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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解脱与佛教思想 

  宏印法师 

壹、人生的探讨及剖析 

    人生的探讨及剖析，就是站在宗教、哲学立场上，对我们生命及生活作一番 

形而上的探讨。 

    我们从生至老死，都在走人生这条路。人生的真理意义、价值究竟如何？这 

是知识分子最关切的问题。若能知晓人生的真理，就能得到解脱安乐。从古至今， 

多少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大宗教家，对这个问题，都做各种层面的剖析及探讨。 

一切学术思想离不开讨论人生问题。 

    莎士比亚说人生像舞台，每个人在这人生大舞台上都在扮演一个角色。而宗 

教使我们了解各人角色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谈宗教思想，离不开人生问题。 

    而关系人生最密切的就是生命问题。为何到现代，宗教还能存在。而且受一 

般知识分子热心追求。就是宗教探讨到生命问题。一般知识、学术所提供的领域 

做在今生，著我们探讨到此生以后的问题，就非一般学说思想所能解答的了。 

    一切宗教都谈到来世来生。接触此种思想，会给予吾人心灵很大震撼。因为 

人类都有要求无限存在的追求、存在的幸福、快乐和解脱。而宗教说明了人类死 

后，灵魂不灭，生命并未消失。还有幸福快乐的境界可以追求。这□予吾人很大 

欣慰感。人们不会感到死了以后的迷失和空虚。这是宗教提供的层面，因此可说 

宗教哲学就是生命哲学。尽管在现代这个物质文明时代里，许多人高喊宗教是迷 

信、落伍。但是宗教探讨到生命的由来及去处，所以有其存在的价值。 

一、生命之谜 

    虽然从古至今很多宗教、学术思想，对生命作很多层面的剖析。但是生命始 

终是个谜。现代也有宗教家、哲学家说已发现生命的真理，但始终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没有一个定论。对生命真相不了解，在佛家来讲就是谜。研究佛学 

