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演讲集上  

  
佛之三觉与儒之三纲 

 

          在槟城三慧讲堂讲 

 

    中国在先秦之世，已有佛教；而正式传入，当在东汉明帝时代。不过在东汉时代，虽有佛教，并未普

及，真正研究宣扬和弘盛，是始於东晋，迄於隋唐。其发达弘盛的原因，是因佛教的学理，与中国固有的

儒学，甚为接近：尤其是儒学所阐述的人生善行如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其佛学上所发挥的人乘正法和大

乘妙行，如五戒十善，六度四摄，更相融洽。所以其他的宗教学术传来中国，尽管大事渲染，曲尽其妙，

而终未能在中国文化学术中生根，惟有佛教文化却被中国文化吸取精华，摄为己有。近代东方文化学者，

曾有把中国文化分成四个主流，即汉清经学，魏晋文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在这四个中国文化主流，

佛学不但在隋唐文化中占了一个主流，还有所谓「新儒学」的宋明理学，亦是以中国的禅学为骨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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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在宋明文化中，佛学又算得上是半个主流了！这说明了佛学和儒学 相容相洽，是有它们在学理上

的共通因素，并非是偶然性的凑合。 

    现在单就佛学的三觉和儒学的三纲，略为立言。佛学上所阐述的，人 生达到最高的理想境界，要

有三种修养觉悟的学问，即是自觉、觉他、觉 行圆满。自觉的学问，是由自己所修学的工夫，自己获得

所觉所知而实际 受用的学理。这种学理已为佛陀所觉所知，内自证悟的境界，本非文字言 说所能形容，

而为方便利世，须假言说文字，可得三种说明：一觉知缘起，说因缘 法，阐明人生世界的一切诸法，皆

从因缘而起，即每件事物生起皆有其自 己的主因，而得成于其他众力之助缘，不能自己单独生起，单独

存在。如 一株树生长，以自己种子为主因，以水、土、阳光、人工等他力之缘而助 成。又如一个人的生

长，先天已由自己生命总体的阿赖耶识为主因，到入 胎时以父母的精血肉躯为助缘，才构成一个新的结

晶体。後天在家庭赖父 母兄姊的扶持，在学校赖师长同学的教导，在社会得亲族朋友的支持提携 ，从这

许多的助缘的关系，才能造成自己一生的成就。因此知道自己的生 存，与全社会人士都有关系，则我之

一举一动，或好或坏，皆足以影响全 体社会，而全体社会的好坏影响于我亦然。即从此缘起互成之人生

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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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发明人生应须互助互济的真理；据此真理，而造成人生湿 相濡， 休戚相关的相爱和乐的局

面。  

    二、觉知因果，说四圣谛法，阐明人生世界一切缘起之法，其中种种 的好坏转变，不是有什 神

在操纵，也不是无缘无故偶然而生，而是都自 有其前因後果的，由於过去积集种种的烦恼恶因，使人生

招获苦果：由於 修习种种善道之因，使人生减除惑业，获得涅盘的乐果。因此启示我们人 生一切苦乐的

因果，都是各人自己造的，好坏都要自己来负责，他人是不 能越俎代庖的。我们求佛敬天，佛天不过是

给我们一种真理路向的指示， 和威德智力的护助，并不是来包办我们的一切。尝见世俗人一边在作恶， 



一边又买一些东西去敬佛拜神，希冀佛天赐福，去掉他的恶果。自己作恶 ，不循善因而欲求好果，这种

心理已不健全：而以几元钱的礼物去博取一 个大的福果，或中了几十万元的彩票，这种不劳而获的取巧

心理更要不得 。况佛天无私，不受贿赂，且自作自受，为因果定理，岂可任有力者随意 改变善恶，推翻

因果，那里有这个道理呢？所以佛陀觉悟了因果定理，就 是启示大家，要得好果，必循善因，若作恶

因，必得恶报。所谓「自求多 福」，「求人不如求己」，因果所启示於人生的，便是这个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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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觉知平等，说佛性法，启示佛性平等，人人都有希望作佛，个个 都有做佛的可能性。佛在菩

提树下初觉悟时，就在华严经中说：「大地众 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本

有的「如来智慧 德相」，就是本具的「佛性」，只因被烦恼尘垢所盖覆，惑业丛生，就沉 沦浩劫，枉受

痛苦。佛陀今日自觉，就是能不被境转，智破诸惑，重光佛 性，洞见真理，即禅宗所说「明心见性」

了。佛最後在涅盘经中说：「一 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成佛。」说的也是这个佛性。这个

