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演讲集上  
  
神佛不同的理念 
 
                     在吉州答东色拉佛学会讲 
 
    这次初来贵地，先和大家谈谈佛与神的同异。这个问题，非宗教徒亦宜理解，是宗教徒，尤其是佛教

徒，更宜理解。 
    宗教在共同的色彩上说，各宗教都是教人做好人、行善事，决对没有一种宗教是教导人做恶人、行坏事

的，不然就不能称为宗教，因宗教是以劝善淑世为宗旨的。 
    本邦是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民主国家，虽以回教为国教，但其他各种宗教，在宪法明文规

定宣传自由、结社自由，各宗教都可以自由宣扬发展其自利利人，福国佑民的教义。可是亦有些人藉宣扬宗

教为名，利用宗教别有私欲的企图，因而歪曲宗教的正义，散布一些不正确的言论，欺骗他人，也欺骗了自

己。如果真有这一类的人，我们亦需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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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佛不同，不可混乱不清，以纠正他们的错误观念，而不自误误人才 好。  
    宗教虽有共同的色彩，都是叫人做好，但在各宗教的教义上是否统统 一样，或有深浅等不同，彻底不彻底

的差别，以及教主本身修证工夫的究 竟不究竟问题，我们亦应加以注意，那 对於神和佛的同与不同，自会

作 进一层的了解。  
    普通一般人的观念，神和佛，好像是一样的。所以视佛寺如神庙，视 佛如神，视僧人如庙祝公。在他们的

眼光中看来，九皇爷、大伯公、大圣 公，无非是佛。佛和菩萨是相连的，佛的意义既搞不清，自然会连菩萨

的 意义也糊涂不清了。于是妈祖娘娘，九天玄女，天后圣母等都是视作菩萨 。甚至有些人见佛不拜，而看到

塑像凶恶的邪神牛鬼，连连磕头如捣蒜。 其实佛和神在功行上看，是大有区别的?佛是大觉悟的智者，而神

是小智 小觉，尚在迷界未悟；佛是纯真唯善的圣人，神是有恶神恶鬼；佛的人格 修养已臻於完美的至善，神

尚在六道轮转，未曾究竟离苦。因此，两者的 同异，我们亦不可不加以认识与区别。 神和佛的来源，是不同

的： 
    神是原始民族想像出来的；佛是由人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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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格圆满而成的完人，有历史事迹可资考证。  
    神是怎样想像出来的呢？因原始民族，民智未开，每遇难以理解的事 情，都凭想像去猜测，总以为有神操

纵其间，指挥一切。如忽遇大风撩过 ，疑有风神指使：骤听雷电交加，疑有雷神作怪等等。因此他们所信奉

的 是多神教，在原始部落时代，每一部落都有他们自己所尊崇的不同的神。  
    後来文明进步，民智较前开化，他们又想像在多神中必有一个最高的 主宰神，操纵其间，支配一切，就以

一神为信仰的对象。如西方民族之奉 上帝创造万物，印度民族之崇敬梵天产生四姓，中国道家之信奉元始天

尊 ，高高在上。但时至今日，科学进步到太空时代，物质文明，学说蜂起， 遇到什 事情，都讲现实的考据

和分析，凡是从想像出来的东西，如神权 宗教，脚跟都动摇起来站立不住了。神权的信仰既然动摇，所以西



方民族 随著宗教文化的冷落，道德精神亦失去重心，于是形成了今日人欲横流的 社会，道德破产的人心，争

斗残杀随之而起，使人民长沦於水深火热的生 活。  
    佛教的教主和教义，都是有现实的历史事迹，不是凭想像猜出来的。 教主释迦佛陀，在公元前六二三年诞

生在中印度迦毗罗卫国，父名净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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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名摩耶。他在少年，别具宿慧，观察到人生多苦??在肉体上有生老病 死苦；在精神上有爱别离苦，求不得

苦；在心理上有贪瞠痴慢等苦。在社 会上有四姓阶级不平的苦，众生互相残杀的苦。为了研究学术，追求真

理 ，修证道业，解决这些人生的苦难问题，他别离宫庭，辞亲割爱，毅然出 家，修习禅定，获得解脱。公元

前五八八年在菩提树下，明心见性，得成 佛道，创立佛教文化，宣扬于恒河两岸，奔走呼号至年届八十，终

於在公 元前五四三年涅盘，他的肉体虽然有生必灭，而大雄无畏的不朽精神，长 留在後人心目中，永怀遗

爱。  
    佛陀的学说，是由於他自身的体验而悟证；且主张人人皆有资格悟证 此一人生真理，皆有成圣成佛的可能

性，不是站在神权设教的无上权威的 立场。所以他所昌明的理论，直至今日民主时代，依旧巍然屹立，颠扑

不 破，具有与科学观点相似的地方，经得起科学的考验，并可补救科学之偏 向物质文明而拯之以道德精神，

使成为理论与道德并重的和谐文化。所以 将来科学愈昌明，可能佛学也会随之愈加进步。观乎近年来西方人

士之倾 向佛学，在各大专学府，普遍地加以提倡研究与弘护，亦足以证明佛教的 站立得住，不同一般神权宗

教的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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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和佛的最大分野，神是重有我的权威，我创造一切，我主宰一切， 我操纵一切，所有的生物，生杀由

