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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因果，因果就能在我們的生活中
受用，因果就是人間佛教。

文／星雲大師

一念絕迷悟
文／星雲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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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問題是一門大學問，尤其「生」

與「死」是人生兩大課題，「生從何來，死

往何去？」這是千古以來人類試圖探討卻不

得其解的謎。然而二千多年前，佛陀證悟成

道，他所證悟的，正是解開這兩大謎題的真

理。

佛陀不但自己了悟人生的真諦而證悟成佛

，並留下千經萬論，告訴我們人生的真相，

幫助我們解開生死之謎，進而指導我們如何

安住身心、和諧群我、去除煩惱、超越輪迴

，獲得一個自由自在的人生。所以，佛法是

宇宙人生的真理，佛教的三藏十二部經，其

實就是一部指導我們人生方向的生活寶典。

信仰佛教可以獲得面對人生的力量與智慧

。佛教的律儀、義理可幫助我們規範生活、

認識自己、透視人生的真相。尤其生活中有

了佛法作慈航，可以幫助我們圓滿完成自己

。因此，佛法與人生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

     
信仰佛法可以產生力量

人生在世，尋找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是很

重要的。一個人出門在外，天黑了都知道要

回家，當我們一期的生命走到盡頭，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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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家可以回去。信仰如同我們的家，使

我們的生命有所依靠，使我們的未來有了安

身立命的地方。

因此，人只要有生死，就需要有信仰，有

了信仰，人生才有目標，精神才有依靠，行

事才有準則；乃至遭遇苦難時，有了信仰就

會產生力量；徬徨失意時，信仰可以指導我

們的方向，指引我們的前途；心中有了煩惱

的時候，信仰會幫助我們獲得一股安定的力

量。相反的，沒有信仰的人，茫茫無依，如

同行尸走肉，生活沒有目標。因此，信仰能

夠影響一個人的生活態度，有信仰的人即使

遭遇到難忍的痛苦，或是致命的打擊，由於

信心的生起，終能克服困難，再度燃起希望

；沒有信仰的人，生命沒有依歸，生活便沒

有中心，而失去意義。

提到信仰，有的人一開始信仰宗教就走錯

路，信了邪魔外道，這就是「邪信」。

比邪信好一點的是「不信」，不信仰任何

宗教固然是不好，但是至少沒有走錯路，沒

有中毒，將來還可以選擇正確的信仰，還有

得救的機會。比不信更好一點的是「迷信」

，迷信至少有善惡因果觀念，因此總比不信

好。但是信仰最終的目的是要開啟智慧以解

脫生死煩惱，因此「正信」佛教才能獲得信

文／加伯

食育

    一念絕迷悟，無前無後去； 

    不勞行步功，足下蹈他土。 

 ──《器朴論》

 

這首偈語說明了我們心中的一念，可

以是天堂，也可以是地獄。所謂的迷惑

，或所謂的覺悟，就在我們的一念之間

。做人處事，如果心中一念生起了善心

好念，頓時覺得這個世界很美好，人生

很幸福；假如一念起了惡念邪見，就會

感覺到處都是壞人，都是與我作對的人

，世間處處都是坎坷、黑暗。所以，我

們的起心動念是非常重要的。 

以前，有一位每天為女兒擔憂流淚的

哭婆，她的大女兒嫁給賣傘的，二女兒

嫁給賣米粉的。出太陽，她就憂慮大女

兒的傘賣不出去；下雨了，就煩惱二女

兒的米粉沒陽光曝曬，無時無刻都在擔

心。後來有人告訴她，何不改變一下，

只要雨天就想大女兒的傘會賣得好，晴

天就想二女兒的米粉曬得好，從此之後

，哭婆就變成笑婆了。可見好壞就在人

的一念之間，只要觀念改一下，天堂與

地獄，迷與悟，不都在一念之間嗎？ 

所以說「一念絕迷悟，無前無後去」

，這個世間都是對待的，因而有了前後

、善惡、內外種種的分別。假如能夠一

念不生，無前無後，無去無來，無上無

下，無裡無外，哪裡會有什麼迷悟呢？ 

「不勞行步功，足下蹈他土」，做人

能夠一念超脫，就不會有一堆的是非葛

藤，也就省卻了很多的麻煩。像「趙州

八十猶行腳，只為心頭未悄然」，趙州

禪師因為心裡不明白，放不下，他決定

出外參學。最後「即至歸來無一事，始

知空費草鞋錢」，走了好多的冤枉路，

終於讓趙州禪師了悟：其實道並不在遠

處，就在當下一念的明白。 

我們要讓心中的一念，時時清楚明白

，時時心存好念，凡事朝好處想，則無

處不是天堂。

 