佛 性是「在凡不减，在圣不增，悟之为佛，迷之为生」。若能循於修养工夫 ，证验这个佛性，就是学佛

自觉的学问达到成功了。 

    觉他，是佛陀从自己修证的经验，教人作利他的学问或工作。因自己 的修证工夫到家，离苦得

乐，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而回顾许多众生 ，为五尘六欲所迷，不知自己有个含容万德，具备众理

的佛性，浮沉人海 ，枉受苦楚，乃发起大心，悲天悯人，创立言教，化导万机，使他们都能 循著自觉正

法的路线，做修进的工夫，也达到「明心见性」的领域，去黏 解缚，离苦得乐。这便是佛陀利他觉他的

学问。 

    觉行圆满，就是自觉行和觉他行并行，行到澈底究竟，在修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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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因诸多违缘波折，而中途放弃，白废前功，不论修自觉行或觉他行 ，中途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无论如何要坚持到底，克服困难。在修自觉 行，真要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

志节。在修觉 他行，为人服务，在广大的社会群众中和光同尘，遇到不如意的困难，一 定更多，若不忍

辱坚持，势难克竟全功。如舍利弗本发大心，修利他行， 而因施眼问题，难忍未忍，竟退大心，落於小

果。成佛之难，也在於此， 必须三觉圆，万德备，才称无上佛道，而成「大人之觉」，完成了智德圆 满

的伟大人格。 

    现在再来讲儒教的三纲。但是现在要讲的儒学，不是属於礼教的三纲 五常的那个三纲，那个三纲

是指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现在要讲的三 纲，是四书之一的大学上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民，在止於至善 」的儒学的三大纲领。这三大纲领是属於学理的，也是孔子教育的目的论 。四书五经千

言万语，教人为学和做人的方法，都不外这个目的。朱熹曾 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朱子说的大

人，也就是孟子说的「大人者 ，不失赤子之心者也」的大人。孟子心目中的大人，曾举出当时有个乐正 

子做代表。他说乐正子是善人，是信人，是具有美德的人。他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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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如此 所谓大人之学的大学之道，即

是教人修养德学充实而有光辉的人格，与佛 教的三觉之道，使人断惑证真，转识成智，成为大人之觉的

理路，颇为接 近。而在三纲中所诠表的学理，亦与佛学的三觉之理颇为相符。  

    第一纲：在明明德。明德、即指孔孟所说人性本善的光明德性，与生 俱来，具备众理，足以应付

万事；但有时为人欲所蔽，便昏迷不明，如果 日隐於乌云，明镜蒙於灰尘，看来似乎昏暗，本有性光，

却未消失。把乌 云吹散了，灰尘拭净了，仍可恢复不从外来的本有的光明性德。所以说「 明明德」，上



面的明字是动词，可当恢复的复字解。人生能恢复明德，是 修身的第一步工夫，也正是佛学上的自觉工

夫，因自觉工夫便是叫人循著 修养的方法，断除烦恼的不良心理，而开发内在本有的佛性灵光吧了。 

    第二纲：在亲民。亲民是亲爱於民，为利人方面的工作，等於佛学上 的觉他工夫。儒学的宗旨，

和佛学一样地要推己及人，自己觉悟了还要觉 悟他人，所以自己恢复了明德，还要使他人也个个都恢复

明德。如我们现 在因求学而知书达礼，同时也要使他人也知书达礼。盖礼者，理也。我一 人明理，想做

好天下的事就很难，必须人人都明理，大家做事都合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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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顾住天下，那 天下的事就好办了。所以这亲民，是由自身推至于亲族 ，由亲族推至于社会全民，乃

至推至世界所有的人类，所谓「平章百姓 协和万邦」。这在佛学上就是菩萨大人「自觉觉他，普渡众

生」的境界： 而在儒学的伊尹是「先知觉後知，先觉觉後觉」；在孔子是「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

人」；在中庸是「成己、成物」；在孟子是「养其至刚至柔 的浩然之气」；在荀子是「物物而不役於

物」；在董仲舒是「正其谊而不 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在杜甫是「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

