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的路             盧榮章  二千零五年于多倫多 

    時代巨輪不停地運轉，人身在生老病死中、思想在生住異滅中、事業在成住壞空中、同步地循環不

息運作，人世間的歷史上，便不斷添寫悲歡離合，和可歌可泣的興亡事了。俗語說：「人各有志」，說得

明白一些、就是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生存目的；儘管他是一個植物人，身心兩方面活動都受到限制，不過

生理上的生機，仍然朝向生生不已生存目的發展‧一般人來說，自然是各別不同，一生都在馳向成功的

路上。 

妙法蓮華經說：「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這是說明由人成佛目的是甚麼？就是“大

事因緣＂而己，甚麼是大事因緣呢？大事即大眾生命幸褔的事情，大事因緣就是大眾生存的時候、和多

元因素的關係；祂用言說來啟發教導，使人們明白真現實而得到幸褔的人生，這便是由人成佛其中偉大

的使命，在祂幫助大眾生活革新期間，其中演變過程是沒有流血、暴力、鬥爭、欺騙、杆格等事情，而

達到自由、平等、慈愛、互助、智慧和幸褔的生命，這便是佛教目的，和真現實教育方法善巧運用的成

果‧祂在還沒有成功的時候，走的是甚麼路？有甚麼辦法走上成功的路？這一篇文字是循　有志成佛的

人，他們怎樣履踐目的「成功的路」方面探討的。近代的太虛法師說：「如果發願成佛，先須立志做人」‧

明顯地說佛是由人成就的，並不是生來就是，亦不是鬼神或異人傳授而成，更不是發現甚麼祕笈或咒術

練成，而是由人發願立志，腳踏實地由人生開始，面對現實、不是逃避現實、更不是厭離現實、只是在

日常生活和森羅萬象的宇宙中、光怪陸離的社會人事裡，沒有忘記自己的志願，依循釋迦牟尼的教育，

也就是祂的真現實主義教育，靈活地投入和撫慰勉勵協助他人，這是每人都能做得到的第一步。 

其次是要清楚釋迦牟尼，還沒有成功時走的是甚麼路，和怎樣走上成功的路；關於這方面，我深信

祂是有先後層次進行的，決定不是東撞西撞，就可以撞出成功的路來‧現在先引述太虛法師、對佛陀真

現實主義教育的解說，去了解成功的路，在理論和實際的情形‧甚麼是現實主義？這是佛陀無主義的主

義，除此以外，其他的主義、沒有一個不是不現實的、同時是有主義的主義；例如宗教執　唯神、哲學

和科學執　唯我或唯物、實驗或實際、實用或實証、現實等等主義，似是現實、但仍然沒有擺脫唯物或

唯我的執　，所以說是有主義的主義，有主義是指先有所執　主觀成見的意思；至於過去孔子主張的、

似是現實主義，不過仍是有拘局的，未窮究到現實的全體，故此佛陀無主義的主義、才是真現實主義，

譬如鏡涵萬流、含容一切，如果不是到佛的階段，是不足以配上真現實主義這名字。 

佛說的現實境界又是怎樣？太虛法師列舉四點說明： 

一、現變實事，現前無止息轉變的是實在事物，此事物的因素不是在現前無止息轉變的實在事物之

外，因此不能夠執　物質的元素、是現前事物的根本。 

 

