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個讀藥學系的學生，很早就對佛

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雖然根智不利，談

不上了悟，但總喜歡在課餘看點佛書，因

為我發覺佛經裡深藏無盡寶藏，是追求宇

宙真諦的人生樂園，在生命無窮的流轉過

程中，我願付出最大的努力，接受佛法的

甘霖。

某日，在東和禪寺，意外地得到一本

《佛說八大人覺經》，一考完試，便迫不

及待地一口氣讀完。未幾，看到有關這部

經的徵稿消息，於是鼓起勇氣，大膽地寫

了這篇心得，除藉機向同修大德們請益與

結緣，更衷心表示響應大德們的善舉，輔

導大專學生，走入佛學浩瀚藏海，獲得如

實真理的啟示。

題目定為《佛說八大人覺經》讀後，

是個人對佛學初淺的認識，下面便是我的

心得：

一個宗教的建立，必有其教理，教

理的祟尚與否，決定於其對於世間事理的

剖析是否圓滿以為斷。佛教被認為是世界

上最偉大的宗教之一，當然乃因其具有歷

千古而不破的真理教義，從佛教經典也不

難得知其乃智信而非迷信的宗教。如實修

行的佛教徒常具有超凡的品格和見解，他

們不但注重教理的領悟，更重視實地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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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所謂「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實是佛

教「解」「行」並重的充分表現。因此，作為一個真正的佛教徒，

不但要「解佛所解，證佛所證」，還得「行佛所行」，進而以自證

的心得，開導他人，使茫茫眾生，盡脫苦海，同登彼岸，庶幾才能

覺行圓滿，證入涅槃境界。

佛教之所以擁有廣大的信眾，被譽為崇高的宗教，實乃因其怨

親平等的圓融教義，及「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獄不空，

誓不成佛」等諸多偉大、崇高的悲智精神所陶鑄出來的。佛法的教

理亦不離「世間覺」，佛陀的教義不但怨親平等，慈悲為懷，且建

立於「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寂靜涅槃」三法印上，世尊教導我們

認識宇宙器物界的諸法實相，帶領人們體悟宇宙人生的真諦，進而

由「解」起「行」，漸入解脫之境界，這是佛法理論與實踐的吻合

處。

佛陀以「因緣觀」為眾生解釋宇宙人生的諸法實相。佛陀表

示，「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

佛陀告訴我們宇宙器物諸現象，沒有一法是絕對存在的，森羅萬

象的各事各物，全都由「因」「緣」的依存關係而產生，當因緣

分離消散，各件事物即告滅失。比如有了木材，也需有木匠和器

具，才能製成一張桌子。木材是「因」，是物的主體；木匠和器具

是「緣」，是成物的輔助，有了木材的「因」，沒有木匠和器具的

「緣」，那木材永遠長在原始林中，也不會有這張桌子。同理，只

有木匠器具，沒有木材，即使是魔術戲法，也無法生出一張桌子。

我們再以另一個角度來看看這張桌子的實態，當桌子存在的瞬刻，

就不斷地在改變原態，只不過我們肉眼有「常見」，執迷物體的絕

對存在，才沒有發覺。其實構成木材最小單位元素本身的分子，恆

以陰陽電荷之靜電引力，時刻都在運動變化，再加以外界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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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的侵蝕，最後終將使這張桌子消散。因此我們知道「因緣所生

法」，諸法是無有自性的，每件事物其實都依自然規律的「生住異

滅」過程進行著。那麼，事物既無自體，人又怎能永存呢？四大五

蘊和合的人身，縱然暫時能以年輕健壯的體格自滿，可是曾幾何

時，當死神到訪，無非化為一坏塵土，此時才恍然大悟，地、水、

火、風四大不調的真面目。

因此，所謂人生無常，也只是依循「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則

罷了。這樣說來，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一切苦空，人生豈非太無

聊，太無意義？佛說不然！《中觀》論曰：「因緣所生法，我說即

是空，亦名為假名，亦是中道義。」佛教是不偏不倚的中道教，佛

告訴眾生「緣生法是依他起，如幻現無自體的」，我們不該執為

實有，而應「從依他，去計執」方能證得圓成智慧，洞澈萬物的本

性。因此，一個人無需計較眼前的利害，惟戒除「貪瞋癡」的人性

三毒，才能免除一切煩惱。由戒生定，從定得慧，消除自身的業力

逃出陰界牢獄，獲得如來果。

佛陀開示眾生，人有生、老、病、死、求不得、愛別離、怨

憎會、五蘊熾盛等諸苦，那麼人生的病苦何來呢？其實也是我們

自己「貪瞋癡」三毒自招的。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的

主人是自己，果報當然也應自己來受，因果分明，絲毫不差。「假

如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作了好事，

承受好報，怎怕三更鬼敲門？作了惡事，即使態度從容，佯裝平

安，苦報亦必降臨，只爭來早與來遲而已。常有人羨慕他人智慧聰

穎，身體康健，家境優渥，但從未體察為何自己的一切不如人。殊

不知他人的聰明智慧，是因其前世努力種下的因，今世果熟成就之

故；身康體健，乃因前世不造殺業、慈心護生，而有的果報；家境

優渥，是他從不吝嗇，且樂善好施，今生善果成熟才得受報。故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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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人

類的善惡完全取決於自己的造作，非假他力所成，故「人類各為其

自身之創造主」這句話是決然可信的。

「天、地、人三才，以人為貴。」生命誠可貴，人身亦難得，

得聞佛法更是難上加難，今生有緣得聞佛法，則當依教奉行，精勤

不懈，這樣才能「覺今是而昨非」。我們應遵守佛陀教導我們的

話，建立「福慧的人生觀」，一方面修學佛法，增長智慧；一方面

造福人群，求得覺行圓滿。又如何才能增長智慧？當依佛陀所說的

「八正道」去修證，何謂「八正道」？曰：正見、正思維、正語、

正命、正業、正精進、正念、正定。

對於宇宙人生的事理，我們應有正確的智識，了解宇宙「緣起

性空」的法則、「成住壞空」的過程、人性善惡的根源及所以解脫

之道，進而洞悉慈悲平等的如來法門，這便是正見；消除貪瞋癡的

觀念是正思維；不說損人又不利己的話是正語；不殺生、不偷盜、

不邪淫、不妄語、不醉飲是正命。不做任何傷害一切有情的事是正

業；勤修善事、滅盡諸惡是正精進；時時返觀自性是正念；由觀照

而得到性靈靜定是正定。依「八正道」才能滅諸苦惱，得到清淨自

在。那又怎樣才能造福人群呢？我人應學習六度四攝，與人方便。

六度以布施為第一，他人缺乏衣食，即以財施使免受貧乏的痛苦；

他人不明事理，即以法施，使其消除諸惡，得到安樂；他人有生命

危險，即以無畏施，使化險為夷，保全生命。這些都是與人方便的

菩薩行，每個佛弟子都應起身力行的。

總之，福慧的人生觀是建立在佛法上的，一個人具備了這種人

生觀，才能自覺覺他，使一切有情徧受佛陀法雨的甘霖。

本文節錄自《菩提樹》第七十六期
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八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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