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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佛傳畧  寂慧

      佛世前期

              宇宙洪荒，自人類出現世上便開始承受無盡的苦楚。為了生存，為了填飽常常飢餓的肚子

，需要殺戮，需要弱肉強食，茹毛飲血，亦有可能慘被生吞，每天掙扎求存。日間，可以眼巴

巴望著獵殺；晚上，亦會被偷襲啃噬。在曠野難逃厄運，在洞穴亦滿佈危機。地震、海嘯、大

火、狂風、怒水、疫疾，橫掃整個大地，覆蓋世間每一個角落，逃不掉，躱不了。血肉之軀，

如何抵受得了天災人禍，每天面對强敵怨憎會，親愛的別離，千般不捨，萬般不願意，乾瞪硬

撐，僥倖直到老死，長夜漫漫……

    初民跪仰對天，就是不解，無語問蒼天。

    歲月是這樣地單調漫長，景色亦大同小異。

    從懼怕到敬畏，從敬畏到讚頌，祈求，讚嘆，對石頭、樹木、山、河、大地、日、月。最

後是造物主、天神、大梵天。

　　祭祀，是降服於大自然的威懾，藉牲畜、物品，乃至人命去祈求大自然不再怒虐。日月星

辰，天空大地，事水、事火，再將其人格化成諸神，不斷祈禱，讚頌，祭祀。怯懦，愚痴的人

類，慢慢進化繁榮，於諸物種中，出類拔萃。耕種，畜牧，在繁榮富庶中，分工合作。羣體互

助互利，智慧增長，再不用挨飢餓。建造房子，遮風擋雨，抵抗襲擊，人類有了安全棲身之所。

    力爭上游，人類進化為萬物之靈，出類拔萃，統御整個世界。人，是優越，貴重的。最後

，為了爭取更多利益，為了自我的尊貴，互相攻擊，殘殺，勝者為王，再細分不同階級，互相

統治，對壘。人，開始追求不死，延續，探索生命，宇宙。尋求自我、解脫，經歷了無數世代

的苦楚。人，要掌控命運，繼續尋求。無數的先驅者、實踐者、理想主義者，用生命、鮮血、

眼淚，在茫茫生命之流中奮鬥，前仆後繼，無眠不休，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實驗，嘗試從迷

茫中找出人生終極意義，一次又一次地，不甘於寂寞，不甘於被奴役，背地裏是不甘於宿命。

    除了應對大自然，尋求超脫，更要找尋真理，不死之道。有奉行瑜伽，集中意志，在靈性

中不斷提升，到達無我的境地；有厲力苦行，克制情慾，克制身心的無盡需索，征服自我；有

回歸大我、神我、梵我，天人合一，梵我一如，梵即我，我即梵，達至圓融和合之境；有徹底

放棄，道德虛無者，認為沒有因果，沒有罪福報應；有認為無善無惡；無善惡報，無今世，無

後世，無父，無母，無天理，人必須通過命運安排，歷八百四十萬大劫，然後自然解脫，不能

憑藉自我努力，修行亦無意義。有認為萬有不外是四種元素組成，人死後還歸四種元素，一切

生命都是物質性結構，所以人不是從父母來，善惡智愚一樣，死後就解體，地大還歸地，水還

歸水，火還歸火，風還歸風。皆敗壞，諸根歸空，因此道德，修行皆無意義；有認為無因無緣

，染著或清淨，一切皆是命定。當然，還有享樂主義；道德主義；輪迴思想，業報思想，每一

個範疇，每一個可能性，每一種思想都有人提出來，嘗試實踐。可是，最普遍最理性的哲學理

論統歸於一神或多神論。有感於自我的渺小及多舛，經歷了無數世代的怯懦，人，願臣服於創

造主之下，通過祭祀讚頌，回歸天父，更帶領其他人進入天國。可是，司祭者在權力，利益下

受不住誘惑，腐敗，墮落。人類再度沈淪。自由主義的革新思想家抬頭，不能滿足於崇拜自然

現象的樸素宗教，亦不服膺於操控升天之路的祭祀者，從新秩序的誕生，自求多福，從輪迴業

報思想中搜尋現世人間樂，未來天上樂及解脫樂。經過無數苦難及無盡探索的長夜，人類開始

接近真理，最終等待到佛陀降生，拯萬民於水火，世間從此有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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