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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假如有人问你：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什么？
你如简单地回答：是一种宗教，那别人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
　　但假如把问题换成：佛教是什么？
恐怕就没有一个单一的答案了。
　　有人会说佛教是一种宗教，因为它既有教理，又有崇拜的对象和整套的宗教仪式。
　　可也有人会说：佛教是一种人生哲理，佛教的始创人释迦牟尼在世时，也是被尊称为导师的。
他参悟了宇宙人生的道理，继而与弟子们及大众分享，情况类似孔子或苏格拉底等导师。
　　还有人可能会说：佛教是一种心的管理学，教人观照自己的心，进而管好自己的心。
　　爱因斯坦则如是说：假如要找出一个最契合科学的宗教的话，那应该是佛教了。
换言之，佛教也有一些科学的成分。
　　上述四个有关佛教的说法，其实都没错。
世间上恐怕没有其他宗教，像佛教这样给人以多种不同的印象。
　　根据联合国的资料统计，地球上的人口今天接近50亿，其中佛教徒只占4亿，亦即不到十分之一。
因此，世间许多人日常不会参与佛教的宗教性活动，但也有不少人对佛教的人生智慧例如活在当下，
放下自在，心无挂碍等理念感兴趣，因为它们可以帮助人活得更称意、更自在。
这本集子的出版，就是试图把佛教这些主要的理念，包括它们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用较现代化的角
度描述出来，供大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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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佛教弘扬于世间已经二千五百多年，传入中国亦有二千年之久，义理博大，文字深渊，往往使初学者
望而生畏，或不明所以，非常可惜。
今得李焯芬教授与净因法师两位合作，用今天社会大众所需要的方式，以优美流畅的文字，解说佛陀
当年所演说之缘起法、四谛法、戒定慧、慈悲喜含等真理，并加上50则小故事，让深奥的佛法平易近
人，从而使求学者心开意解。
     根据联合国的资料统计，地球上的人口今天接近50亿，其中佛教徒只占4亿，亦即不到十分之一。
因此，世间许多人日常不会参与佛教的宗教性活动，但也有不少人对佛教的人生智慧例如活在当下，
放下自在，心无挂碍等理念感兴趣，因为它们可以帮助人活得更称意、更自在。
这本集子的出版，就是试图把佛教这些主要的理念，包括它们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用较现代化的角
度描述出来，供大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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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焯芬：教授现任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业余担任香港福慧慈善基金会会长，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理事会主席，香港东莲觉苑董事会主席，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馆长，共建维港委员会主席，兽医管理区主席，卫奕信爵文物信基金主席等职
务。
著作有《应当如是》、《心无罣碍》、《活在当下》、《禅是一朵花》、《水的反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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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佛家智慧的基础（一）　缘起观　　“缘起观”浅说　　缘生缘灭　　佛陀了悟到：世
界上的各种现象及事物，乃至人的思想感情（包括心中的念头，简称心念），他们的出现其实都是有
其原因的，都是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才出现的。
佛陀称这些特定的条件为因缘，包括了主因（主要的条件）及助缘（配合的条件）。
离开了这些因缘，事物便不再出现或存在了。
换句话说：因缘（或条件）全都具备了（或成熟了），现象便会出现。
反之，现象便不会出现。
这里且举几个例子予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人的染病。
比方说：流感。
人之所以染上这个流感的病，流感病毒的入侵人体是主因。
病人病发时身体健康状况欠佳，工作过劳，睡眠不足，免疫力下降可能是助缘。
