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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阿含的觀點來看《了凡四訓》 
 

王堯仁 

 
禪光法師近兩年來在 L.A.法光寺的「大悲心會」(信眾

組織)中，深入淺出地開示《了凡四訓》，使信眾受益良多。

了凡先生從活在孔先生算定的框框中跳脫出來；繼而能

持之以恆地謙虛接人待物，加上持戒、布施、持咒、眾

善奉行；終於能得子、中進士、延年益壽等等。這種以

實際行動來突破宿命之束縛是難能可貴的，也很契合佛

陀在《阿含經》中的某些啓示： 

一、《雜阿含 414 經》提到：「時眾多比丘……作如是

論：『汝等宿命作何等業？為何工巧？以何自活？』……

佛告比丘：『汝等比丘莫作是說：宿命所作。所以者何？

此非義饒益，非法饒益，非梵行饒益，非智、非正覺、

不向湼槃。』」攀緣於過去的宿業，佛陀認為：此非義饒

益，非法饒益，非梵行饒益，非智、非正覺、不向湼槃。 

二、《雜阿含 296 經》佛陀開示因緣法、緣生法：「不

求前際，言我過去世若有、若無，我過去世何等類？我

過去何如？不求後際，我於當來世為有、為無?云何類？

何如？……若沙門、婆羅門起凡俗見所繫：謂說我見所

繫，說眾生見所繫，說壽命見所繫，忌諱吉慶見所繫，

爾時悉斷、悉知，斷其根本，……於未來世成不生法。」 

同樣的，佛陀在《中阿含．(167)阿難說經》中的《跋

地羅帝偈》裏說：「慎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過去事已

滅，未來復未至。現在所有法，彼亦當為思。念無有堅

強，慧者覺如是。」所以，過去世不可得，而且未來世

也是不可得。佛陀交待我們要好好地活在當下，只有在

當下，才能夠以正智善見到正在生起的「緣生法」。這才

能有見法的機會，也不致於繼續增強鞏固習性中的我執

與我慢。故，追悔過去是一邊，幻想未來是另一邊，不

落兩邊的中道行就是活在當下。 

三、緣起法是活活潑潑的，佛陀很強調當下的努力。

例如，《雜阿含 977 經》說：「若彼沙門、婆羅門言：『一

切人所知覺者，皆是本所造因。』捨世間眞實事，而隨

自見作虛妄說。」佛陀談到我們所認知的現實世界，在

世俗諦上是存在的，若捨世俗諦，而隨自己錯誤見解，

則是虛妄說。佛陀在同一經內，繼續解釋有五因五緣，

會造成心法憂苦；另有五因五緣，不會造成心法憂苦。《雜

阿含 931 經》也說：「世尊法律，現法能離生死熾然，不

待時節、通達現法，緣自覺知。」重點是要了解緣起法。 

《雜阿含 1077 經》中，提到曾經是殺人不眨眼的央

瞿利摩羅尊者能放下屠刀，現法自知作證。緣起性空，

悔改向上精進努力的果報成就，不是凡夫心目中單純的

時空和算數譬喻所能了知的。 

故，經由當下的努力，了凡先生能扭轉乾坤。這也

正是我們今天修習佛法，會有成就的最好根據和保證。

因此，學佛者了知現在、過去、未來皆不可得，應精進

求離苦解脫。 

總之，禪光法師透過《了凡四訓》，諄諄教誨，慈悲

地警策我們遷善改過，以當下的努力來增益世出世間的

祥和與離苦、解脫。 

末了，我們有一個疑問：為什麼雲谷禪師不進一步

教導了凡先生苦、集、滅、道，離苦得樂，求解脫、求

生淨土？以「離生死、求解脫」而言，了凡先生於世間

法中的不凡事蹟固然可佩，但還是繼續在生死輪迴中打

滾，此非佛陀在出世間法的本懷。但是，退一步地來自

我反省，如果我們放逸不長進，那就比了凡先生的成就

還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