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衆生契悟佛理篇

創造人間淨土乃和諧世界之根本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香港佛教聯合會在今年籌備了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從寶蓮禪寺6月23日舉

辦的「佛光照耀香港─離島區全民舞動慶回歸」到佛教聯合會6月30日舉辦的「香港回歸十周年鳴鐘大

典」等，無不說明瞭這些千載難逢的佛門盛事，只有在社會安定，國家富強和人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

自由的環境下才能發生，同時也反映了香港四眾弟子對祖國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以及人民的無盡祝福。

在金秋十月的今天，來自海峽兩岸四地；三大語系的著名高僧大德，諸上善人又齊聚一堂共同研討「共

建和諧世界，發揚佛陀精神」。此情此景，真可謂是「此方即佛國，滿堂皆聖人」。本人本著這一意趣

，擬寫了《創造人間淨土乃和諧世界之根本》一文，略述淺見。於此懇請诸大善知識，慈悲指正。

一、求生淨土到創建人間淨土

我們眾生的存在，是存在於所佔領的空間之上；我們眾生的活動，又是活動於廣大的空間之內‧任何有

生命的動物，高級的也好，低級的也好；空中飛的，海內遊的，陸上行的，他們的生存與活動，都是依

附於一個特定的環境之中，決不可能無所依住的，就是諸佛菩薩亦然。

依佛法說，能活動的生命是正報，所活動的場所是依報；所謂正報名為有情世間，依報名為國土世間。

「國土世間」有淨穢的差別，「有情世間」有苦樂的不同，我們發心依照佛法修學，所要做的事情，雖

說有無量無邊那麼多，但若把它總括起來，實不外於「淨化世間以進趣出世之寂滅」。

就「淨化國土世間」說，就是將那穢惡的世間淨化為清淨的世間；以「淨化有情」說，就是將那痛苦的

身心淨化為快樂的身心。如何將這兩大任務達到圓滿完成，主要在於一個「淨」字。而「淨」之所以為

「淨」，完全在於內心的清淨。印順導師根據經義曾說過這樣四句話：「心淨眾生淨，心淨國土淨，佛

門無量義，一以淨為本。」可見佛法的精義在一「淨」字；佛教所對治的重點又在於一個「心」字。《

楞嚴經》雲：「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大般若經》雲：「於一切法，心為前導，若善知心

，悉解眾法，種種世法，皆由心造。」藏傳佛教《一切法大圓滿菩提心普作王》雲：「心性普作王我自

身者，即是一切諸法之寶藏。」南傳佛教《法句經》雲：「心是諸法的前導者，心是主，諸法唯心造。

」可見一切法門，以明心為旨，一切行門，又以淨心為要。因此，是以修學佛法的行人，應如何做到在

「心淨」這點上痛下工夫，才能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才能做到「制心一處，無事不辦。」

然而，由於眾生的根性不同，喜愛不同，對於清淨所下的工夫，自然也就有所差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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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小乘根性的有情，見到人世間的穢惡，身心界的無限苦痛，乃積極的要求對於個己身心的淨化，希望

從身心的淨化中，滅除無始來的惑、業、苦的三雜染，入於滅身情智的清淨涅槃中，不願再在這穢惡充

滿的苦痛世間逗留片刻，所以他們對於淨佛國土的大事，不發生任何一點興趣。

但大乘行者則不然；菩薩以為，個己身心清淨，固然是很要緊的；而國土清淨的工作，也絲毫不可忽略

。所以《大般若經》說，菩薩在修行的過程中，是「攝受大願無邊淨土」的。因為，菩薩以救度眾生為

本，為了攝化無邊的眾生，同來修學佛法，必先為眾生造成一個理想的美滿環境。是以如何淨佛國土，

就成為菩薩和大乘行者的重大任務。

淨土法門的修學可以說在中國佛教界流行極廣，並且早已深入到民間。然而由於在弘揚這一法門時，彌

陀淨土的偏頗發展，致使一般佛法行者，只知有彌陀淨土，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再也不知有其他淨土的

存在了。殊不知，就佛法所說的淨土，不僅僅限於西方淨土，佛在經中開示吾人，「十方淨土是隨願往

生」的。我之所以這樣說，一方面固是仰信如來所說不虛，一方面也是從事實上所獲得的確信。

諸位知道，世間的一切，從緣起的觀點看，沒有那一樣是絕對的，一切無不是相對存在的。根據相對論

來講，現實中既有穢惡的國土，也必有與之相對待的清淨國土。

舉最現實的例子說：如有很多的佛教道楊，在某個時期內，還是一座齷齪的荒地，待經過人工改造建設

後，居然成了一座巍峨莊嚴的道場。雖說外在的環境，還是那樣的濁惡，而道場內的環境，郤可說是清

淨莊嚴。

又如一座美麗的花園，如有人在那兒整理清潔，自然成為遊人嚮往的好去處；假使沒有人去照顧它，讓

它蔓草橫生，任人便溺，不久必會成為一塊汙穢的荒地，可見淨穢完全在於有情如何去行；可見國土的

淨穢又是隨有情的淨穢而來。我們寶蓮禪寺之所以能由一百年前荒僻山林中的一間小茅蓬發展成為今天

南天佛國中的世界著名佛教道場，正是因為寶蓮禪寺的歷代住持和住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抓住機遇