寒 士尽开颜」；在范仲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这些人 物，都是儒家历史文化学术

精神的产物，也是由明明德而亲民的代表。所 以这一纲领，不但独善其身，还要兼善天下哩！ 

    第三纲：在止於至菩。至善是纯善、最善的意思，人生在世，为善最 乐，能做到至善，自然是更

大的快乐：但行善也须行得到家才好，不能中 途而止，正是俗语说的「送佛送到西天」，若半途而止，

便不能达到为善 的最高境界。所以这「止於至善」，就是对於修己的明德，化他的亲民， 都要做到恰到

好处的地步，也正是佛学上的自觉觉他，而止於「觉行圆满 」的境界。大学上还说：「为人君止於仁，

为人臣止於敬，为人子止於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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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父止於慈，与国人交止於信」。这些都是人生每个单位上的善行， 处世接物，都少不了要学习

的：但是综合每个行善的单位，做得完美不缺 ，那就非学佛学上的大智大悲的「觉行圆满」不可了。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佛之三觉与儒之三纲，意义颇为相近；所谓「佛 法不离世间法」，佛儒之理

是可以殊途同归的。因两者都是教育要达到的 目的论。但如何就达到这目的呢？在佛教是注重「发

心」，要发殊胜的「 无上道心」，才能「成等正觉」。在儒教则注意「立志」。孔子说：「吾 十有五，

而志於学」。又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坚固的立志，便是坚固的发心。可是发什 

心呢？佛学上是「发菩提心」 。梵语菩提，其义为觉，为道，体即智慧，由正智慧，而觉悟正道正理。 

循此正道正理行事，一面发起勇猛精进心以求自觉，一面发起勇猛精进心 以求觉他。在这觉他方面还要

发四种广大无比的胜心，叫「四无量心」。 一、慈无量心，以无缘慈，等视众生，心无分别，任运度

脱，不如凡夫的慈 爱有亲疏之隔，厚薄之分。二、悲无量心，以同体悲，拔人之苦，如拔己苦 ，深知佛

性平等，我与众生，本属一体，原是故亲，轮回往来，迷成差别 。作此观察，拔苦与乐，同情无限，虽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三、喜无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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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等喜，於诸众生，凡有喜事，不分冤亲 一样随喜，出钱出力，助 其成功；不如普通人的心理，亲

我者即喜而助之，冤我者便恶而坏之。四、 舍无量心，修缘起亲，达我性空，凡有所作，心无贪著，不

计其功，不图 其报，即作即舍，量如虚空，了无阻碍。佛在金刚经中曾说：「菩萨救度 了许多众生，而

不觉得有一个众生为他所救度」 （原文：诸菩萨摩诃萨 ，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

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 萨有

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是说：菩萨大人若有 一般人的功利观念，心即落於有



限，不能度脱广大无量的众生了。  

    学佛的人，能发此菩提胜心，志未佛道以自觉自利，复能以四无量心 觉他利他，才能完成了修学

三觉的神圣工作，即所谓「觉行圆满」。在这 发无量心长远修学的过程中，还须赖有一种精进勇敢的

心，才能坚持到底 ；若是姑息马虎，便难成功。从前西藏有个喇嘛，说西藏有一种适时的花 ，日出而

开，日落而合。好似中国的含羞花，指头一触，它就合拢。一天 向晚，一对蝴蝶飞入花中采蜜，不觉之

间，花辨合拢，把双蝶包在里面。 这时一蝶欲勇敢精进地冲出，另一蝶则主张姑息，坚持著明晨花开，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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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费吹嘘之力便可飞出，此刻何必太费精神。结果待到明晨花未开时，忽 然大象撞来吃草，随意鼻子一

卷，连草带花都卷入肚中去了，试想这对蝴 蝶到这境地，还活得了吗？只因姑息，丧了生命。而那只勇

敢的蝴蝶，本 可冲出花瓣，只因意志不坚，随她姑息，结果也就难以再活。我们人生为 学处事，也是如

此，勤勇就成功，姑息就失败。或自己虽有勤勇之心，而 意志不坚，随看环境的利诱而姑息，结果也势

必如那只勇敢的蝴蝶，听了 同伴的话而姑息，遭到同样不幸的命运。所以佛学主张求法的人，要先发 

心，儒学主张求学的人，必先立志，而且这发心发愿要坚，这立志立誓要 强，无非为要达到这个教育目

的??三觉与三纲的先决条件。 

    不论宗教的立场，站在教育的角度来看，三觉与三纲，立名或说法虽 有不同，而为人生教育的意

义与理想目标，是可以殊途同归的；所不同的 是一仅止於世善，一进止於出世善耳。谁是人，谁要做

人，谁要做好人， 做圣人，做完人，谁都应该注意修学！我想圣人创教立化的目的在此，吾 人办学或受

教育的目的亦应是在此的吧  

                。（本文曾刊南洋大学佛学专刊贝 叶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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