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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理論如何切入現代生活 
 

不同宗教對於社會的發展，都有著不同程度的

影響。無論某宗教有何理論，最重要的是該等理論

在社會的接受性。例如一切神權教相信有一創世

主，這類宗教的接受性可說是創世主之存在與否。

佛教沒有所謂創世主之概念，佛教的理論書中其他

章節已詳細談及。佛教理論完全可以切入人生的日

常事務，且能應用於解釋我們日常生活的行為與決

定，下面將提供一些例子及提問，分析佛學思想如

何與我們生活接軌。 

 

(1) 孝道的重要性 

佛教理論十分重視孝道這項美德。而自古以來，

儒家思想也強調“百行孝為先”。 (第 6 章已有所

談及“孝”的重要性)。 

 

佛 陀 在 《 觀 無 量 壽 經 》 中 教 導 我 們 “ 淨 業 三

福”，當中的第一“福”(人天福) 指出我們要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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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義務和責任：“孝養父母，奉侍師長，慈心

不殺，修十善業”。在這方面，中國傳統文化的

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都是如出一轍。 

 

(2)  “四聖諦”的重要性 

佛學理論中，“四聖諦”的道理是非常重要的。

“四聖諦”中“苦集滅道”的概念，能應用於幫

助解決國際糾紛，可算是解決世界上面對問題的

靈丹妙藥，第 8 章的後半部分已有所討論。 

 

(3) 持“戒”與守法的重要性 

世界各地，有“入境問禁”之說，正所謂，國有

國法，家有家規。一個宗教決不能抱著其神聖不

可侵犯的性質，漠視一個地方的法律和法規，佛

教對此觀點甚為重視。 

 

(4)  “布施”與公益、為人民服務 

在中國大陸，我們時常可看到“為人民服務”的

標語，政府時時刻刻提醒公務員一定要以服務人

民為他們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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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佛教理論十分著重“布施”，而“布施”的

範圍很廣，不獨指金錢上的布施，其精髓正是為

人民服務。 

 

(5) 不迷信、不拜偶像、不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很多人認為燒香念佛的活動，是迷信的行為，關

於這一點，第 22 章已有所論述。 

 

《金剛經》說明，“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然而，有不少人們

總是覺得有需要放置佛像供人參拜，此點是可以

理解。 

 

這可說是“世間覺”，《六祖壇經》解釋：“佛

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6) 對那些心無厭足地拜佛以求財的善信，佛陀對此

可有教誨？ 

《八大人覺經》中的“第三覺知”已清楚說明：

“心無厭足，唯得多求，增長罪惡，菩薩不爾，

常念知足，安貧守道，唯慧是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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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無厭足地祈求榮華富貴，往往是增長罪惡。只

有明白真理，所謂“破迷開悟”，得到的智慧才

是我們應該求取的事業。 

 

(7) 面對人生百態，例如看到一位富甲一方之巨富，

佛教徒應該以甚麼的態度來看待? 

現實生活中，人類的際遇離不開財富、健康、長

壽、妻財子祿等各方面之果位。有些人一生幸

運，事事順境；另一些人則相反，際遇坎坷，命

途多舛。倘若我們不懂得運用佛教的因果理論，

我們便會感到世界不公平。佛教理論之所謂“三

世因果”對人們日常生活種種不同遭遇，提供了

圓滿的解釋。 

 

(8) 關於神靈庇佑的種種報道 

我們偶有聽到人們感歎和慶幸如何獲得佛陀的保

佑、獲得菩薩顯靈，使多年頑疾，不藥而癒。我

們亦有聽到其他宗教的信徒也有相似的情況，例

如基督教的信徒如何透過誠心禱告，得到耶穌基

督的庇佑，惡疾突然消失，醫生也百思不解。 

 

對於這些情況，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回應。佛教

徒清楚明白到人們不應評論誰是誰非，不應爭論



23. 佛教理論如何切入現代生活 

203 
 

是否真有神跡。當聽到其他宗教說到只要誠心懺

悔，求神寬恕，收穫一定甚豐。我們不應作出懷

疑，或生妒嫉心，應依循佛學中“隨喜功德”的

教誨，替人歡喜。當人們都能抱著替別人心生歡

喜的心境，不同宗教的信徒們便會增加對彼此的

尊重，不會互相敵視。這樣絕對有助於締造一個

和諧社會，促進世界和平。 

 

以上提出的分析，只是列舉部份日常生活中的例

子，說明面對人生百態，佛教理論如何作出解答，

使我們取得平衡。當我們靜下來細心思考，日常生

活中不同的範疇，只要參考和運用佛教的理論，相

信萬事萬物均可得到合理的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