我，信我者得救，不信的到未日审判， 打入火狱受苦。这都是依赖他力最上的神教，把他所崇奉的神，抬得

高高 的，成为无上威力的独裁模型。  
    宗教本来有靠他力成就的他力教，有靠自力成就的自力教。多数宗教 都是依靠他力的，惟有佛教是自力与

他力并重，而尤特重在自力不由他。 如大乘佛教八宗，只有净土宗与真言宗，是重他力护佑。如念阿弥陀

佛， 或修三密加持的观法，都是恐自力不足，须靠佛力护助，希望达到学佛而 成佛的目标。其他大乘六宗教

的佛教，都是注重自力修习佛法，因「佛即 是心，心即是佛」，自己不著力勤劳修养，开发自己的心源宝

藏，光是依 赖他力，希求成功，如「碗来伸手，饭来开口」，不劳而获，认为没有这 种便宜的事情。  
    佛教除了净密二宗，依求佛力，其余各宗都是注重自力，更不认为专 靠神力，自己不专修行而能达到成功

的。因佛德与神德，大有高低，迷悟 不同，苦乐有别。神尚在迷，纵使生天仍在三界轮导之列，自苦难救，

焉 救他苦。如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自己陷溺，性命难保，如何能救其他陷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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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道。因此佛教的信仰，不重在他神他力，而是重在自己的修养而获得 解脱，因善恶因果的一切理法，都

是从自业因，感自业果而创造出来，要 自己负责解决，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一分佛教虽亦崇拜他力，

而主 脑却以崇重自力为主的。  
    这样看来，一班拜佛的人，每天求神问卜，专依赖他力来保护，却忘 了自己的力量。譬如一个大富大贵的

儿子迷失自心，向外奔驰，讨求生活 ，忘记自己家里有无数宝藏。这是被诸佛菩萨视为最可怜愍之人。佛教

之 创立，就在这一念的慈心，要唤醒迷失自家宝藏而流浪他乡的穷子，早办 归程。  
    佛教主张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佛已把学佛的理论、宗旨、方法，都 揭示在三藏十二部经中，只要大家依

法行事，没有不可达到成功的。若不 重自我修行，专仰赖他神之力，希望不劳而获，达到成功，想学佛决没

有 这样可以讨便宜的事。所谓「没有天生的弥勒，也无自然的释迦」，佛教 靠自力，不由他的道理，从这两

句话中，亦可以看得出来。  



    从前佛在?旁边打坐，有婆罗门教徒请问拜神的道理，佛谓人生的 善恶因果，都操在自业之力，恶者下

沉，善者上升，是因果不变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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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拜神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如你把一块大石头抛入?中，你在岸边求 神祈祷，让石头浮上来，事实上是办

不到的。又你把油放在水面，祈祷让它下 沉，会不会沉下去呢？自然亦是不可能会下沉的。故说「求人不如

求己」， 亦即「、求己不必求神」，这实在是对人生路向，做了明确的指示。  
    又依佛法来看，神仍在六道生死的圈子里未曾兜出去，自身尚有苦难 未得究竟解决，小问题或可求之解

决，若生死等大问题，虽然求他，亦解 决不了。如宋仁宗皇帝信佛，在世曾问一位信佛的大臣：佛与天神，

谁大 ？大臣答以「人奉诸天，诸天奉佛」，这又明确地指出佛与天神的不同地 位，何况在天神之下的凡

神！  
    现在居然有以弘法为名而别具企图的人，利欲薰心，捧出一个不见经 传的道教的女神无极老母，做释迦佛

陀的母亲，说她大过佛陀，真不知是 何居心？本来各宗教徒宣扬他的教义，这是各有各的认识不同，做法不

同 ，无可厚非；可是有一少撮信仰「拉杂」的人，每借「扶乩」的神鬼「上 童」，说是释迦牟尼佛驾到，或

弥勒佛已下生，而他就是弥勒佛的化身， 大家都应皈依他，奉他为佛教的新教主，这种大言不惭，不怕因

果，颠倒 是非，谣言惑众的人，奉劝一般信众小心，免入他的圈套。这种人如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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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应当他就是提婆达多再世的，「未得谓得，未证言证」的增上慢者！ 我们真正信奉佛教的信徒，切勿听

了那些花言巧语邪说，大上其当，结果 弄得真伪莫辨，财福俱损，那就是自己晦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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