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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各種宗教、學科皆宣稱他們的教義最

好，最究竟，認為只要跟隨他們的步履，必至

最高解脫之路。那麽，該相信誰？該如何抉擇

？如何定位各宗教？

　　首先站在佛教的立場，認為自己是純善的

宗教，了義之教，解脫的唯一之道。如站在教

義上看，在終極上確是獨尊。佛教如此高明，

是否不需要其他宗教或學科呢？眾生無邊，根

器無盡，因此佛教有八萬四千法門去對應。可

是，仍有很多眾生沒有佛教緣，固難度無緣之

人；亦有很多眾生沒有福報，不能得聞佛法，

固縱使佛教如此殊勝，還是未能度盡一切眾生

。世上沒有一種東西是純善而沒有缺點的，因

這個世界是相對的世界，有缺點自有讓其他宗

教、學科生存的空間。因此，其他宗教仍是需

要的，其他宗教的定位就是不讓眾生作惡墮落

；遵守為善的原則，努力向上；當圓善一切善

行後，自會繼續向上，尋求另外的發展。因此

，當一個其他宗教徒走到盡頭，轉而皈依、修

學佛法，並沒有抵觸誓願，只是另外加行皈敬

、修學，精益求精，並沒有放棄本身宗教的為

善原則、基本精神，不會忘恩於啟蒙之情。

　　其他宗教、學科猶如小學、中學；佛教猶

如大學。世上小學生、中學生很多，對小學、

中學的需求很大。因此，其他宗教的存在，是

無庸置疑的，佛教雖然涵蓋小學、中學，可他

的殊勝處不在此，發揮處亦不在此。他深知小

中學的局限性，副作用性等，對解脫道有所抵

觸，因此不太鼓勵。這也做成讓其他宗教發揮

的機會。

　　

  

                                      

    佛教與其他宗教的定位  寂慧

   

 

    萬法歸一，萬善同歸。這是所有宗教，

學科必然的歸宿。所有宗教皆有其進化的功

能，在人類的智慧下，層層升進，達到很高

的境界，但畢竟有所極限，原因是開始已將

其錯誤定位，加上其他的錯謬觀點，產生重

重矛盾，難以自圓其說。例如各宗教皆宣稱

有創世主、有獨一無二、唯我獨尊之主宰，

加上錯謬的因果觀念，無法使其教義臻於圓

善。此外，很多學術哲理達到一定水準後，

再難以突破，無法向上昇進，原因是人生錯

綜複雜，眾生廣大無邊，加上世事變化莫測

，一般教主、創設者沒有如是經驗、智慧去

洞悉不同的現象，只憑其個別領域、經驗去

創設一個學說，自難經得起考驗，最後走進

死胡同。有就此不了了之，有轉向佛道，尋

求更高的真諦。

　　佛教高明之處在洞悉一切皆是幻象，在

幻象下，沒有唯我獨尊的主體，沒有主體，

當然無有高下、無生滅、無人我、無來去。

一切隨因緣的生起及消失而變化，川流不息

，謂之無常。佛教除了教理的智慧之學外，

尚要實踐的證理去穩固，體證真諦，才能解

脫。

　　可見單憑佛教的教證去成就，實在非常

困難，如果沒有其他宗教的引導向上，眾生

只有沈淪苦海。各宗教的定位是接引有緣眾

生向上，向善，掃除其業障，使有機會接觸

佛法，從此邁向解脫。從形而上說，眾生福

報不夠，難以企及，難以入門，必需從他途

積聚資糧，去除業障，才能入佛之門。此之

謂佛法難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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