二、現事實性，現前事物的真實體性，這事物的真實體性是沒有的，因為一切事物都是因緣俱足才

發生，真實體性不是在因緣事物因素外存在，不能夠執　真實體性是萬有事物的根本。 

三、現性實覺，現前真實的體性，是能覺知得到，但是不能拈示的，它的真面孔就是這樣，是智慧

和真體的現前真實情況，不是　激的謬論。 

四、現覺實變，現前覺知真實的智慧，對事物無止息轉變，這轉變和覮知沒有捨離，這覺知的心是

不可思議的。 

現實境界就是這樣，佛窮究了現實的全體，由體証後說出來，這樣成立｀以心為本＇的佛法，因此

唯有佛說的現實主義，纔是真現實主義。現實主義的好處是甚麼？簡要來說；是徹底的自由、平等、無

私、解脫。法師同時　述有不同的觀點： 

    一、徹底的因果現實自由，宇宙萬有事物，從因至果，都沒有不變的本體，乃至精神方面，亦無永



遠的我体，因為同是因緣生起的原故；不過在現實中，一一都是超然獨立的，自由發展的。 

    二、徹底的平等而差別宛然，平等是指事物理性的一面，在人的身心，都是平等具足‧在宇宙萬有

事物中，由明白和不明白、演變成進化和退化截然不同表現，不過人生世界的真義和價值，是由進化才

不至墮落。 

    三、徹底的社會和個人關係，社會不過由個人擴充所成，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兩者都是真實的一

