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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萬丈洪崖倚碧空，人間有路不能通；

奈何一點雲無礙，舒卷縱橫疾似風。 

──宋．兜率從悅

這是兜率從悅禪師的詩偈。他說：世

間有種種束縛、種種障礙，行路時走不

通，辦事時辦不好，要如何在不通、不

好的世間找到一條出路？修行人又該如

何走出煩惱、破三關？

「萬丈洪崖倚碧空，人間有路不能通

」，人生的道路，猶如行走在萬丈懸崖

邊上，往下看，深不見底；往上看，碧

空無窮，上下無依無靠，為人處事也是

如此。

人情的道路走不出去，金錢的桎梏擺

脫不開，在是非境遇裡分辨不清方向，

甚至連法律、真理、公義的道路都感到

茫然坎坷！

有時真的想不通，為何世間人不能和

平相處，而要常常爭戰呢？為什麼大家

非要你爭我奪、自私自利？

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自由好，還是

專制好？究竟是民主好，還是極權好？

究竟是幸福好，還是煩惱好？究竟是春

天好，還是冬天好？究竟是尊重好，還

是仇恨好？真是無語問蒼天！

人為什麼要自我束縛、自我鬥爭、自

我障礙？路，本來是通的，只因為自我

設限，不肯向前，不肯迂迴，不肯轉身

，路就不通了，所以「奈何一點雲無礙

」，實在很無奈！

有時候，社會國家被這些人為的烏雲

給遮蔽了，不知道光明在哪裡？有時候

，做人處世給人情私心的束縛給綑綁起

來了，不知解脫的通道在哪裡？我們更

不禁要問：人生的幸福美滿在哪裡？社

會的安和樂利在哪裡？你縱有一點成就

，也會遭人嫉妒、障礙，還惹來種種麻

煩。

一個人若能「舒卷縱橫疾似風」，任

性逍遙自由自在地隨緣放曠，那才是真

正可貴的生活！

文／曾言

希望你用不到

「我創辦的網站，希望你用不到！」這是

「評律網」創辦人莊大衛開門見山第一句話

。到底什麼行業希望使用者愈少愈好？原來

，他創辦了幫忙尋找律師的網站，替陷入訴

訟困境的人解決難題。

任職資訊公司的莊大衛，太太是律師，常

被親友問到：「有朋友要找律師，有沒有推

薦人選？」莊大衛心想，「連我這種認識數

十位律師的人，都要打一堆電話才能找到適

合的律師，何況是一般人？」因此興起創業

念頭。

莊大衛說，創設「評律網」是希望改善法

律服務市場資訊不對稱的情況，讓民眾遇到

法律問題尋找合適的專家，不必依靠人際網

路與運氣。

莊大衛了解成立公司不僅需技術專業，還

須跨領域專才，創業前先到保險經紀公司「

練功」二年，培養業務能力。條件具足後，

去年底成立「評律網」。

一般人創業都希望「生意興隆通四海」，

生意愈旺賺錢愈多，莊大衛卻希望大家最好

不要和他打交道，主要是古老觀念「興訟則

凶」，找律師打官司大多有糾紛，不是什麼

好事，希望打官司前想清楚，能免則免。

有人為了賺錢不擇手段，不惜「弄狗相咬

」興訟，莊大衛卻「以和為貴」，不「唯利

是圖」是職業道德，也是企業良心。

做人不能沒有良心，更不能沒有道德，「

希望你用不到」成了人生另一種箴言。

【另類財富】

圖／心皓

為什麼受持五戒是自由呢？佛教講「持戒

」，戒不是束縛，戒是一切善法的根本，也

是世間一切道德行為的總歸。

戒的根本精神，就是防非止惡、對人不侵

犯。所謂不侵犯，就是不能為了自己的自由

而妨礙他人的自由，所以不侵犯，才是真正

的自由。

五戒雖然分別為五，但是根本精神只有一

個原則，就是「不侵犯」。不侵犯而尊重別

人，便能自由。

《大寶積經》卷八十二載：「所謂五戒：

不殺一切諸眾生等，不惱一切。……彼應不

盜，自財知足，於他財物不生希望。……離

彼邪淫，不以染心視他女色。……應離妄語

，如說如作不誑於他。……應離酒，不醉不

亂。」

因此，五戒中：不殺生，就是對別人的生

