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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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