部份，任何一方若有偏差，結果只有崩潰和窒　；演成兩種極端現象‧我們應該了解萬有事物，同是因

緣成就產生的，兩者融匯一起，便不會演成破壞，由近代化進入將來的文化。 

    四、徹底的無常和永恒，宇宙萬有事物從因緣所生，但是各各沒有不變自性，所以世事無常是恆常

現象，無常和永恆是互存的，不待演變而融匯；這似辨証法的矛盾統一、統一矛盾的理論，變幻、生滅、

對待都是永恒的。 

唐朝的賢首法師，根據華嚴經；說四種無障礙境界：即事無障礙境界、理無障礙境界、事理無障礙

境界、事事無障礙境界，同是真現實的演繹；上來真現實教育理念，已大略說過，現在再談怎樣走上成

功的路；有人說：「一門深入，省卻走枉路，最為直捷了當」。楞嚴經說：「方便有多門，歸元無二路」。

維摩經說：「依法不依人、依義不依語、依了義不依不了義、依智不依識」。一般的有信、解、行、証四

漸次。後兩種多為一般人採用，前兩種是特殊的情形才用得　，這裡單介紹後一種，而且側重｀行＇方

面來討論，因為說得一丈，不如行得一寸，說食數寶、是得不到真實受用的。上面開始到這裏，已經包

含信解兩方面，有了正信、同時明白佛教的宗旨，安心做份內的事情，就等於正信佛法、和明白佛法的

理念，這時應該立刻身心投入去履行了，向下是綜合法師意見的語譯介紹，對行人上路的解行，相信大

家讀過都會明白。 

從人類進化歷史開始，民間的政治方面；由酋長部落、到君主國家、到人民共和，宗教方面；由祟

拜自然現象、到多神、到一神、到人間的聖人、到沒有宗教，兩方面愈演變就愈進步，到將來世界大同

時；政治回歸到無治、宗教回歸到無宗教，正所謂得魚忘筌，政治和宗教的名字，亦不再存在了。 

學習履行的態度，貴在真誠坦率，幸褔需要的是真幸褔，不是要求榮華富貴和名譽家庭等；過眼雲

煙的享樂，那只會造成社會階級懸殊、和混亂不穩表現，現代人文明和資訊發達，造成瀰漫虛偽，舉世

知名人士們，做大事享大名，如果只從言論看，古時的賢聖豪傑，也要退避三舍，不過揭開他們的假面

具，黑暗醜穢、混雜放肆，令人反胃，因此真誠清淨自重的人，便有憤世嫉俗的舉動；有遠離人間避世

去、有迷信神鬼具有特異功能，便進入宗教圈子裡、有抱石沈淵，用死來解決，他們都是為了遠離這個

污濁世界吧！不過亦有悲天憫人思想的，思維到抉除虛偽，披露真現實的人；根本解決的辦法，是徹底

清洗世間虛偽的習慣，使人間真現實的境界重現。在西方人文化裡，認為名譽是第二生命！而名譽是甚

麼？那是個人所做的事，能夠非常突出顯著，社會便給你酬謝，表示你的功勳。到了成名的時候，立刻

就被拖累了，愛惜已經得到的名譽地位；一切運作舉止，都多方面顧慮和忌憚，說話和做事多違背良心，

應說不說、應做不做，從此便是一個偽君子，終身是一名奴隸而已；外表上好像得到大名譽，自以為此

後便名垂千古！可惜早就喪盡真誠，只做到虛偽的延續，將虛偽毒素漫延世界，這是世間大罪人吧！我

們做人做事，最重要是信念真誠，這信念所倚憑的是甚麼？那是純善的良心呵！祂是我們任何運作都不

應捨離的，如果一動一靜、一言一行都和祂在一起；雖然全世界都給你崇高的名譽，或相反對你毀辱和

詛咒，你都不會歡喜或難過的，因為你的心、就像絃琴上一條拉直的絃線，不會遷就任何一邊，活活潑

潑地不汙染。維摩經說：「直心是道場」。孟子說：「浩然之氣，至大至剛」。王陽明說：「但憑良知，即知

即行」。那便是個沒有恐怖、沾滯、趨避、顛倒的一個現實的人了。 

也許你對現在上路，還有小懷疑；既然佛陀過去、在真現實教育是澈底成功的，為甚麼到現在不能

普遍被人接受呢？答覆是今日佛教、未能被普遍接納，是由於過去有幾百年時間，佛學拘限於出家的僧



侶中；他們對佛學多局限在形式化，忽略了現實教育的真精神，而今日世界，政活、學術無一不在變，

佛教長期經歷國家和內外戰爭，多種影響演變後，正處在青黃不接的時期，傳統的多變質了，餘下的是

大半個空殼，時代文化等不同，所以未為一般人接受吧！佛陀對全人類，就像一個獨生兒子般看待，絕

對沒有親疏、出家在家、和地域界限區別的；過去的維摩詰、李通玄、都是有成績的在家佛教徒，現在

世界上任何人仕，如果抱負偉大的思想、沈重的志願、深遠的慈悲、宏毅的魄力、希望擔當救世大使命

的人出來，都是我們深心盼望的！ 

目前世界上的宗教，佛教仍然是五大宗教之一，人數可以說亦不少的，可惜多數違背佛陀教育宗旨，

沒有學習過去佛在世時，五十年不斷諄諄善誘教育精神，不知道凡是有益人類的工作，都是佛過去經歷

