多典籍考查，尤其從中

國的唐玄奘所記載的《大唐西域記》去考查，挖掘到一根阿育王所立

的石柱，上面刻有梵文：「天佑慈祥王登基廿年，親自來此朝拜，因

為這裡是釋迦牟尼佛誕生之地。⋯⋯」終於從史蹟確認釋迦牟尼佛的

出生地就在尼泊爾境內，靠近印度的邊界。阿育王曾經親自到這裡朝

禮聖跡並立石柱為憑！玄奘大師也曾親自來此瞻仰禮拜聖地

印度文化影響東南亞非常的深，佛經的文字不僅有梵文、巴利

語，還有漢文、藏語、蒙古文、大夏文，這些都是佛教傳播的重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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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有古來的文字及現代的文字，當藏文、梵文、漢文並列時，會發

現音同，字形不同。文字在翻譯時，有時候會有一些些的改變，佛教

的中國化，也衍生格義佛教的問題。

釋迦牟尼佛在青少年時期，享受了人間的榮華富貴，有妻子與一

個兒子。在皇宮中有幾次出遊城門，他看到老人、死亡，也看到病

人，同時看到有人出家作「沙門」。佝僂的老人、生病的人、亡者，我

們也都看過，而釋迦牟尼佛看到的是人間的悲苦，他的出家、修行與

人類的悲苦有關。後來釋迦牟尼佛修行之後，他發現「無常」是世間

的真理，生、老、病、死是人生無常的必然過程。

釋迦牟尼佛如何看待死亡？他如何教導人們正視死亡的課題？在

經典有一則故事：有一位婦女生了一個兒子。早期婦女生兒子，地位

會提升，孩子也是全家希望的寄託。後來婦人的小孩過世，婦人悲痛

萬分，每日抱著死屍不讓別人處理，後來婦人就瘋了。有人帶她去見

釋迦牟尼佛，她說：「請佛陀救救我的小孩。」佛陀說：「好！我來

想辦法。你去找藥草，看誰家的屋牆旁邊有草就摘取回來。但你得先

問對方，家裡沒有死人的地方長出來的草，摘回來才有用。」婦人就

抱著孩子，一家問過一家，一戶問過一戶，最後抱著她的孩子回到佛

前。佛陀問：「你摘了草嗎？」婦人回答：「草是有，但是家裡都有

人過世。」這時候婦人才肯接受孩子死亡的事實。釋迦牟尼佛教導弟

子、學生及每個人，是非常地有耐煩。有些不是知識可以解決的。那

是情緒、感情沒辦法安頓。人是一種非常複雜的動物，理知上知道，

但情感沒辦法接受；有時理知上知道，情緒能了，但意志力做不到。

這個故事，說明死亡是人生無常的必然過程，也可以看到佛陀教

導世間實相的善巧。所以，我們要善待自己，學習佛陀如何看待生、

老、病、死。佛陀不是唸咒語，讓我們馬上超生或解脫。佛陀教導我

們要在此時此刻安心下來。這個身體讓我們使用，使用到某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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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行了，就該接受、放下。對心愛的人、事、物是如此，對自己更

是要這樣。釋迦牟尼佛出生在人間，他的教導貼近我們生命的每一時

每一刻，是回到生命的根本，與我們的生活完成結合。

佛陀當時看到生、老、病、死，後來他就出家了。因為是太子將

來要繼承王位的，因此，父親淨飯王想盡辦法不讓他出家，把所有的

榮華富貴，可以享受的都給他。但是說真的，人的安頓不只是身外之

物食、衣、住、行的受用而已。於是佛陀遠離榮華富貴，毅然地走上

修道的旅程。佛陀的出家、修道，每一步的跨越，每一個足跡都對後

代產生極大的影響。在修行的過程中，他曾經修鍊苦行，一日只吃一

麻一麥，這是印度傳統苦行的方法之一。後人有一幅佛陀苦行的畫

相，很瘦，瘦到前胸肋骨緊貼著後背，這幅畫非常有名，也影響了印

度的藝術與雕刻。經過六年的苦行，釋迦牟尼佛終於證悟，他發現到

生命之苦的鎖鏈的關鍵，並且找到解決生命之苦的祕鑰。於是他開始

向人間宣示法要。

在今日，佛教已經是世界性宗教，傳播到每個地方，梵語、巴利

語、藏語、漢語，乃至蒙古、滿洲、韓國、日本、東南亞等，各國語

言不同，服裝也不太相同，飲食也不太相同。我們追尋佛陀的足跡，

從印度的文化、地理、歷史背景來縱覽佛陀在世時的樣貌。印度文化

影響了佛教，佛陀也在當時作了回應與調整。這當中他的思想、主張

就是佛陀教導的核心思想與法義。這部分且待下回續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