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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迦牟尼佛傳略  寂慧

          修道

    這刻，該往那裏去？該如何修道？該依止何人？太子依計劃選擇了距離祖國六百公里的摩

揭陀國去。這裏，聚集了許多修行者，亦是文化、哲學的中心點，且遠離迦毗羅衞國，家人的

糾纏。摩揭陀國王頻婆娑羅被太子的高尚品質吸引，願意分一半國土給他，太子當然不答應；

頻婆娑羅王進而答應將整個國家讓給他，自己作為臣子，太子仍是不肯；頻婆娑羅王願意以軍

隊，財富，協助太子攻佔其他國家，繼而統領天下。但太子曉以大義，規勸世人正視生老病死

，遠離貪瞋癡煩惱，他當以身作則，精進向道。頻婆娑羅王被他的道心感動，不再糾纏，只有

懇求太子成道後回來度他，不想錯失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太子亦慈悲答允了。

    修道，追求人生的解脫，是印度當時盛行的哲理追求，不同的集團、個人，以不同的形式

去實踐，但主要是禪修及苦行兩大類。

    悉達多太子先往當時最著名的阿羅邏伽羅摩仙人處修學無所有處定，以超越一切有，住無

所有之定境為解脫。悉達多很快修學完畢，知道那非究竟處，轉而跟隨鬱陀迦仙人修學非想非

非想處定，那是無色界定中最高的境界。可是這些定境為促使精神統一，達到無念無想時，會

感到清淨的理想境界，卻不是永久的，從禪定中出來，不安和苦惱隨之而來；回復煩惱境界。

雖然二位仙人力邀悉達多留下，願意以他為主領導修行集團，但悉達多心繫證悟，解脫生死，

無意蹉跎下去，很快便離開。

    既然禪修不能使他證悟，當實踐苦行以達目的。精神往往被肉體困著，不能自由，為了照

顧色身，無時無刻需為飲食、舒適的感受，與人交往及思想的變化而疲於奔命，更有為滿足無

窮的欲望而造罪，墮落。因此，必須制御心思，止息熊熊心火，以苦行制御欲望，當肉體，心

思不再為欲望控制，精神達於清淨，無念，無求，漸漸邁向解脫。苦行種類繁多，歸納為四大

類：制心、止息、斷食、減食。制心是以心制心，可獲得心理上的平靜。止息是止住呼吸的一

種方法，分為五個痛苦階段。斷食是從一晝夜的短時間至六個月不等，甚至因此而結束生命，

卻被看作達到了涅槃的理想境界。減食從少量直至每天一麥一麻的份量，弄至皮在打皺，眼睛

凹陷，皮膚淺黑，連站起來的力氣也沒有。此外尚有裸行、飯食、衣服、身體的苦行、誓戒等

各種苦行，悉達多皆有修煉，世上罕有修道者作出如此最徹底、最極限的苦行。六年的最激烈

苦行，如拿出生命作賭注，因此有傳聞悉達多已死的訊息。這死訊傳到淨飯王耳中，當然擔憂

不已，忙派出五個侍臣，憍陳如，阿含婆逝，摩男跋提，十力迦葉，摩男俱利往察看，並勸言

不應只對眾生慈悲，卻不同樣對待家人，並舉出古來修道者俱兼顧家國。可是當五位侍臣看到

悉達多如此勇猛精進，深受感動，除回稟淨飯王，當信阿私陀仙人的預言外，更跟隨悉達多於

林中修苦行。沒料到悉達多經歷一番生死修煉後，知道苦行無法解脫生死，且無意義吃苦，最

後失卻人身，失掉修道的機會，毅然放棄苦行，在尼連禪河中沐浴，並接受牧羊女舒迦達獻上

乳粥，恢復體力。五侍臣見悉達多放棄苦行，誤以為他生起退心，奢侈起來，失望離開，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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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學的謬誤  寂慧

          隨緣

    佛徒總喜歡自由，無拘無束，不工作，不擔當重任。就是不夠錢用，不修篇幅亦不在乎，

而最愛掛在口頭上的是「隨緣」二字。這看似不執著，灑脫，放下。類似苦行，出離。可是，

這如何度眾生，如何行六度四攝、四無量心呢？世間那一種事業不需要下苦功，不需要承擔，

不需要犧牲而有成就呢？如果只是躲起來享受個人自由，那是疏懶、躲避、不積極、敷衍，乃

至厭世。古印度早有苦行、享樂、順世、定命等主義，皆為佛陀所呵責，這類人古今中外處處

皆有；但佛教的不執著、放下、解脫等思想，卻更容易被歪曲，產生謬誤，殊為可惜。

    隨緣代表不爭取、不介意，視而不見，乃至放棄。嚴重起來是無是非，無善惡，認命。這

樣的人生有何意義？那麼，怎樣才是隨緣呢？

    隨緣就是順著因緣，不固定，不執著，不分別，不憑喜好去取捨，順來順受，逆來逆受。

但仍然要分辨善惡、積極，努力、改善，盡責。例如出生為女性，柔弱、被歧視，不會憤憤不

平，自怨自艾，應該多鍛煉自己，堅強積極，並發揮女性的優點：細心、耐性、有愛心。又例

如出生貧窮，便安貧樂道，不會挺而走險，作姦犯科，或偷扼拐騙，並布施積德，扶助弱小等

，這樣才是隨緣消業，另創新天地。能盡因緣賦與而作的份內事是隨緣，否則是不隨緣、違緣

，甚至是逆緣。如果緣份賦與一份工作，應爭取，把握，做到最好去自利利他，如果敷衍塞責

，躲懶，那是不隨緣；如果有機會賺取卻故意放棄，就像財神叩門與你結緣，卻不開啟大門，

那是違緣；如果別人找你去做義工，做功德，不但不幫忙，還破壞，如答應幫忙卻失約、搬弄

是非、不遵守規則、不服從指導等，那是逆緣。

    佛陀說法度生，足跡遍及恒河兩岸，觀機逗教，儘最大的努力，契理契機去利益眾生，每

天度化不少人，看似「有為」，並不隨緣。但他隨因緣遊行，不揀擇舒適居所，亦不拒絕美食

精舍的供養，他的說法對象可以是清淨的弟子，亦可以是販夫走卒，可以在大講堂內，亦可以

在路上，真的做到隨緣度眾。從佛陀的言行，我們可以正確地瞭解到什麼是隨緣。隨緣是無掛

礙，不執著，隨遇而安，灑脫自在，但決不是消極、認命、懶惰，乃至厭世的藉口。

羅奈詩的鹿野苑去，繼續修行。悉達多只有獨個兒走到伽耶山的畢波羅樹下，敷吉祥草，結跏

趺坐。

    悉達多經歷了三十五年的世俗及修道生活，仍未達到人生目標。他彷彿看到四門老病者的

呻吟掙扎，正向他伸出待援之手，更看到耕牛的低鳴及蟲鳥的弱肉強食。尚有千千萬萬六道眾

生，在輪迴哀號，年華漸逝，短暫的人生能拯溺多少眾生，可此刻仍在修道路上摸索！世間再

沒有方法去完成他的修道，只有靠自己的智慧，通過四禪定、四無色定、滅盡定等九次第定，

也就是開悟的禪定，直達涅槃之路。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悉達多作出最後的誓言：若不取正

覺，誓不起此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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