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八正道 

106 
 

9 
八正道

1
 

 

 “八正道”是很多人、特別是小乘佛法的修行者

喜歡引用的另一種指導綱領。“八正道”是指導提

升我們修行層次的方法。當然，修行的最終目的是

覺悟，只有覺悟才能使苦得到止息。 

 

“八正道”是： 

1. 正見：即一個人的見解必須正確。 

2. 正思維：即非禮勿思。 

3. 正語：即非禮勿言。不許空願、不兩舌或傳播

是非。 

4. 正業：非禮勿動。不要做邪惡之事。 

5. 正命：應當採取一種正當的生活方式或謀生手

段。  

6. 正方便：應當精進修行，總是思考、談論和做

正確的事，避免錯誤的和不恰當的行為。 

                                                
1 八正道，這指的是在《八正道經》中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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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正念：不應有邪惡的念頭。人不應只考慮自己

而不顧他人的利益。 

8. 正定：人應遠離欲望和惡法，避免自我中心。 

 

 “八正道”沒有甚麼特別引人入勝之處，這並不

奇怪。因為八正道所說的道理，對於大多數人而言

都很容易理解，且易於被人接受。我們一看就能夠

明白這些教誨。 

 

當我們的思想還在關注正確的行為方式上時，

我想把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佛教中另外一個重要的

教誨上，那就是“中道”。 

 

中道 

佛教有時被稱為“中道教”。簡而言之，佛教

要求我們不要陷於過分享受或刻意難為自己，建議

應當給予身體所需要的東西，使我們的生活得到簡

單正常的操作。這個解釋與中國傳統文化或儒家學

說中推崇的避免兩個極端的中庸之道極為相似。 

 

當人們對佛教有了些較為深入的研究以後就會

發現，佛教的“中道”有著更深刻的含義，使我們

體會到佛教哲理另一深奧的地方。它解決的是我們

用以解釋周遭事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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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看某種景象時，我們從一種主觀觀點出

發把心用於評價這景象 (即我們看到的東西)。例如，

當我們看到好像是一個人向我們走來的時候，我們

的心會對這一場景有不同的反應。我們可以把這個

人看成是： 

一個走向我們的動物； 

一個可以傳播感染性疾病的帶菌者正在接近我們； 

一個可能是計劃襲擊的恐怖分子； 

一個上班的辦公室員工； 

一個想向我們打招呼的朋友； 

一個想推銷產品的推銷員等等。 

 

在每一種情形下，我們是怎樣得出結論的呢？

我們把自我的心投射到我們所見到的物體上去，心

可能採取一種主觀的立場決定它是甚麼，心是決定

和評估我們周圍所有一切人和事物的要素。  

 

這個分析就是“萬法一心”。“心”和“法”解

釋了我們所遭遇的一切，但是我們不應過分強調一

個因素而忽略另一個因素。實際上：事情的真相會

幫助我們打開心眼；另一方面，我們的心應運用智

慧對事物投射出一種正確的主觀觀察。這就是中道

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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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應忘記，佛陀教導我們“心是惡源”
2
，

亦是善源。觀看我們自己的一切行為，甚至一切起

心動念，我們得知是否在遵循八正道的教誨或是違

背了它。 

 

                                                
2  這源於《八大人覺經》的八大覺知的第一覺知的第七句。詳見第 7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