過的；相反地厭惡和懶惰，做成數不清的流弊，如果能群策群力，從事利益人類的事務，就等於學習佛

法‧例如所做一切事務，都應該勇猛精進去做，廢棄不幹的，便是自己斷滅成佛的種子了，隨時代國土

風俗環境的不同，工作是有差別的；如果在自由共產主義國家，從事農礦勞工、醫藥教育、藝術等工作‧

在和平民主主義國家，可以加上警察律師、官吏議員、商賈等行業，一切工作的人，都是從行為進入佛

法的，因此要維持佛教下去的話，更有五件事不可以沒有的：一、不可沒有自由組織的團體。二、不可

沒有勇猛犧牲的精神。三、不可沒有培訓求學的志願。四、不可沒有實行博愛的籌備。五、不可沒有安

心立命的學習和體驗証明。除此以外，目前在佛教中仍存在兩種危機，我們必須要清楚小心，不要重蹈

覆轍；那是對新的在家和出家佛教徒來說的，舊的這裡不談了，在新的一簇、他們由於不清楚、和不願

意安份在自己的崗位上；這基本的原因，是沒有先從信解入手，自我中心執著深重，急於表現自己和得

到成果，或企圖藉　佛教去達到某種目的。 

先說在家的人，多喜歡摹仿出家人的生活；早晚敲磬打魚、誦經禮懺、吃素放生、認為是當然的事，

祈望藉　這些行徑，能導至發財，晚年得享安閑生活，對家庭和事業，都認為是一種負累，以敷衍態度

應付，大部份時間都抽調到寺院去，隨喜度亡、唸佛、參禪等，亦有不顧父毌妻兒而去，有悖倫常道德

的，不應做的　去做，皂白不分‧過急的更認為傳統佛教，已經和時代脫節，寄望藉佛學會、居士林等

名義，去取代僧侶來主理佛教‧這種情形，今日世界各地的佛教團體，大有人如此作為，這全是錯　的，

亦是引至一般人　會、以為學佛和平常生活會完全相反，就算自己做得到，親友們和事業，對這改變的

後果如何？這是合情合理嗎？因此　步不前了。其實在家的人，應該從平易標準入手，在信解後、先養

成高尚道德的品格，精博優良的佛學和科學知識，飲食婚宦和世人無異，有正當社會、倫理、愛情、和

家庭生活，這都是佛教許可的，至信解堅卓不可搖奪，才接受皈依，做一個佛教徒‧事業方面，可以自

由選擇政治、軍事、實業、金融、勞工、傳媒等各界去發展，只要做官是好官、務農是好農、從商是好

商、這便是實踐學佛的菩薩因行。 

出家方面的，更要明白目前佛教複雜的源由，那是來自久遠的；過去中國是以農立國，大部份平民

是低文化農民，統治的圈子裏，文化比較高和富有，那只不過是小撮份子吧！在佛教初傳來時，都是很

少的外國僧人，他們都極忙於佛經翻譯和解說，生活上的需求，完全由國家和富有的善信供給，原始佛

教出家人、行化乞食的制度，可以說從來沒有實現‧再加上當年接受佛教人中，出家的多屬高級知識分

子，他們在經濟上，對生活是沒有問題的，加上文化上的習俗，賤視不務工作乞食的人，因此比丘的涵

義中一種｀乞士＇，在中國是有名無實了。禪學系深知這樣下去，將會帶來長遠影響，唐朝的馬祖道一

禪師，便率先在經濟方面改革；以務農自營生計，遠離世人的譏譭，其他的學系、生活沒有大改變，同

時以深厚文化基礎，去接受佛法，將佛陀教育的文獻，關於義理方面，發揮得淋漓盡至、光茫萬丈，將

印度佛法簡單的分系，演變成中國佛學大大小小的十多箇學系，不過時代久了，漸演變成理論化、學術

化，雖然經過千多年時間，大體上都是沒有更改。直到清朝、可能因為滿族的統治者，未能全部接受漢

族的文化，民間反清復明的浪潮，一直成為政治上大問題，洪秀泉的起義，幾致清政府被推下台，清朝



統治的皇帝，都是信仰佛教佔多數，他們妙想天開，以為可以利用佛教的思想統治國家，所以一方面獎

勵各學系的僧人，朝向學者方向發展，另一方面利用神道設教的愚民政策，使廣大的人民，對佛教產生

迷信觀念；以期達到一箭射一串鳥的收穫，結果禳成佛教腐敗叢生，僧人數字創下歷史新高紀　，他們

大都是文化很低，只是為討生活才出家的；佛教便和清政府一樣，由腐敗而崩潰，造成的厄運，使佛教

變成大半個空架子，當時一般信解末具的人去出家，可以分成兩類：一、消極的，由於事業、愛情、經

濟、政治、家庭、受到挫折；或不願工作和沒有文化，去適應新環境，而前去出家，或以為從此可以遯

隱山野、孤芳獨賞、自鳴清高、逃避現實之流，都是負面的一簇。二、似是積極的，他們從他人講解，

或文獻中片面認識少許佛學，便希望炫耀所解知識、表現自己才華能幹、出了家便等待寺職分派，和期

待將來做主持終生為鵠的，如在經濟充裕時，唯知建寺、塑佛像、印經為事務，亦有只向辦學、宣傳、