命不侵犯；不偷盜，就是對別人的財產不侵

犯；不邪淫，就是對別人的名節不侵犯；不

妄語，就是對別人的信譽不侵犯；不飲酒，

就是對自己的理智不傷害，從而不去侵犯別

人。

受持五戒的真義
五戒也不只是光從消極的不殺生、不偷盜

、不邪淫、不妄語、不吸毒，就叫做持戒；

五戒另有積極面的解釋，就是不殺生而護生

，不偷盜而喜捨，不邪淫而尊重，不妄語而

誠實，不吸毒而正行。唯有如此積極的詮釋

，才更充分發揮佛教擴大自由，成全大眾的

積極精神。

一般人總以為受戒是增加束縛，因此有人

說：何必受戒，自找束縛！其實，持戒是自

由，犯戒才是束縛。因為並非學佛受戒的人

才要持戒，持戒就如國民守法一樣，不持戒

就會觸犯刑法。

你看，凡是身陷牢獄，失去自由的人，探

究其原因，都是觸犯了五戒，譬如：殺人、

傷害、毀容、迫害，是犯了殺生戒；貪污、

侵占、竊盜、勒索、搶劫、綁票，是犯了偷

盜戒；強暴、拐騙、重婚、妨礙風化，是犯

了邪淫戒；毀謗、背信、偽證、恐嚇、造謠

、仿冒，是犯了妄語戒；販毒、吸毒、運毒

、醉酒等，是犯了吸毒戒。

由於犯了五戒，於是身繫囹圄，失去自由

，所以持戒不但是守法，而且不會失去自由

。若能受持五戒，真實認識五戒，不因犯戒

而受國法制裁，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因此

，戒的真義是自由，而非束縛，意義不言可

明。

受持五戒是人道的根本，過去一般人常依

《梵網經》的戒條，如「以手觸酒，五百世

無手」來解釋戒律。過分的恐嚇，反而沒有

說服力，只有使得有心學佛的人望而卻步。

其實佛教的戒律都是信者自願受持，實在

不必給予太過強調的指責。受持五戒是做人

的根本，唯有把五戒持好，才算完成人格。

五戒與儒家五常相通
此說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五常有相通之

處。五常就是仁、義、禮、智、信，若以五

戒配五常，即：不殺生曰仁，不偷盜曰義，

不邪淫曰禮，不妄語曰信，不吸毒曰智。一

個人受持五戒，會有無盡的利益。例如，如

果我們不殺生而保護眾生，自然能獲得健康

長壽；不偷盜而布施喜捨，自然就能發財而

享受富貴；不邪淫而尊重他人的名節，自然

家庭和諧美滿；不妄語而讚歎他人，自然能

獲得善名美譽；不吸毒飲酒而遠離毒品的誘

惑，自然身體健康，智慧清明。

佛教的信仰，捨棄了受持五戒而向諸佛菩

薩祈求所願，無因怎麼會有果呢？過去對受

持五戒，因為過多的限制而沒有從積極面來

詮釋；其實佛教的五戒，在「不可」以外，

它一定還會告訴吾人什麼是可以的。

所以現在講五戒，應該要從積極面來發展

，例如一般信眾莫不希求長壽、發財、名譽

、家庭美滿、子孫滿堂等等，但是不播種，

怎麼能有收成呢？所以不必空自妄想，只要

你受持五戒，就能所求如願。因此，受持五

戒，從消極上來看，好像是束縛；若從積極

面來看，實在是有無限的利益。

持戒的利益
廬山慧遠大師說：「佛道濟俗，亦為要務

。何則？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

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

傳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一千，則仁人百

萬。夫能修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

息一刑；一刑息於己，則萬刑息於國，此所

謂坐致太平者是也。」（見《三皈五戒正範

》）

所以，受持五戒，小至個人可以免除苦惱

、恐怖，可以獲得身心的自由、平安、和諧

、快樂；大至國家社會，如果人人都能受持

佛教的五戒，那麼我們的國家必定是一個淳

樸謙讓、重德祥和的淨土。

