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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與政治  寂慧

  

 

    從來政治場是萬人爭奪的地方。政治場

是一個大染缸，容易使人墮落，受害。可是

，人們仍是前仆後繼地湧進，皆因當中有重

大的名、利、權，使人嚮往，迷失。

    佛教的教義主張遠離名利，因名利充滿

風險，使人墮落，與修道背道而馳。因此，

佛教不主張參政，甚至遠離人羣，保持清淨

，不為世所動，成為俗世中的清流。可是，

佛教亦主張入世度生，甘冒受傷害而令眾生

受樂。政治是眾人之事，入世度生，參與政

治將事半功倍，有效達成目標。這做成了一

定的矛盾，引來了不少爭抝。此中的平衡點

，該如何拿揑？

    佛陀本來是太子，成道後可輕易加入政

治圈，作弘法利生之事，以其才能及地位，

定能產生很大的力量，成就一番大事業。可

是佛陀有意無意地遠離政治、權貴，穿梭於

恒河兩岸，利益無數人。佛陀有圓滿的福德

與智慧，不論作何事，皆可圓滿成就，毋須

周旋於政治人事中，虛耗光陰及精力。因此

，他全力於弘教事業，不作無謂的應酬，他

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反觀玄奘大師，他的福德尚未圓滿，必

須借助皇帝的力量去成就他的事業，無可避

免地，他要與權貴打交道，周旋其中。可是

，他亦有很大的才能，可以自主自己的道路

，偷渡離國，選擇翻譯事業等，但亦須滿足

皇帝的一些要求，如撰寫《大唐西域記》及

翻譯某些經典。玄奘大師亦是一位很有才能

之士，皇帝很想他助其管治國家，卻被拒絕

，只醉心於佛教事業；但面對無上權力的皇

帝，他必須戰戰兢兢，堅持自己的理想，但

亦不能拒皇帝於千里外，不能得罪皇帝，甚

至需要借助皇帝的力量，在適當時候教化皇

帝，使其踏上佛道，那是為人亦為己的世俗

周旋。

    有很多才能不足，經教不夠之士，本著

一番熱誠，使命感，努力弘揚佛教。可是，

由於力有不逮，必須仰靠權貴，才能作出一

番事業。他們很清楚，單靠自己的能力，難

以有所作為，若能攀附權貴，很快便有事業

基礎，對佛教，對自己皆有莫大利益。只有

忍氣吞聲，甘願被權貴擺佈，甚至羞辱，去

達成他們的目標。

    總結來說，像佛陀般福慧圓滿，當可自

在弘法，毋須依賴權貴；而未圓滿之士，當

平衡於權貴及理想之間；能力較差者，只有

仰賴權貴去達成心願。他們皆有一強烈的意

志，達到弘法利生，自利利他的目標，只是

因應才能而有各自的適應。

    政治是名利及權力的總集，利用得當，

可發揮弘法利生的重大力量，但亦有很大風

險，置身其中，可能會被此大染缸埋沒。面

對政治的得失，難免使人輕嘆，發出無奈的

唏噓。

    於此兩難局面，佛子應順其自然，衡量

自己的興趣、才能、使命、發展，浮沈其間

。但必需有一穩實的宗旨，不能在大染缸中

墮落，畢竟學佛的宗旨是向善，導向解脫。

欲速不達，甚至錯走回頭路的結果，沒有誰

想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