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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緣起法 

 

在第 2 章，我們把必然的因果報應看為佛教的兩

大概念之一。在第 4 章亦已初步提到了“緣起論”。

在這一章，我們解釋事情是怎樣依據這種規律而產

生的。佛教徒相信“緣起法”的概念，主管一切生

滅變異。《楞伽經》說：“一切法，因緣生。”這

個概念可以概括如下。 

 

萬物起生的概念 ── 緣起法 

所有宇宙中的萬物，包括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看

到的東西，以及我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都不

是無緣無故發生的。它絕對不僅僅是偶然發生，亦

不會單獨存在。我們可以通過兩個因素確定事情的

原因：一個是“因”，另外一個是“緣”或“助

緣”，它是最終引發某件事發生的緣。“因”與

“緣”兩個因素便描述了一切事情的發生的過程。

這在理論上聽起來是簡單易懂，但在實踐中，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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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像法庭上提供證據那樣壁壘分明地界定事件

的起因，因為事實需有無數層次的“因”導致一件

事情的產生，所謂因中有果，果中有因。 

 

從時間上看，“因”是遠因，“緣”是近因。 

 

沒有“緣”，僅僅通過“因”無法準確地了解

怎樣的事情會發生，但既有“因”，我們亦可預見

某些事情將會朝著某個方向發生。 

 

“緣起法”解釋了萬事萬物是怎樣依照圓滿的

系統而產生的。應當謹記的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

包含獎罰。例如像宇宙大爆炸這樣的事，根據佛教

的原理，應當有“因”和“緣”才可發生。再進一

步詳細考察，就不難看到，這個“因”和“緣”都

是由多重的原因構成的。從來都不能孤立地把某物

確定為因。 

 

 “緣”也可以說成是“第二因”，或者“持續

因”，也就是說，必須具備“持續因”才能保持事

物的繼續存在。 

 

佛家常言：“緣聚而生，緣散而滅”。這句話

常用來指婚姻或男女關係的離合。香港大學佛教研

究中心的前任總監釋淨因法師解釋說，當涉及到夫



10. 緣起法 

112 
 

妻婚姻失敗時，很難確定真正導致婚姻破裂中哪一

事件是原始的因。 

 

一些讀者可能會問：是否有“命運”或“天註

定”這樣的事？答案是：有。那麼他們又會問：如

果一切都是由我們過去或再過去世的行為決定的，

我們在此生努力行善還有甚麼意義呢？回答是，假

定某人的命運最初註定是不好的，但是他在此生做

了很多的善業，他是可以推遲甚至扭轉自己不好的

命運。 

 

在第 4 章中，我們提到過一位明朝官員袁了凡

先生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佛教導我們諸法無

常，戰爭可能會來，自然災禍也可能降臨到我們身

上，並嚴重破壞我們周圍的環境。因此，我們應當

抓住機會做善業，這樣才能引發好的果，以延緩或

消除惡劣的事情。 

 

在這裡我想講一個親身經歷的故事，藉以說明一

些事情怎樣在意想不到的環境下引發。  

 

我曾經計劃到中國大陸推動文化教育。在幾年

前，我在北京的郊區買了一塊面積一百萬平方英尺

的土地作為投資，希望興建一個命名為“東西方文

化交流村”，對推廣中國傳統文化作出貢獻，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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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建設了一個具有 500,000 平方英尺的建築土地並

蓋上由五座建築物組成的校園。我投資了一筆相當

的款項，在希望推動文化教育事業的同時，我亦希

望這項投資得到合理的回報。由於某種原因，推動

教育的抱負未能實現，而再向前推進的條件也沒有

成熟。 

 

到後來，事情發展得可說是奇遇。香港一家小有

名氣的上市公司主管，謊稱他的公司是由著名的慈

善家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先生家族掌控。為了要

與這個集團公司達成合作，幫助我實現辦學的目

標，並可以透過合資公司在股票市場集資擴展業

務，我將在北京投資校園的 51%的股份轉讓給這家上

市公司名下的分公司，以換取該分公司為此發行的

債券。然而，該集團並沒有履行承諾債券未能兌

現。原先提到的慈善家族的控股事宜也是虛構的。

這家公司的主管更明目張膽地盜用了由他保管的多

達 9 百多萬人民幣 (約 1.2 百萬美元) 的資金。與此同

時，還以各種理由為其不正當行徑來開脫。對此我

非常氣憤，這不是詐騙嗎？ 出於常人反應，我到中

國當地的公安局報了案，卻沒有得到任何答覆，當

地公安局和法院也沒有立案調查，使我感到很無

奈。對於他的不誠實，我感到十分厭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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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恰巧我認識了一名佛學大德的在家弟子，

經介紹下拜會了老法師。這位老法師的開示使我茅

塞頓開，我發現有必要調整我的態度，特別是對待

惡人的態度，覺悟到仇恨觀念只會對自己造成傷

害。同時也意識到錢財損失是基於我前生自己造成

的惡因。現在受到的是“果”。此時我想到應盡我

所能，嘗試編寫一本英文書冊
1
，將佛教理論介紹給

對佛學不甚了解的西方社會。事情這樣演變，產生

了一個不可預見的結果。表面看似是投資失誤，實

際上事情的發展造就了一件不能用金錢計算且有意

義的事，最終演變成本書之所以也能面世。我相信

從人生意義的角度上而言，宣揚佛學是無價的。這

本書得以出版，我還要感謝惡人間接引發這種結果

的行為。至於惡人有沒有受到應得的懲罰對我便沒

有甚麼區別了。這裡我希望透過我的親身經歷來說

明我們可以利用佛法，改變我們的命運，幫助我們

獲得幸福。 

 

十二因緣 

佛教的理論不僅如上述所提及，通過緣起法解

釋了事情的發生，生與死的過程也得到了解釋。這

建立在另一個被稱為“十二因緣”的原理中。十二

因緣即“一無明。二行。三識。四名色。五六入。

                                                
1 Edward P. H. Woo. 2008. BUDDHISM: The Big Picture Explained. Bloomington: iUn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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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觸。七受。八愛。九取。十有。十一生。十二老

死。這個佛教重要的原理解釋了生命不是偶然來

的。一個人生命產生和結束的情節在這裡得到了一

步一步的解釋。本書只是用一般性的術語作簡要描

述，不會詳細解釋當中的原理，因為對於初學者而

言可能過於複雜。如果讀者想進一步認識這個原

理，可自行查找相關的參考材料。 

 

小結 ── 宇宙萬物運行的真相 

在結束“緣起法”和“十二因緣”的討論之

前，我們必須明白為甚麼這兩個題目需要提出來討

論。需知道它們都是屬於佛教裡重要的概念，解釋

了萬物的存在。 

 

這兩個概念可與本書第 22 章談及的概念結合來

理解。在第 22 章，引用了受人們敬重的禪宗六祖惠

能大師的說話“自性能生萬法”。萬法包括了萬事

萬物，也包含了第 1 章所談到的圓滿系統。換句話

說，當“自性”在生萬法中，“自性”便演變了這

圓滿系統。在筆者看來，這個圓滿系統與“緣起

法”和“十二因緣”兩個概念，便解釋了生命和宇

宙間所有事物存在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