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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間法上可看之人事物很多，有人喜歡看山，有人喜歡看水，有人喜歡

看書，有人喜歡看人；有人喜歡看各種表演、喜歡看各種奇人妙事，喜歡看電視、

看報紙、看網路……喜歡看的很多，但為什麼不喜歡看「因緣」呢？所謂「因緣」，

看起來好像很容易懂，比方，人和人之間彼此要好，就會說「我們好有緣啊！」

如果不好，就說「他們沒有緣」；我們有緣千里來相會……其實，因緣不是這麼

簡單。因緣就是條件，世界之成立、人類之生存，哪裡能缺少因緣？ 

 

  星雲大師(以下簡稱大師)在本文中有一段話讓我印象深刻，大師提到：「貧

僧有一雙眼睛，過去也有看的功能，我從小立志就想看世界，看社會的苦難，也

可以說，我真正喜歡看的是──看「道」。道是什麼？道就是因緣，道就是佛法，

道就是佛教。貧僧初出家十年中，因為貧窮，沒有錢可看，也看不到錢，錢在哪

裡？我也不知道，也不太覺得錢有什麼了不起。出家後，每天都是看佛像、看菩

薩像、看羅漢像、看莊嚴的殿堂、看佛經、看老師、看同學等等。後來在此中覺

得，「看」的東西很快忘記。比方說，太遠的東西看不到，隔了一道牆也看不見，

乃至現前看到的一段人事因緣，過了一段時間也就過去，都不一樣了。發現「聽」

比「看」好，老師們談古說今、談佛論道，聽得我津津有味，回味無窮。之後，

貧僧又慢慢感覺到，感官的看、聽，所謂「眼耳鼻舌身」對應的「色聲香味觸」

都不究竟，看來看去、聽東聽西，都與自己無關。」因此，可看出若我們在日常

生活中能經常審查自心，就會發覺貪瞋癡與無明經常隨侍在測，很容易影響我們

的六根清淨 

 

在個人二十多年以來對星雲大師之瞭解，佛光山所有信徒跟大師關係主要是

「佛法的因緣，也就是法緣」，佛光山的數百萬信徒經常為佛光山出錢，一下繳

納會費，一下點光明燈、一下這個活動贊助，一下又那個活動捐款，整年總有許

多對社會、對人生有益的事情可以參與。大師經常警告佛光山徒眾，要把信施和

個人私有的財務分開。其一貫作法是有的信眾對教育熱心，就不要他贊助文化事

業；有的信眾對文化事業熱心，就不要讓他在教育上再支出；有的信眾在慈善事

業上發心，就讓他專心做慈善事業；有的信眾歡喜法會共修，就讓他參與共修。

因為分開，大家負擔就不重，信仰就不會有壓力。大師在本文中亦提到：「佛光



山辦了叢林學院海內外各級佛學院，數百名師生，光是他們的衣食住行，我哪裡

有能力？這要多少的因緣來幫助。我籌辦五所大學，還有中學、小學，我哪有能

力？也需要百萬人興學的因緣來共成。甚至於文化、慈善的事業，我哪裡有能力？

那也是拜一切因緣，眾緣和合所成就」。 

 

個人記得在 2010 年全國教師生命教育研習活動中，大師對在座近 500 位全

國教師慈悲開示：「你可以用尊重包容對治你的嫉妒，你可以用慈悲喜捨對治你

的貪欲，你可以用溫和體貼去除你的瞋心，你可以用因緣明理去除無明愚痴。而

貧僧身為一名出家人，要為佛教，要為眾生，所謂「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

儒家說「三十而立」，我雖不知道自己有立沒有立，但知道靠因緣才能成長自己。

我把自己「色身交予常住，性命付予龍天」，因此就從不計較個人之有無，只想

為佛教前途去奮鬥。」其實，佛陀證悟的「緣起性空」，它的基本意義是：「空依

有立」、「事待理成」、「果由因生」，佛陀是人成的，能夠成佛，是多少的因緣才

能從人界到佛界。個人學佛近三十年，而接觸佛光山的人間佛教至今邁入第二十

八年，對「因緣」非常有感觸，世間法中人事因緣很奇妙，當你因緣不具備的時

候，煮熟的鴨子都會飛了，當你具備因緣，你不去找錢，都有人自動的送給你，

給你助緣。個人珍惜可以服務眾生、社會、學生與生命中需要被幫助者的每一次

因緣，從佈施付出中去持續履行佛光山提倡「四給：給人歡喜、給人信心、給人

希望、給人方便」作為有生之年努力之目標。擁有因緣就能擁有真理；擁有真理

就能擁有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