就是要打开这个宇宙人生的大谜。 

    今天想以生命问题跟各位研究人生解脱与佛教思想。著重在生命活动的过程 

形态，首先说明一般社会上对人生所抱的态度。 

1.生命之爱悦 

    有些人从生到老死，对生命活动过程都感觉幸福快乐，这种人称之为生命之 

爱悦。就是一般人所说乐观的人生观。这种人从小无论家庭、求学、作事都很顺 

利。没遭受什么重大烦恼挫折。因此对生命的感受是顺利、爱悦，发诸于情绪的 

表现就是乐观进取。 

    这种乐观人生观，是否正确？又是一个问题。不过，社会上包这种人生观的 



人不少。其实说乐观或悲观，消极或积极，这是与环境遭遇有关的。 

2.生命之哀悲 

    此种与第一种刚刚相反。就是悲观。这种人的环境悲惨，或者遭受过重大挫 

折打击和痛苦。客观来说，这种人不是不奋斗，而是环境带有一种重大影响力， 

使他回天乏术。因此在这重大苦打击之下，对生命过程的要求及突破就有了限制。 

对生命的领受、体会，觉得是束缚、悲哀、痛苦和消极。  

    这种人也很多。例如许多文学家就很悲观。因为遭受痛苦，而用文笔表达出 

来。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能感动读者，就是他们透过内心真实的感触。而一些同样 

遭遇的人看到言些作品，就会有深得我心的感觉，也就会跟随著抱同样态度。 

3.生命之寄托 

    有了前面两种人生观。有些人仍觉得乐观顺境与悲观逆境，这种爱悦与哀悲 

是短暂的，不能满足生命的要求。感人生确实是个问题。觉得旁徨、空洞，要求 

生命的著落。觉得自己的智慧，无法了解通达生命的真相、由来和演变。由此产 

生一种依赖心，顺从心。而把生命寄托在一伟大万能的神或主身上。相信我们的 

生命由他创造而来；我们的遭遇不管快乐或痛苦都受这绝对意志万能的神（主） 

所安排、支配。 

    这种人把一切是非得失成败都归诸于神身上，是由他们对生命的空洞无力救 

助而引发出来的一种依赖和顺从。这种观念就是西洋的神教观念，把生命的理解 

寄托在一个万能的神身上。 

4.生命之战斗 

    还有一种人，跟前者相反，他们是无神论者。这种可说是近代具科学思想的 

知识分子占大多数。当然不能一概而论。而是指抱有达尔文「物竞天择、优胜劣 

败」思想人生观的人。 

    他们对于宇宙间的苦难、黑暗，想要去克服。不愿屈服于自然界，相信人可 

胜天，想要突破、战膦环境，有奋斗的意志力，这种人对生命的领悟有一种战斗 

性，我们称他为生命之战斗。对于人生顺逆苦乐境界，觉得可以甲人克服，不因 

顺乐而产生生命之爱悦，也不因逆苦而产生哀悲。时刻对生命存有战斗性。 

5.生命之游戏 

    还有一种懵浑浑的人，无所谓人生观。生命皂真理、解脱对他都不需要。而 

是看风转舵，今朝有酒今朝醉。仅要求当前的需要，目前的快乐。没有高伟大无 

限的人生理想，只求今生好好痛快活过就算了，这种人称为生命之游戏。老实说， 

目前社会上这种人占大多数。严格来说，不能忠于学术思想良知，抱著无可无不 

可的人生态度者，都属此类。 

    前面所讲就是分析一般人的生观，大概不出这五种型态，这是我们探讨人生 

解脱之前，先对生命的各种层面作一番剖析。这是我个人一点肤浅心得，提供各 

位作参考，接著我们进一步探讨宗教解脱上的生命问题。 

二、生命解脱层次之探讨与特性 

    对于生命感到短暂，觉得一些人生观不能提供无限的要求，而有解脱的思想 

出现时，才能谈到解脱层次。我们加一番探讨且分析其特性；也可分五种层次来 

说明。 



1.多神论 

    哲学上称泛神论。这种思想近代较少了，古代很多。在原始部落中，学术思 

想不发达，觉得人在宇宙间非常渺小，对于自然界一些现象如雷电、海啸、地震， 

都认为有一种超人的力量在支配著，因而把自然界的现象加以神格化。认为山有 

山神，海有海神，在还未发展至一神论以前，原始部落都是多神论。这也是宗教 

的起源，来自对大自然的崇拜。 

2.一神论 

    哲学上称唯神。这比多神论高明进步多了，在这么多神当中发现一个最权威 

的神。宇宙的创造者，万能的神，他的绝对意志可以支配一切。西洋天主教、基 

督教思想就是此类。他们的解脱、道德观念决定在信与不信。不信的话则不能上 

天堂，什么道德与解脱都免谈了。 

3.梵我 

    哲学上称神我、唯我。比种比前面更高明了。从有神论进入无神论。这是在 

解脱过程中发现人的智慧能力可以冲破束缚。可以自己解脱、自我完成。言不仅 

是空洞的理论，还经过实际修证达到。印度的奥义书就是这种梵我论的思想，认 

为人生宇宙现象界的痛苦罪恶都是因为人性的堕落，这个小我在轮回中受业报， 

小我是错误的，不是真的。真我是梵我，梵是大的意思。大我是清净、常住、永 

恒、快乐的。解脱小我，回归大我，这是不依靠神的，而是自我神圣化。西洋许 

多哲学就有到达这种地步的。 

    以上三类可配合佛家三界观来说明。1.、2.两类属于欲界。佛教之所以能包 