何處惹塵埃

另類財富

食安問題層出不窮，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民眾不知怎麼吃才安全才健康，有人呼籲五

育「德、智、體、群、美」之外再加「食育

」，從小教導小朋友吃的教育，人以食為天

，吃是重大課題，也是健康關鍵，食育教小

朋友吃的方法，吃的文化，吃的禮節。吃得

正確，吃得健康，人生之路才走得平坦。 

物資窘困時代，吃飽是人生第一件大事。

經濟起飛年代，大吃大喝是人生樂事。吃的

文明世代，吃得養生，吃得舒適，是當道，

也是王道。 

養口不養生，好吃往往不是健康食物，重

油重鹹重口味，一吃馬上三高上身。淡然無

味難下嚥，也虧待自己，如何在不虐待味蕾

又能兼顧健康，取得平衡是重要課題。以水

代油的水炒菜，水燙料理，涼拌、生吃，眾

說紛紜，百變不離其宗，當令當季，盛產新

鮮，就是好食材。多元多樣，營養均衡就是

養生法。加料加工，口感好、味道美、價格

貴，數量稀，並非最佳選擇。 

衛生要注意，心情要輕鬆，慢嚥細嚼，心

情快樂是食育不二法則，一首打油詩可做食

育的總結：飲食清淡蔬穀好，實行定時定量

好，六到八分不過飽，湯前要比湯後好，水

果享受是配角，細嚼慢嚥要記牢，散步加分

不可少，快樂用餐活到老。

仰的利益。

在佛教的經典中，處處指陳信仰的利益，

例如：《大智度論》說：「信仰的利益如手

。」又說：「佛法大海，唯信能入。」《華

嚴經》也說：「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

諸善根。」因此經中譬喻信仰如手、如杖、

如根、如船、如力、如財，信仰能使思想統

一，能使前途有望，能使煩惱解脫，能使身

心安住，能使生活美化，能使生命有靠，在

深廣遼闊的佛法大海中，唯有掌穩信仰的船

舵，才能深入龍宮探得驪珠；在茫茫無邊的

人生苦海中，唯有依靠信仰的大願船，才能

從生死大海的此岸安然到達涅槃解脫的彼岸

。所以，能夠正信佛教才能跟著真理走，才

能產生解脫煩惱的力量，才能迎向光明的人

生，才能創造幸福的前程。

　律儀道德可以規範生活

所謂「律儀」，就是佛教的戒律與儀禮，

合乎道德的標準。

佛教自古就有一套足以規範人生的儀禮，

例如嬰兒剛出生就要到寺院取名，寄養給佛

祖，求學時要行禮拜師、弱冠時有成年禮、

結婚時有佛化婚禮、生日有祝壽禮、往生有

喪葬禮儀等。可以說，一個人從出生、入學

、成年、就業、信仰、結婚，乃至老病死，

都有一套周全的儀禮；古代帝王登基，乃至

現在的工廠開工、新居落成，也恭請佛教大

師主持；就如一九八九年美國的議會新春開

議，也請法師主持誦經灑淨儀式，可見古今

中外都以佛教儀禮作為生活起點。人生如果

沒有儀禮，真是到了最後都不知何去何從。

因此，佛教有皈依、受戒、羯磨，以及早晚

課等各種戒法、儀禮，更有所謂「五年學戒

後，方可聽教參禪」的說法，由此可見佛教

對戒律、儀禮的重視。

不過一般人不了解佛教的戒律，以為受戒

會有許多的限制、束縛，因而不敢受戒。其

實戒就是規矩、軌範，是行為依循的準則，

如同火車的軌道一樣，火車不依軌道而行就

會出車禍，人如果不依規矩行事，不自我軌

範，就容易誤入歧途。

戒就像國家的法律、學校的校規。一個人

如果不遵守法律，不遵守校規，一樣要受國

家的法律制裁，要受學校的校規處分。因此

，人人都需要守法、持戒，而不是佛教徒才

需要受戒。一個國家如果人人都能持戒，社

會必定安定和諧，所以，佛教對國家社會到

底有什麼貢獻？光是一個五戒──不殺生、

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吸毒，對淨化

人心，防範犯罪於未然，其功能便遠勝於法

律之上。

因為法律是制裁犯罪於已然，是消極的自

我規範，不做惡事；佛教的戒律是防範犯罪

於未然，而且不只是消極的防非止惡，規範

自己，更要積極的修德行善，利益他人。因

此，持戒可以健全自己，可以利益他人，一

個人自我健全，才能受人尊敬、肯定，才能

和諧人際關係。

戒律可以規範我們的行為，讓我們知道何

者可做，何者不可做，例如五戒、十善讓我

們對是非善惡有所遵循，進而將我們的身心

導入道德的正軌，使我們趣向涅槃的解脫大

道。所以，戒的意義是不侵犯別人，如果人

人都能受戒，人人都能持戒，則彼此互不侵

犯，這才是真正的自由。（上）

佛教與人生

禪∣門∣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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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滿和法師、Doris Koegel-Roth、   