受持五戒就是體現自由的精神。美國獨立

時，巴特利克在講演時，曾說「不自由，毋

寧死。」但是自由不是自己任意妄為的自由

，自由是有自他關係的和諧；受持五戒不僅

於己有利，而且能夠利益他人，所以受持五

戒，才是自由的積極意義。

佛教與民主自由
此外，佛教終極的目標，既是追求身心的

解脫自在，自在就是自由，解脫就是自由，

無煩惱束縛就是自由。每一個人都希望脫離

一切束縛，做自己的主人，因此集權專制的

政治是佛教所呵斥的，佛教認為民主憲政國

家的實現，道德掛帥政治的完成，才是國家

政治的最終目的。

佛陀認為一個國家不可擴張武力去侵略他

國，但是為了維護本國人民自由、平等、快

樂、幸福，必要的力量是應該保有的。佛陀

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是轉輪聖王的仁王之治，

是人人自由的政治。

所謂轉輪聖王之治，就是一種民主平等的

政治，根據《長阿含經》中的《轉輪聖王修

行經》記載，仁王之治是不以刀杖，而是以

法教令的，也就是行五戒十善的德化政治。

五戒十善的德化政治之內涵到底是怎麼樣

的情形呢？有一次輪王的太子問道：「父王

！輪王的政法如何？應該怎樣去推行呢？」

輪王回答說：「應當依於法來立法，恭敬

尊重觀察於法，以法為首，守護正法，以法

來教誡宮廷中的人，如王子、大臣、群僚、

百官，以法愛護人民百姓，乃至禽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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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的生活，是以擁有為快樂，
擁有是包袱、是拖累；
出世的生活，是以空無為快樂，
空無是無邊、是無限。

文／星雲大師

輪王又說：「身為國王應該禮賢下士，尤

其對於有道之士，應多親近請教，因為他們

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犯，什麼

不犯；又何者可親，何者不可親；何者可行

，何者不可行；施行什麼法可使人民生活安

和樂利等道理。」

法，就是自由、尊重的意義，所以佛經中

到處都鼓勵吾人要「依法不依人」，依人有

好惡，依法才平等。

佛教所說的這種政治道德，因為是以法治

化，所以沒有怨敵，布施持戒，泛愛人物，

善攝眷屬，人民殷盛，富樂豐實，聚落村邑

，雞犬相聞，舉國人民更相敬愛，種種眾伎

，共相娛樂，呈現一個太平盛世的氣象。

政治因時因勢變化不定，本身欠缺恆久理

想的持續性。佛教本身則具有教化的功能，

例如梁啟超先生說：「佛教之因果，使上智

下愚皆不能不信。」

如果人人都能樹立正確的因果觀念，我們

的社會就不再是爾虞我詐、巧取豪奪的社會

；如果人人都能懷抱佛教的慈悲精神，人人

南天講堂IBAA Parramatta　22 Cowper St, Parramatta　NSW 2150　
Tel: 02-9893 9390　Email: ibaap@fgs.org.au

北雪梨佛光緣IBAA Chatswood　4 Spring St, Chatswood　NSW 2067　
Tel: 02-9410 0387　Email: ibaac@fgs.org.au 

南雪梨佛光緣IBAA Hurstville　1/304 Forest Rd, Hurstville　NSW 2220
Tel: 02-9585 8531　Email: ibaah@fgs.org.au

南天寺Nan Tien Temple  180 Berkeley Rd, Berkeley NSW 2506  
Tel: 02-4272 0600  Email: info@nantien.org.au    Web: www.nantien.org.au