容其他宗教是有其原因的。佛经说欲界有三十三层天，这三十三天的天神，刚好 

是多神论所崇拜的。佛教虽主张无神论，但并不否认神，只是不承认有一绝对万 

能的神。佛教承认么神有一些本事作用，但是这些不是最究竟圆满的。 

    梵我论属于色界。色界有钿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些还是群众性 

的生活。只有四禅天的最高层大梵天，是一□人住。好像君王，它下面是辅天如 

大臣；底下诸天就是老百姓。色界需要修禅定。 

4.唯心 

    哲学上称绝对精神。在佛家来讲，属于无色界。这是已经解脱物质的境界。 

哲学如黑格尔、笛卡尔在探讨宇宙真理时，发现所谓最实在的本体，以及未明理 

学，在宗教解脱层次上都属唯心绝对精神此类。这不只是一种知识观念的探讨， 

还经过内心的修证。因此无色界需与定相应，透过物质色相进入而上唯心绝对精 

神的境界。 

5.正觉 

    高的生命解脱是为正觉。这样说来似乎有卖瓜说瓜甜之嫌，但这是有理论可 

作说明的。正觉是成佛的人间觉者，生命达到最完美的实现而依然活在人间的人。 

跟我们一样行坐卧、穿衣吃饭，而是圆满的觉者。这就是佛。 

    释迦太子成佛以后，依然在人间行化，教化众生，这种境界在佛教来说是最 

高的。而这种境界不是等死后才实现，来生去完成，在时间来说是侧重在今生， 

在地点来说是侧重当地。 

    若宗教的理想寄托在来生实现或他方世界完成，都有失宗教的根本意义。究 

道圆满的宗教所讲的境界应该是当生当时能达到的。像禅宗的祖师大德，能够明 

心见性。当开悟时，种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境界称为正觉，是悲与智的最 



高圆满。 

    人生解脱层面简单的说有以上五种层面，特性为何呢？ 

    宇宙人生现象界的本质就是束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说我们是活在 

短暂、有限、痛苦、灾难、罪恶、黑暗的人间中，这些形成一种束缚。我们想从 

现象界超脱进入理想界，就是要突破这个束缚，得到解脱。在宗教解脱思想上来 

说，分他力论与自力论两种。 

    假若认为束缚是外来的，是外界加诸于你的，则是他力论的思想。若认为束 

缚是内在引发的，则是自力论。西洋神教思想属于他力论，在解脱上要依靠神。 

得到神的恩宠、救拔，就能解脱现象界这种短暂痛苦人生。其解脱特性是「顺从 

」，顺神的意旨去做，这种是依靠外力得到解脱。 

    自力论就是发现现象界的痛苦是来自，自我束缚。只要明了自我的真相，明 

心见性，自我突破，自我完成，达到自我真相的实现，就能解脱束缚。这也就是 

佛的思想，靠自力解脱，其解脱特性为「超脱」。 

    宗教解脱思想之所以有自力论、他力论的不同，就是因为对束缚来源的观点 

不同。关于这点印顺导师在我之宗教观上有详细说明，各位有空，不妨参考参考。 

    有人说佛教里有极桨世界的法，藉著念佛得到佛的加被就可以往生净土。这 

种说法似乎也是他力论。其实不然。佛教里说达到解脱的修持力量有两种：一是 

缘修，一是性修。缘修是还末明心见性，未证无生法忍以，前则修持力量需要外 

的帮助加持。如佛的功德威力，著萨的加被，才能断烦恼得清净解脱。等明心见 

性，证得无生法忍以后，就无须外缘加持，那时是纯自力的修持了。内心的佛性 

自有一股源源不断的力量驱使著，朝向解脱大道。无须多大用功，这在唯识学上 

说就是「无功用行」。不必起心动念，潜意识自有一股道德力量，使你断烦恼得 

清净，这称为性修。 

    性修是纯自力，而缘修是靠自他二力。佛教虽有他力加持之说，但不纯靠外 

力，不顺从外力，因此不是他力论。 

    接著我们讲佛教思想，在未讲佛教思想以前，我们先要了解佛教对生命的认 

识与看法。 

三、佛教对生命之认识 

1.生命之存在 

    佛教肯定死后生命仍然存在，最通俗就是讲三世因果、善恶业报。无神论者 

不相信死后灵魂不灭，这是非宗教思想。一般宗教都是相信死后灵魂不灭、精神 

存在的。只的各个宗教是出的理论不同。佛教如何肯定死后生命仍存在呢？这真 

是个大问题。要人相信轮回之说，是很因难的，尤其是一般受科学实证思想观念 

很深的知识分子，总以为要看得见，能实验出来的才要相信。 

    但是肯定生命的三世性，这在佛教来说是基本。不能肯定此点，则佛教很多 

思想就不好了解。如空宗、有宗、唯识学都要建立在三世因果上，才能作进一步 

深讨。生命的存在，我们简单的说，以时间及业力的存在来肯定它。 

    时间相是三世性。以图解表示如下：�-t起而入的，不懂缘起，不能了解中 

观，中观是讲空的思想。印度大乘佛学有两派代表：一是世亲、无著菩萨、安慧、 

护法、戒贤论师乃至玄奘大师等，是印度的唯识学派。即是前者识变转依的解脱 