               Leon Roth 

禪者，是一種奉獻，是一種喜捨，是
擴大自己，悲憫眾生。 

The Chan practitioner forgoes all 
personal gain so that sentient beings 
everywhere may benefit from his 
compassion

佛法真義

持五戒，以止惡行善的戒行達到自心清淨

，進而尊重他人，能帶給社會無形的穩定力

量，每個人都能享受最大的自由。

佛教徒受持戒法，就好比學生遵守校規，

人民恪守法律一般；不同的是，校規、法律

是來自外在的約束，屬於他律；而佛教的戒

律是發自內心的自我要求，屬於自律。皈依

三寶是學佛的入門，受持五戒則是信仰的實

踐。

戒的本質是不侵犯，從不侵犯中，完成身

口意三業的清淨。因此，戒為一切善法的根

本，受持五戒，可以增長信心、智慧，生出

功德，人身平安，增加道念，防非止惡，獲

得尊重，人我和諧。

五戒即：

第一、不殺生。主要是不侵犯人的生命，

進而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佛教雖然不強制

人人吃素，但要能做到不輕易殺生，所謂「

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尤其

不能侵略、傷害他人。

第二、不偷盜。不可以非法將別人的財物

占為己有，即「不予而取」，要尊重他人的

財產自由。不予而取，不管自取、教他取，

皆為不當。如：順手牽羊、違法貪汙、吞沒

寄存、欺罔共財、經營非法、詐騙投機等，

都是佛教所不容許的非法所得。

第三、不邪淫。邪淫，指的是在夫妻正常

關係之外的感情生活，會造成家庭不幸、社

會混亂，因此要能尊重、不侵犯他人身體、

名節的自由。

第四、不妄語。妄語有惡口、兩舌、綺語

、說謊等，如果因為自己的一句話造謠生事

、毀謗他人名譽，破壞別人的好事，讓別人

因此受到極大的傷害，就是妄語。所以要尊

重、不侵犯他人的名譽、信用自由。

第五、不亂吃。五戒裡的「不飲酒」戒，

廣泛來說，就是不接近會傷害自身健康、使

自己心智迷亂的物品，像嗎啡等毒品，不但

會侵害自己的身心，也會將個人的名聲、金

錢、人緣吃光；又如喝酒，酒是刺激性飲料

，飲酒過量，酒也等於是毒品，所以要尊重

自己與尊重他人健康的自由。

五戒分開來講有五條，但從根本上來看，

只有一條戒，即「不侵犯」，不侵犯而尊重

他人，自己更能自由。持守五戒，其實就是

體現自由民主的真義。綜觀那些身陷牢獄失

去自由的人，探究其原因，大都是觸犯了五

戒才被判罪坐監；所以受戒是守法，能夠受

持五戒的人，才能免除身心的恐怖憂惱，進

而享有真正的自由、平安、喜樂和尊嚴。

    
淨化人心的良藥

一般佛教徒都曉得布施修福，這是以身外

之物來利人，只要有施捨心的人都可以做得

到；受持五戒，是以止惡行善的戒行來達到

自心的清淨，進而尊重他人，能帶給社會一

股無形的內在穩定力量，每個人都能享受最

大的自由，此不侵犯他人的功德，比布施還

要來得更大，所以佛陀常讚歎五戒為「五大

施」。

此外，佛教的「五戒」，禁止殺、盜、淫

、妄、酒，和中國儒家的仁、義、禮、智、

信「五常」，也有共通之處，如：不殺生曰

仁、不偷盜曰義、不邪淫曰禮、不妄語曰信

、不亂吃曰智；只是儒家的「五常」僅止於

勉人律己，而佛教的「五戒」，則從消極的

持守不犯，進而積極的尊重利他，根本精神

即尊重他人的自由、不侵犯他人。

如此，不殺生而護生，自然健康長壽；不

受持五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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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盜而喜捨，自然能發財富貴；不邪淫而尊

重他人名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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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喝酒而

遠離毒品，自然身體健康。所以，受持五戒

，從自利來說，如同在福田裡播種，縱使不

求，自然有許多利益加身，能享有無盡的功

德善果；從利他來講，五戒是淨化人心的良

藥，一人受持，一人得益；萬人受持，萬人

得益；如果全國人民共同受持五戒，這個國

家必定是個安和樂利、自由民主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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