，利益社會大眾的結果。寶蓮禪寺百年變遷的歷程，可以充分証明「淨土世界完全可以在我們人間建立

」。

話雖這麼說，可是事實上，我們所住的國土是一濁惡的國土，必經予以合理的淨化，始能改變它的面貌

，不然，我們身處在這世間中，四周圍的環境，總是逼惱著身心，不能獲得身心自在。所以怎樣建立人

間淨土，實為當前佛子的重要課題。無可否認，當前這個世界，不但充滿穢惡，而且太過險惡。我們大

乘行者，決不能一走了之，必須本著佛法的悲願，為這個世界多多設想，唯有將這世間轉化為淨土，人

類才能獲得安全美滿的生活，世界才能和諧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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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靈的淨化，人間淨土的建立，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

眾所周知，印度是娑婆濁世的國土之一，不但古代是很骯髒的，就是現在也很汙穢。但在《維摩詰經》

裡告訴我們：維摩詰居士所住的毘耶離大城，盡管是雜染不清淨的，但維摩詰居士的家裡，郤是一塵不

染的淨若天宮。《法華經》裡又告訴我們：「娑婆世界坦然平正，其諸菩薩鹹處其中」，由此看來，所

謂淨土，並不離開穢土，即在穢土之中，同樣寓有清淨國土，問題在於我們自己怎樣去做。

其實，佛法所說的淨土，不僅重視外在國土的淨化，而尤重於有情身心的淨化，如果身心不能得到淨化

，外在環境不論怎樣的淨化，居處其中的有情，仍不能得到安定，所以說，淨佛國土的建立，首先又在

於有情的身心淨化！

佛陀創教的本懷不是為了建立一套博大精深的哲學理論，而是為了引導芸芸眾生了知生命痛苦的真相及

其從痛苦中解脫出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群，人類所面對的痛苦也有所不同。歷

代的高僧大德們依照佛陀契理契機的教化原則，施設不同的教化方法，其目的都是為了使眾生煩燥不安

的心靈安頓下來。從這種意義上講，就如百川歸海，萬法歸宗，匯歸於「安心」兩字。人心的安定，就

是在社會的安定；人心的清淨，就是國土的清淨；人心的和諧，就是世界的和諧。由此可見，人心的力

量不可思議，開發心的潛能對培養健全的人格，創立人間淨土，建構和諧社會和創造世界和諧無疑都具

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法句經》第一偈雲：「諸法意先導，意主意造作，若以染汙意，或語或行業，是則苦隨彼，如輪隨獸

足。」這首偈說明污染的心靈是產生痛苦的根源。《法句經》第二偈雲：「諸法意先導，意主意造作。

若以清淨意，或語或行業，是則樂隨彼，如影不離形。」這首偈說明清淨的心靈是產生快樂的根源。《

維摩詰經》雲：「若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這句話說明，美好的社會從清淨心

開始。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一提到社會問題，便會怨天尤人，把社會不和諧的現象全部推給政府，把自

己的不開心歸咎於別人。其實，任何一種社會，經濟，環境等問題的形成，絕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非一

人一事之因所造成的，而是由眾人的共同行為，眾多因緣聚合而成的，這便是共業所感。因此解決大眾

目前所共同面對的問題，自然要從心入手，更要從我做起。一個人若能不斷提升自我，自己的未來一定

美好；若能萬眾一心拼搏，我們的社會一定會更加繁榮富強；大眾若能一起行動起來，清潔環境、減少

污染，我們的居住環境就一定會變成風光旖旎的人間淨土。綜上所述，人間淨土的建立來自於人心的淨

化；和諧世界開創的根本又在於人間淨土的建立。

因此，我堅信，在我們大家的精誠團結和共同努力下，從自我發心開始，從心淨、心安、心平開始，從

平常心、歡喜心、慈悲心開始，由「心動」而「行動」，那麼我們一定能創立一個和而不同，求同存異

，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人間淨土，一定能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最後我以心香一瓣，祝願世界和平，人類幸福，佛日增輝，正法久住，並祝願這次研討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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