思想。一是龙树菩萨、提婆、佛护论师等的中观缘起无我论。 



    中观论又称性空唯名论，没有唯识学名相那么多，只要把握二谛论－－世俗 

谛和胜义谛（即第一义谛），就容易了解。世俗谛是世俗方便假施设，胜义谛是 

对世俗谛而说的，二谛论是认识真理的两种层次。世俗谛是宇宙人生的现象界， 

而胜义谛是解脱的理想界。不依世俗谛入手，无法了解胜义谛。「所谓不依世俗 

谛，不得第一义。」世俗谛和胜义谛都缘起而来。现象界存在的一切法都是缘起 

法。缘起即现象，现象即缘起。 

    二论谛是说「世俗假名有，胜义毕竟空。」世俗假名有是说世间一切苦乐、 

善恶业报、清净解脱、佛性、无明、涅盘都是缘起如幻假名有的。在第一义谛上 

说一切相都是空相、无我的。 

    佛教的无我，不是像奥义书说的，有一个小我，小我是堕落、罪恶、痛苦， 

而神我是清净、永恒、快乐的。佛教的无我论是真无我，彻底无我。这样说，大 

家或许会害怕，明明有个我吗？怎么说无我呢？龙树菩萨在十住□婆沙论说：「 

小乘五百部，闻毕竟空，如刀伤心。」就是说小乘佛学闻到大乘佛学毕竟空的道 

理，犹如刀伤心。然而大乘无我论是从缘起建立的。原始佛教都谈无我，无我即 

空。我在此仅简略介绍根本观念。如何达到无我，毕竟空是有层次的。 

    龙树菩萨大智度论：「为初学者作方便说，生灭如幻如化，不生不灭不如幻 

如他。」生灭就是表示无常短暂的人生，是痛苦类烦恼的。如幻如化，就是假的； 

没有真实的本体。不生不灭是指涅盘、清净的佛性。不如幻如化是说有永恒常住 

的实体。 

    这里发生现象、本体认识的二元论。但这是为初学者方便说是如此。为久学 

者（通达佛法、闻思修很久的），龙树菩萨说：「生灭如幻如化，不生不灭如幻 

如化。」能通达这个道理，才能了解生死即涅盘，烦恼即菩提。这是大乘佛学最 

精华的哲学，这须从中观来了解。要了解这个道理必须读中论、大智度论。 

    我可以肯定的说，各位若研究楞严经、圆觉经、胜□经、起信论，不能了解 

这个道理。因为他们体系不同。一定要从大般若经、大智度论、中论下手。尤以 

中论为代表。 

    中论说明一切法缘起、性空如幻的哲学，可以解释很多问题。如无明如何开 

始？众生有边无边（世界有边无边）？为什么以前人少？现在人多？这些从中观 

都可得到合理的解答。若我们要看近代人的作品，则印顺导师有三本书很可作参 

考。一是中观论颂讲记。一是中观今论。（就是中观哲学现代论，透过现代人的 

哲学，形上学来说明中观。）一是性空学探源。 

    以上讲缘起无我的佛教思想。各位研究佛学时，一下禅宗好，一下净土宗、 

唯识宗，东张西望的。这如同进了佛学的大公园，处处新鲜。我们在公园里久了， 

比较知道研究佛学起码的概念。 

四、正觉悲智 

    这是人生解脱最完美圆满的境界，就是佛。前面所讲大乘解脱思想可说是菩 

萨修学的过程。到此就是到了最高境界；即是一真法界。这个境界我们没达到， 

也说不上来，只知到是此是最圆满了。 

    以上是佛教思想解脱层次，佛法大概不出这四个纲要。不论讲那一宗，禅宗、 

天台、三论宗、唯识、华严都好，离不了这些。当然视个人理解境界不同，可作 

不同的看法。 

参、从解脱境界层面论生命之价值与抉择 



 

  说到从解脱境界层面论生命之价值与抉择 

  我们对生命的认识、领悟，影响我们生活行为的表现及对生命所抱的态度及 

追求的价值与抉择。在佛法上来说，生命之完成，生命之解脱，需要生命的升华。 

这在境界上有种种不同，即是价值观念的不同，究竟价值观如何呢？很不好说。 

有的人认为荣华富贵、高官厚禄，终其一生，这也是人生观。他生命境界层次在 

此此，追求的价值在此，所付出的代价也相等。 

    古代高僧如玄奘大师，他何以要冒万死一生的危险，到印度求学？他有什么 

享受？快乐呢？到印度取经，终其一生翻译经典，还没翻完就死了。这有什么值 

得？有什么价值？这是个人生命境界层面的看法而已。有人立志做总经理、董事 

长，他的价值在此，则他的生命层面就低，是一种短暂、庸俗、现实、功利的人 

生观。 

    宗教就是要追求理想无限的人生观。佛学思想业感缘起、识变转依、缘无我， 

甚至到正觉悲智人生观，是对生命最真实的完成，如此价值观与付出的抉择就不 

同。不是以短暂、有限一生，表面的现象，决定生命的价值。 

    今日世界如此充满灾难、罪恶，人类之所以角落、痛苦，就是多数人没有了 

解真实生命的价值而表现出来的现象。依佛法来说，只有大乘佛学的人生观，才 

是最值得赞叹、效法的。但是，放眼社会，几个人能懂得大乘佛学？几个人能行 

著萨道？不懂大乘佛学，则不能理解生命最真实的意义。不行菩萨道，则不能领 

悟生命最真实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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