病人用上了医治流感的特效药后，便消灭了体内的病毒；病的主因就不复存在了。
流感这个病同时会令人感到虚弱，不得不休息一下。
这样一来，身体健康也在休息中慢慢恢复过来；病的助缘也逐渐消除了。
既然发病的主因和助缘都已不复存在，那么病人也会慢慢好起来了。
换言之，在这个例子中，因缘具足才生病，因缘不具足就不再生病了。
也有个可能是这个流感的病着实是很重，并且发生在一位本来就很衰弱的老人身上，更不幸地演变成
严重的肺炎，最终不治。
从因缘观的角度看，人的健康也是因缘和合的产物。
人体各器官的正常运作是健康的主因。
食物、空气和运动等是助缘。
假如身体内一些重要的器官因老化而失去功能，健康的主因便不复存在；健康也就无法保证了。
人的生老病死，都可以用缘起观来解释。
　　第二个例子是自然界的春暖花开现象。
大地春回，阳光雨露充足，树梢上的花蕾便会绽放，随而芬芳吐艳，春色满园。
在这个自然现象中，作为多年生植物的花树（例如桃花、樱花、梨花等）是因。
阳光、雨露、土壤是助缘。
因缘具足便出了开花的现象。
到了隆冬腊月，千里冰封，开花的因缘不复具足，也就看不到树上开花了。
　　第三个例子是爱情。
产生爱情的因往往是被对方所吸引，于是生了爱慕之心，最后是情投意合，两情相悦，同谐连理。
助缘可能是朋友的介绍，约会或见面的机会等等。
有些恋爱没有结果，因为因缘条件改变了。
这可能是由于一方见异思迁，又或者是分离太久，感情冷却了。
恋爱和婚姻都一样，因缘具足则有，因缘不具足则无。
　　上述例子显示，自然现象也好，社会现象也好，都是取决于现象背后的因缘（或条件）的，因此
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
而这些因缘条件是可以随着时间而衍生变化的。
今天因缘具足，则有现象的出现。
明天因缘不具足，现象也就不再出现了。
这就是缘生缘灭的缘起观。
它和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成因与效应”（cause and effect）观念上是相通的。
效应其实是一种结果。
有如是因，才有如是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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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佛教“因果观”的基础，是从“缘起观”伸引出来的。
“缘起观”不是宿命论。
它绝不是在说：由于事物和现象都是有其背后的因缘的，因此我们管不了，干脆认命算了。
佛教认为：无论是主因或是助缘，都是可以改变的。
用现代人的说法，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改善条件，甚至创造条件，来达至更好的效果。
这里，让我们回顾一下刚才的三个例子，再予以补充说明。
　　第一是人生病的例子。
近代医学研究的结果，可以为人的健康长寿创造更好的条件。
多年前，霍乱病和肺痨病曾经是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传染病；现在已不是了。
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曾肆虐香港和中国大陆，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和伤害；今天不再是了。
现代医学正以大量的资源投放于基因的研究中。
假以时日，说不定基因研究的突破能为治疗癌症及其他病症找到更好的方法，造福人类的健康。
　　第二个例子是春暖花开的现象。
众所周知，现在有许多生活在北方的花农，都会在冬天里利用温室种植花卉，供应市场，不需要等到
春暖才开花了。
　　第三个例子是恋爱与婚姻。
尽管人的感情会随着时间而起变化，因而偶尔会出现见异思迁和离婚等现象，但只要夫妻两人多欣赏
对方的优点，多为对方设想，彼此互相尊重、包容和体谅，不要老是“我对你错”，那么婚姻也是可
以持续的、幸福的。
一句话：因缘（或条件）是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不断努力而改善的，是可以让它朝好的方向去改变的
。
关键是我们自己的愿心和努力（佛教称为愿力）。
因此，我们毋须悲观地去看缘生缘灭的现象。
正因为有变，因此才有改善的机会。
不妨积极地去面对变化，拥抱变化，把握机会，在变化中不断谋改善，求进步，求发展。
我们可以用这种积极的心态，不断地努力去创造条件（即结好因好缘），借此改善周的环境，令事物
朝好（或更理想）的方向发展，达至更好的效果。
这样的做人处事方法，佛家称之为“境随心转”，是正面的、积极的。
反之，如果只是被动地让自己的心跟着外境走，则叫做“心随境转”。
后者反映了当事人缺乏自信或主见，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
外边一点风吹草动，或别人的一句话，都足以影响自己的心，因而心生烦恼。
例如，因为别人的一句赞美，便飘飘然地欢喜半天。
别人的一句批评，又足以令自己不开心、生气或烦恼半天，因为自己的心老是跟着外境转，　　没有
主心骨。