活動 時間 地點

南天修道會
12月12日（四）～
12月14日（六）

南天寺

五戒
12月14日（六）～
12月15日（日）

南天寺

甘露灌頂三皈典禮 12月15日（日） 南天寺

佛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成就無上

正等正覺，故稱為佛。此處指佛教教主本師

釋迦牟尼佛，或泛指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其

實究竟說佛指的就是我們自己，人人都有佛

性，皈依佛就是皈依我們的佛性真心；就像

是點亮心裡的燈，好像建設了一座發電廠。

法者，軌持義。所謂教法、理法、行法、

果法四法寶，能成無上正等正覺之軌道，如

三藏義理，故名為法。此處指根本佛法四聖

諦、十二因緣、八正道、三法印，或泛指大

小乘十二部經等。

三寶　助我們得度的寶筏

受持五戒是自由的真義
文／星雲大師

所謂法就是真理，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自

覺法性，也就是不死的法身慧命。皈依法就

好像是在我們的生命裡的法海汪洋；好像為

自己建設了一座自來水公司，洗淨自己的罪

業，消除自己的無謂煩惱，所以法水長流。

僧者，和合義。有事和、理和二義。

事和：見和同解（思想的統一）

　　　戒和同修（法制的平等）

　　　利和同均（經濟的均衡）

　　　意和同悅（心意的和諧）

　　　口和無諍（語言的喜悅）

　　　身和同住（居住的安樂）

理和：能證無為擇滅之理。

由此事理二和，上弘佛道，下化眾生，自

度度人，故名為僧。此處指當初跟隨佛陀出

家修道的五比丘，和千二百五十五位大比丘

阿羅漢，或泛指現前僧眾，以及大菩薩僧眾

。僧者乃福田之意。就好像是擁有了大地，

擁有了田地；開發了心田裡的土地之後，就

可以種植建設，就能對自己的功德深深不移

了。

《成實論》卷一說：「佛者，以一切種智

，知一切法自相差別，離一切不善，集一切

善，常求利益一切眾生，故名為佛；法者，

佛陀教化所說真理，是名為法；僧者，出家

奉行此佛法真理者，名之為僧。」

簡單地說，三寶就是三種可以幫助我們得

度的寶筏：一、佛是導師；二、法是方法；

三、僧是指導者。

《寶性論》卷二也舉出六義，說明三寶的

意義：

一、希有義：佛法僧三寶，累經百千萬劫

，一如世間難得的珍寶；眾生福薄，不能值

遇，猶如世間的珍寶，不是貧窮人家所能擁

有。

二、離垢義：佛法僧三寶，諸漏淨盡，無

有垢染；就像世間的珍寶，內外瑩徹，體無

瑕穢。

三、勢力義：佛法僧三寶，具六神通，拔

濟眾生，出離苦趣；就像世間的珍寶，除貪

去毒，有大勢力。

四、莊嚴義：佛法僧三寶，能以正法嚴飾

修行人，令得身心清淨；就像世間的珍寶，

嚴飾身首，令人姝好。

五、最勝義：佛法僧三寶，是世間上最殊

勝的；就像世間的珍寶，是所有寶物當中最

殊勝的。

六、不改義：佛法僧三寶，不為世間法所

變易；就像世間的真金，燒打磨鍊，不能變

易。

由於上述的六義，可以知道「佛如醫王」

，佛能以法救濟眾生；「法如良藥」，法的

功用能療病苦；「僧如看護」，僧能代佛宣

化，僧的慈悲，能弘護佛法。

因是之故，三寶如苦海的舟航、暗室的明

燈、病者的良藥。三寶，有度人濟世之功；

有覺世牖民之用，因而稱之為寶。

受持五戒，社會就能減少暴戾殺伐之氣。

進而認識佛教的「業力論」，知道世間上

的善惡好壞，都是由我們自己的業力造作所

決定，沒有神明能為我們安排。這種業力自

由的理論，也才符合自由的真義。

一般的宗教，都是由神權統理世間；一般

的政治，都是由領袖來統治國家。唯有佛教

，他不尚神權，也不重視君權，唯重視人人

自主的民權和自由。

所謂「民權」，也不是妄自行使的，因為

每一個人身、口、意的業力，善善惡惡，都

有業報。此即說明，世間上每一個人的行為

，都會決定自己未來的前途。

當一個人失去自由，這一定是自己的自業

所招感而來；反之，獲得自由，也是自己的

行為所成就。所以佛教的業力論，已經把世

間的自由精神，發揮到極致。

吾人要想獲得真正的自由，對持戒的內容

，對持戒的意義，對業力決定命運的原理，

不能不給予肯定。

 節錄自〈論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義〉

三寶者，佛、法、僧也。

佛法僧為什麼要叫三寶？世間財寶解

決吾人生活問題，出世財寶，即佛法僧

能成長吾人的法身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