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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佛弟子最喜歡掛在口頭上就是「隨

緣」兩個字，當爭取某些東西不果，便聲稱

隨緣推搪過去；看到不公義、不善、也用「

隨緣」混過去；如果強出頭對自己不利的東

西，當然由他去，再冠以「隨緣」便可混濛

過去。「隨緣」看來很瀟灑有修養、有修行

、不爭、看破。這是他們的定義。可是，在

某些人看來，那是消極、躲懶、逃避、冷漠

、失敗者的藉口。尤有甚者，當求法時，如

參加法會，覓取經書等，亦懶懶散散，可有

可無，稍有阻礙便索性放棄，隨口一聲「隨

緣」便了，如果當年玄奘法師往印度取經也

如此「隨緣」，中國佛教真不堪設想。可見

「隨緣」已被濫用至嚴重程度。

    隨緣。隨，隨順；緣，因緣。隨順因緣

。因緣如何安排，便隨順因緣而去。不強求

，不執著，不動，不受環境影響。逆境，當

如此；順緣，卻另有標準，完全放不下。如

果緣是女身，便該隨女身緣，作好女身的責

任，不須裝扮成男身，故意豪氣；應小心整

理、照顧身旁各人，隨順女身因緣。如果緣

是貧窮，便該節儉簡樸，甘於淡薄，不羡妒

他人，保持尊嚴。

    因此，隨緣是隨順因緣去安排。如果因

緣有多種選擇，則選最適合自己，最利益他

人的方式。如果不爭取，不盡力，那不是隨

緣，是懶惰，愚痴。有些人不願意多做一點

點，卻能有大利益的事情，妄稱不執著功德

、隨緣，別忘記很多佛經中皆有校量功德品

，選擇較大功德去做是理所當然，否則是另

一種執著。當因緣決定了我們的身份後，便

應盡責，演好我們的角色，盡量做到最好，

更要上一層樓，為固有的身份發揚光大。例

如一位家庭主婦，她必須打理家務，照顧好

家庭，這是她的責任；繼而幫助其他家庭主

婦，讓她們認識自己的本份，傳授技巧，讓

她們精益求精。

    隨緣的定義就是接受環境的安排，盡責

做好份內事，再積極改善自己的環境，或是

突破人生。不管順逆，皆從中作出貢獻，發

揮大乘佛教利他精神。佛教認為人身難得，

但沒有利用難得的人身勤力作利生事業，「

難得人身」便變得毫無意義。因此，在任何

因緣中，皆應積極作出貢獻，才不枉此暇滿

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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