參加社會工作為目的，達不到的話，便捨戒還俗，不再理睬佛教了。結果由這兩類人進入佛寺；造成的

是自私和腐敗，演成龍蛇混雜，完全變了質的佛教；用迷信超渡亡魂、嫍媚善信、使用不同手段去歛財

來作生計，子孫廟的剃派、和學術傳承的法派、便充塞其中，延綿不輟地上演可恥的鬧劇。那麼今日正

信出家的人，又何所適從呢？當你清楚現實和原委；更要放眼世界，遠看西方唯神主義的宗教，它們經

歷中世紀長期的文化大革命，近世紀的工業革命，宗教和民間的溝通，已經和文化溶匯而和諧共處，他

們過去對佛教不了解，故有隔膜，現代已經由探討研究，而到實踐階段。今日中國亦隨時代出現了新局

面；有注意到組織管理的、文化教育的、醫療濟貧的、自律苦行的、各方面實質推行了，故此新出家的，

不要因為清楚我們佛教、身上滿佈瘡疤而氣餒，便為五斗米折腰，出家投靠腐化的寺院，或走向自私遯

隱的生活。 

現代人由信解後出家的，應負上僧人偉大的使命，本身嚴格維持如法的生活規矩、忍辱負重的信念、

克苦耐勞的習慣、作為最根本的，向積極和消極兩面同時並進；一、積極的，真修實踐渡日、勤學明理

傳教、捨身服務人群。二、消極的，自營生計，從工作取值維持生活，如參與教育、文化、醫療等，唯

著重簡樸。以嚴謹態度親近前輩，不要只憑傳說的、傳統的、時尚風氣趨向的、文字記載的、有權威的、

名氣大的、便前往依止受教，必需經過思慮、實踐、體驗、都証的是無私的，對人類現在、未來，都是

能夠顯發智慧和引致幸褔，纔決定去依止隨學。在同學中，有因環境身體上無法適應的，要寬許同情他

們，還俗在家學習；因此去揀除虛偽份子，混雜在僧寺中。新一代的出家人，能在上述情況中成長的話，

再進一步依世間共和民主文化，建設人間佛教：整理中國僧寺制度，革除神道設教的迷信，介紹佛陀｀大

事因緣＇真實的教育，培訓他們學習持戒和慚愧。在家族化的剃派、法派的私傳制度裡，闡明他們在歷

史上，是封建時代的產物，是自私和不合時宜的，介紹正命的理念，俾能適應現實的社會人生。對腐化

渡亡奉事祖先牌位的，改為資生服務群眾事務。遯隱避世的嘉許精進，勉勵為人類發慈悲願。以反信教

的學術精神、反玄學的實証精神、反因循世襲的創化精神、不貪慕個人速修速証，或學術上的成就，主

動領導在家信徒，敬信三寶，深信因果，安定心志，行四攝法。引導世界人民、共同促成大乘人生佛教，

使十善風俗普及於人類，得到佛法的利益；為今日的松柏、庇蔭世界上所有的人。 

跨上成功的路，可以說沒有祕密的，解行必須同時，但仍有層次的循序漸進，欲速不達，不能過急

的，但又不能一曝十寒，那又很快連影子都沒有了，還上甚麼路？現在每人都是走不同的路，不過佛走

這條｀成功的路＇，是智慧和幸福的，這條路不是一天可以走完，是需要意志、決心、毅力、恆心、愛

心、不能夠用貪婪、佔有、暴力、期待、虛偽、幸運等態度去進行。因此最後還有忠告要說：一、正想

上路的人，不要憑　你的文化知識，和人生經驗，用來對現實教育下論斷，和指導他人。二、出家的，

對傳統師承、個人文獻上認識的，都不能過於肯定，那不過是你個人因緣的際遇，還沒有實際體驗和証

明的一種學說而已。三、腐敗自私的，出家或在家人都是一樣，不可以繼續抱殘守缺、坐井觀天、錯認

霓虹作彩霞，那時代已經過去了。人民的眼睛是雪亮的，歷史上見証釋迦牟尼，當年不是否定事實存在，



來施行教育的；祂是在色彩繽紛的不同宗教、哲學、文化、階級、性別、種族的現實社會中，將自己經

驗體証的真現實，和盤托出；開啟了人類智慧的心扉，共同安渡幸福的人生‧把自由、平等、博愛、清

淨、活現在人間，這不是天方夜譚呵！六祖慧能說：「佛法在世間、不離世間覺，離世覓菩提、恰似覓兔

角」。太虛法師說：「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金剛經說：「佛法平等，沒

有高下的，這就是佛經驗証明、真現實絕對待究竟的真理」。妙法蓮華經說：「我是已成佛、你是當成佛」。

這許多言語引例，和釋迦牟尼當年大覺大悟時，親証所說的：「實在太好了！實在太好了！原來世界所有

的生命，都和我現在一樣，具足智慧和幸褔的，可惜都和我現在一樣，的是他們過於執著，日夜都在夢

想，因而枉受痛苦吧」！我深信祂們沒有說謊話。問題在我們的妄想大多，執著更非常堅固，所謂｀堅

冰三尺，不是一日之寒＇，現在就用我們堅決意志的破冰船，開掘出一條「成功的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