　　“无常”与“空”每执假我为真我，只知有我，不知有人，遂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恶劣关系，导致
物与物间互相冲击，天灾人祸，由是而生，人间苦恼，也就层出无穷。
　　佛陀指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
因缘具足，事物（或现象）就会出现；因缘不具足，事物（或现象）就不会出现了。
换言之，事物（或现象）不是独立存在的，是依赖因缘而存在的。
离开了因缘，就再无事物了（或现象）。
这个依赖因缘而生灭的特点，佛家称之为“空”性，意即因缘具足则有，不具足则无。
　　上述的例子也同时反映，事物（或现象）所赖以生存的因缘（或条件），是随着时空而变化的。
就如树梢上的花那样，缘生则花开，缘灭则花落。
树上的花往往只会在一个特定的季节里才绽开，但也不会永远地盛开而不凋谢。
一棵树，一年四季亦有不同的景观。
大地回春时新绿凝翠，繁花似锦；夏日里苍苍郁郁，绿树成荫；秋天来时不是霜红如火，就是黄叶舞
秋风；冬日里，大雪积压在树枝上，在阳光里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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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景观不尽相同，哪一个才算是树的“常态”呢？
　　一棵树如此，一个人也一样。
小时是个婴儿，随着岁月的足音，慢慢变成一个小童、一个年轻人、一个中年人，最后成了一个老人
。
哪一个才算是人的“常态”呢？
　　答案是：无所谓“常态”。
树也好，人也好，皆随着因缘而不断地改变。
佛家因此称之为“无常”。
佛经里因此有“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和“诸行无常”等话。
在这里，“诸法”是指世间各种事物；“诸行”是指各种现象。
这些说法，都合乎客观事买。
　　唯其常变，因此我们毋须太着意于眼前的一些烦恼。
今天看来是了不起的大事或不可解决的难题，过了一段时日后蓦然回首，所谓大事亦往往不过如是。
　　下一节里有些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可以帮助我们去感悟生活里的“缘生缘灭”和“无常”。
感悟“缘起”——生活小故事　　世事多变化　　玛丽整理旧物，偶然翻出几本过去的日记。
　　日记本的纸张有些发黄了，字迹透着年少时的稚嫩，她随手拿起一本翻看。
　　“今天，老师公布了期末成绩，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竟然考了第五名。
这是我入学以来第一次没有考上第一名，我难过地哭了，晚饭也没有吃，我要惩罚自己，永远记住这
一天，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失败和痛苦。
”　　看到这里，玛丽自己忍不住笑了。
她已经记不得当时的情景了。
也难怪，自离开学校后这十几年所经历的失败与痛苦，哪一个不比当年没有考第一更沉重呢？
　　翻过第一页，再继续往下看。
　　“今天，我非常难过。
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那样做？
她究竟是不是我的亲妈妈？
我真想离开她，离开这个家。
过几天就要选择大学了，我要申请外地的大学，离家远远的，我走了以后再不回这个家！
”　　看到这里，玛丽不禁有些惊讶，努力回忆当年，妈妈做了什么事让自己那么伤心难过，但是怎
么想也想不起来。
又翻了几页，发现都是些现在看来根本不算什么事，可是在当时却感到“非常难过”、“非常痛苦”
或“非常难忘”的事。
看了不觉好笑，玛丽放下这本又拿起另一本，翻开，只见扉页上写道：“献给我最爱的人——你的爱
，将伴我一生！
我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　　看了这一句，玛丽眼前模模糊糊地浮现出一个男孩的身影。
曾经以为他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子，可是离开校门以后，他们就没有再见面了，她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在做什么。
她只知道他的爱没有伴自己一生；她的爱，也早已经改变。
　　许多人曾经以为只要好好爱一个人，就不会分手，现在才知道，你对他好，他也一样会爱别人。
曾经以为自己不会再爱上第二个人，可是一旦你经历着一生中的第二次爱情，就会发现和第一次一样
甜美、一样折磨人、一样令人沉迷、一样刻骨铭心。
　　是的，蓦然回首，在人生路上的不同阶段，都曾遇上过一些问题，当日确实曾经是令人困扰不已
，只是今天看来亦不过如是。
也有些烦恼，隔了一两天，待当事人消过气以后，就再不成问题了，就如下面的小故事所反映的那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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