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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緣與發心  提舍  

      有一類佛徒開口閉口隨緣，並不主動去做任何事情，遇到困難便退縮，說隨緣或是因緣不

成熟，連嘗試也沒試過。問他們學佛宗旨則啞口無言，或是答一些不實在的答案，如為成佛，為

度眾生。隨緣看似柔和、清高，實則是借口，開脫，好讓自己躲懶、逃避、不精進、不負責任，

難怪教外人都視佛教為消極、煩悶、不振作的宗教，更可好作利用，因不會受到反對。

    要如何隨緣？已成定業的應隨緣，如很多佛徒喜歡男身，不喜歡女身，但這是無法改變的。

一個發心的佛徒會積極地改善自己，去除女性的缺點，為未來或下一生做好準備，改變自己。他

一方面隨緣，一方面發心。

    因緣不成熟的也要隨緣，凡事皆需眾多因緣結合才能成立，如因緣未具足，當然無法成事，

勉強不來。但一個發心的佛徒絕不氣餒，他會為自己的善願做好準備，播下種子，成就因緣。縱

使此生不能完成，也會交託後人，或是為後來的發心者鋪路。

    隨緣不是消極不作任何事，只是默默地靜待時節因緣，其間更做好準備功夫，到處觀察搜索，並

努力增進自己以迎接大任。

    佛教講因果，如是因，則如是果，努力向目標邁進，縱使今日不能達成，總有到達的一天。

不作任何努力，不付出，不種下因，必然沒有成就之果。

    因此，要成就任何功德，必需發心去做，主動去做，不能像某一類佛徒的「隨緣」，消極被

動。佛陀當年主動積極弘法，足跡遍恒河兩岸，更差遺弟子到處弘法，這都是發心的表現，在本

生經中，更可看到佛陀發心行菩薩道，跟那些所謂「隨緣」很不同。而各大菩薩的發心，如「我

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十大行願、四弘誓願等，皆是積極、主動、充滿朝氣的發心表現，該是

所有佛徒的好榜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