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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具足  轉瞬成佛

用人生慢慢地參

〈提婆達多品〉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經文，開權顯實，教導我們看

透表象，直指真實：

看似做盡壞事的提婆達多，其實是為佛陀的成佛之路，巧妙的提供

了助力，加速佛陀的成就。

本來修行「聲聞乘」，強調以先度脫自己為主的這些人，經過了文

殊師利菩薩的度化，他們了解並實踐大乘空義，這才親身體會菩薩行的

真義。

龍女成佛，則是讓我們了解，無論男、女，性別之分並非重點，

「大丈夫」氣概，才足以承擔一切責任，擔負起教化世間的重責大任。

「世俗諦」與「勝義諦」

《中觀論頌》偈頌提到：

「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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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不能知，分別於二諦；則於深佛法，不知真實義。」

這裡的「諦」就是真理，「二諦」是兩種真理。佛陀以世間無常、

真實真相來為眾生說法，一個叫「世俗諦」，一個叫「勝義諦」。如果

我們對這兩種諦的分別差異不清楚的話，那麼對於佛法之深奧，是看不

清楚、也不知道真實意義。

《金剛經》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

如是觀。」佛陀以「世俗諦」、「勝義諦」來為眾生說法，以達「開權

顯實」。但什麼是「權」？什麼是「實」？這需要你的人生經歷，一點

一滴參透。

有一天，一位居士跑來跟我說：「我終於想通了！」

我說：「你怎麼想通了？」

他說：「以前我很小的時候，阿公去世，爸爸牽著我的手，去街上

一個叔叔的家。那個叔叔毛筆字寫得很好，爸爸請叔叔把偈頌寫下來，

貼在祖父剛去世的棺木上面的牆壁上。上面寫著：『一切有為法，如夢

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爸爸說：「這個偈頌你要背下來，這是我們一輩子都要踐行的真

理。」

幾十年後，爸爸也去世了。辦完父親後事，他想起這段過往，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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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牽著兒子的手說：「我們去請人來把這段偈頌寫下來。」

他兒子看了文字說：「爸爸，這幾個字我也會寫呀！」於是兒子磨

了墨，用毛筆一字一字的寫下，把這段偈頌貼上牆。看著牆上這段字，

兒子說：「這是我們家信仰的真理。」

在時光流逝中 讀經踐行

面對人世的更迭，世間的無常，我們告訴自己說：「我們是認真

的，我們的事業是有成的，我們在這裡生活、經歷所有的一切，諸佛菩

薩也看著我們這麼長大。」

我聽過有一位先生感嘆說：「我爸爸很辛苦，我媽媽很辛苦，我祖

父更辛苦，但如今的我打拼多年了，生活也不比他們輕鬆。」

每個時代所面對的問題、所遭遇當下的因緣，都不一樣，時間還是

這樣的流逝，但是我們要堅持自己的本心—什麼是「權」？什麼是

「實」？什麼是「二諦」？我們用人生慢慢地參，你把你自己的經歷、

想法放進去，信仰佛教，一定要知道它真實的經典，跟經典的義理，同

時也在這當中，親身實踐自己所認識的佛法。

我們一面讀經，一面踐行，心裡充滿感恩。我們在世間驗證我們的

佛性，驗證佛陀所說的道理。學佛也變成我們的責任，當責任生起的時

候，就是學佛的真正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