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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過年的吉祥語中，早年的「恭喜發財」雖

未完全遭淘汰，但在許多場合已被「新年快樂」取

代，而後者又往往跟「萬事如意」相搭配，形成一

個東西合璧的美麗祝福——「新年快樂」畢竟譯自

英語的 “Happy New Year”。當然，祝福總是好的，

問題在於祈願的內容，意義到底多大。一個沈痾纏

身的人聽到「早日康復」，就可以體察到我們希望

他能盡速脫離病魔；一個行將出遠門的人因「一路

順風」感受到我們溫馨的心意，希望他在路上不要

碰到障礙、困難、危險等；一個帶著「金榜題名」

而入考場的人，則是獲得親朋好友精神上的支持。

人類社會不乏此類因緣。然而仔細品嘗，很容易發

現這些祝福——包括「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基本上著眼於這一輩子的安樂。  

不可否認，此世能過得幸福、美滿並不容易，

可是一旦站在宗教信仰的立場，這樣的人生仍算不

夠，因為任何一個宗教都關注死亡以後的事。這點

跟一般信仰不同。信仰可以單單滿足此生的種種追

求，諸如子孫滿堂，富貴長在，福祿雙全，譽滿天

下等等。因此，一般信仰儘管對眼前的訴求提供寄

託、慰藉、勉勵，對宗教所說的來生、冥界或死後

審判，則根本起不了作用。質言之，普通的信仰，

而茲所謂「信仰」未必以神、佛為崇拜對象，也包

括種種主義、思想、風潮或迷信的奉行，都局限於

一生，並偏重物質，視野極其狹窄，價值觀跟宗教

亦迥然有別。未注意此差異，在信仰盛而宗教衰的

環境當中，一個本來自認信教的人，一不小心就染

上世俗的氣息，失去宗教的特殊精神，也丟光了宗

教信仰的尊嚴。 

那麼，從佛教的立場來看，「快樂」、「如意」

是怎麼來的？可以因他人祝福而得到的嗎？恐怕

不行。在《中本起經》，世尊講得一針見血：「榮

位、尊豪、快樂、如意，皆是前世福德所致。」中

國古德也深明此理，如宋代大慧普覺禪師在《建陽

劉士隆請普說》中指出：「前世植福深厚，今世出

來，萬事如意。」照這樣的理解，一個人享受世間

的榮耀、家庭的幸福、事業的順利、身心的健康，

乃至是否有殊勝因緣能值遇三寶等等，無一不是淵

源於過去所造的善業。好事做得多，也就是盡量用

個人身、語、意此三種管道廣泛地作自利、利他的

事，便種下深厚的善根。只要因緣和合，安樂的果

報自然成熟，即使不刻意追求世間的舒適、滿足，

基於業果的法則，就是會安穩、快樂！ 

果報既然端賴當事眾生的業種子，我們學佛人

說出「新年快樂，萬事如意」，是否就變成講無意

義的綺語？也不見得。只要自己清楚，這句祝福的

話則可意味：希望對方在新的一年時時適逢助緣，

能讓其過去播下的白業種子一一成熟，讓他具無數

的機緣善巧發揮今生的善心，繼續勇猛「諸惡莫

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既累功積德，又在智

慧方面下功夫！這樣的祝福十分合理、正面、善

良，是依佛法的角度關心對方此世與來生向上無

礙，所以絕不用擔心自己因通俗的言詞，而落入庸

俗世間的漩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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