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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悟後的釋尊，萬緣放下，自在安穩，

不離於坐，受用法樂。在七七日的禪坐思惟

中，曾接受龍王的皈依，二位商主的供養，

皈依，折服了一位傲慢的婆羅門。最初一週

思惟自證境界――緣起論，此有故彼有，此

生故彼生，此無則彼無，此滅故彼滅。除了

受用解脫之樂，還將證悟之內容整理，組織

，考慮傳達給世人，但「我所得法，甚深微

妙，難解難見，寂寞無為，智者所知，非愚

所及。眾生樂著三界窟宅，集此諸業，何緣

能悟十二因緣甚深微妙難見之法？又復息一

切行，截斷諸流，盡恩愛源，無餘泥洹，益

復甚難！若我說者，徒自疲勞」。

    魔羅突然出現道：「對！眾生愚昧無知

，如何能了解深法，你快點入涅槃吧，別說

法而使眾生謗法，且加重罪業啊！剛強眾生

總有他們的自由意志，何必強人所難呢？」

    大梵天――世界最高的神從天界降臨，

跪對佛陀道：「眾生長夜，沒溺生死，墮無

明暗，出期甚難。然有眾生，過去世時，親

近善友，植諸德本，堪任聞法，受於勝道。

唯願世尊，為斯等故，以大悲力，轉妙法輪

。難道佛陀忘卻降世、出家、修道，最初的

發心嗎？」

    「為眾生故，起慈悲心。以佛眼觀一切

諸世，佛眼觀已，見諸眾生。」釋尊的本願

，一生中最重要之事，當然是他的下半生―

―說法度生。這千秋大業，影響萬世的說法

該從何開始？由那些人共同完成呢？

釋迦牟尼佛傳畧  寂慧

      初轉法輪

      

    釋尊首先想到曾跟隨修學的二位仙人―

―阿羅邏伽羅摩及鬱陀伽，可是此二人剛去

世不久，繼而想到遠在二百公里外――波羅

奈詩的五侍臣，他們堅定不移的修苦行，沒

有因為釋尊的離去而鬆懈過。確是有道心而

精進之士。且波羅奈詩是印度最大的聖地，

最古老的城市，各宗教的中心，求道者、修

行者必到之處。途中，釋尊遇到相識的耆那

教徒優波伽，雖然以相好莊嚴，諸根寂定使

歎為觀止，卻未能在言辭上打動他。

    當釋尊抵達波羅奈詩，並沒有停留，直

往城郊的鹿野苑去。五侍臣對釋尊捨棄苦行

仍耿耿於懷，約定冷淡對待。可是當釋尊走

近時，五人不約而同地起身迎接、接過釋尊

手中的缽、敷座、打洗腳水、送上擦腳布，

打招呼稱「朋友」。釋尊對五比丘道：「我

是已經開悟的佛陀，超越生死，你們該稱我

『如來』，不應喚『朋友』，我要為你們說

法，只要跟著實踐，定能像我般於現世開悟

。」

    但五比丘不服氣道：「你專精修苦行尚

且不能得道，如今過著奢侈的生活，如何能

得道呢？」

    「比丘們啊！我並沒有放棄修行，也沒

有過著奢侈的生活。」釋尊開始針對性的說

法道：「有兩種情況是出家修道者不應做的

。一就是耽著欲樂的生活，那是卑賤而非神

聖的。二是專志於對開悟毫無助益的苦行。

我遠離兩種極端，履踐中道行，開智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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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寂靜，涅槃的理想境地的中道。我們

的生活、思想、行為必須不偏不倚，遠離

極端，才能進入真實。因此奉行八正道：

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

進、正念、正定，解脫之道。八正道是四

聖諦中的道諦。月可令熱，日可令冷，佛

說四諦不可令異。可見四聖諦如何重要。

四聖諦是：苦聖諦、集聖諦、滅聖諦、道

聖諦。四聖諦各分三個階段，成十二行相

，即三轉十二行法輪。這是釋尊證悟的次

第，亦是初轉法輪的教法。三階段即第一

階段，正確理解――正確理解四諦的理論

。第二階段是實踐四諦的道理，此是苦，

汝應知；此是集，汝應斷；此是滅，汝應

證；此是道，汝應修。第三階段是證，證

得菩提，我已知苦，已斷集，已證滅，已

修道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由第一階段的開悟，即得法眼，佛教

真理的智慧眼，信仰堅定，不再被他教迷

惑，成預流果的聖者，雖還沒有完全證道

，但再無懷疑，對其他的法再沒有興趣，

直趨涅槃。因此，佛宣說：善來比丘，我

已圓滿宣說法，梵行永斷諸結煩惱。第二

階段佛為五比丘說「無我相經」，現象世

界及生命皆是無常、苦、無我。經過努力

禪坐思維，五比丘證得一來果及不還果。

最後去到第三階段，證悟成阿羅漢，或稱

無學，前二階段仍有需要學習，故稱有學

。阿羅漢已達到最高的悟境，與佛無別，

因此，五比丘加佛一共出現了六位阿羅漢

，以上的三轉十二行法輪可以用來審視解

脫，超越生死輪迴。

佛法基礎概要(二)  寂慧

      

   那麼，什麼是應該知道呢？什麼是重要

基礎呢？什麼應該繼續鑽研呢？那些是實

用性，那些能去除煩惱，乃至解脫生死？

該如何去學習？那些應該略知，那些應該

深入？時間卻是如此短促，如何做到趣味

性？如何做到實在的掌握，乃至有能力將

佛法弘揚？

    如果要學習語言、各種樂器、樂理、

健身、運動、武藝，皆可輕易購得影碟學

習，只須輔以耐性及專心，定能有所得。

可是佛教道理卻付諸闕如，要好好學習佛

法，真的那麼不容易嗎？還是如大德常強

調的須有福德因緣，才能得聞佛法！但不

管怎樣，能於極短時間內得到概括的瞭解

，繼而向上進修，是每一個弘法人員應著

力之處，亦是佛教能否普及與普渡眾生重

要的一著。

    以下分七方面嘗試去概要佛教，目的

在拋磚引玉，希望能帶出精要的概論，目

前亦可濫竽充數，彌補一點空白：

1. 佛傳

2. 弟子及人物

3. 教理

4. 宗派

5. 歷史與現況

6. 禮儀

7.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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