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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創造了神  提舍

  

 

  

不肯合群的過患  提舍 

 

    有些宗教說：神創造了人，神創造了宇宙萬物。

    可有想過人創造了神，人創造了宇宙萬物嗎?

    初民飽受風吹雨打，惡獸的侵襲，於是創造了房子，安適其中；創造了武器，保護自

己，免受強悍的惡獸加害。天災，地理資源不足，使人們挨飢抵餓，甚至餓弊，於是人創

造了耕種，創造了貨倉貯糧，創造了貿易。人們可以從無到有，從垂死到富裕。人需要心

靈富足，需要提昇，成長，於是創造了文化、哲學、藝術。人感受到命運共同體，萬物同

源，於是創造了救世大業。人感受到生命脆弱，生死怖畏，於是創造了宗教，擺脫輪迴，

乃至創造了神。

    佛家說：世上沒有永恆不變的東西，沒有一件事物不需眾多因緣集合而成，沒有單一

因的事物。而神正是永恆的，單一的，與佛家的理論相違。

    初民在天災人禍中感到無奈、無助，於是創造了神，有所依傍，有所歸趣。近代人較

獨立，較能掌控自我，對神的概念亦淡薄。亦即是說神的概念因環境不斷變化。

    孔子臨江概嘆：逝者如斯，不捨晝夜。孔子看到江中流水，無限感觸。但流水本身，

只是向前奔馳，沒有任何感觸，沒有任何反應，不會想過停下來，慢下來，不會想目的地

在那裏。同樣，不管神存不存在，流水亦只是向前奔馳，與神毫無關係。

    人是偉大的，他在世間創造了萬物，賦與萬物無數意義。廣袤的大地海洋，可以創造

經緯線，不致迷失。廢鐵一堆，可以令其變成車子，穿梭於人間，乃至太空中；以微笑禮

讓，互助創造了世間和諧，幸福，乃至上升天界，享受無窮喜樂。

    佛家說：心生萬法生

            一切法從心想生 

            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萬法唯心，萬法唯識

        人是群體動物。

    人不可離群獨居。有不少人認為他們可以遠離人群，或獨喜孤獨，對人感到失望，不

願與人交往。其實他們因為受到傷害，帶有陰影，才不願合群，但心底仍渴望有共鳴之人

，仍渴望有知己，「得一知己，於願足矣！」有些人平時很少與人來往，但他們通過電話

，社交媒體，無時無刻不在與人溝通，不需會面，減少利害關係，自能陶醉於間接的群體

中。孤獨，源於未能找到共鳴之人，被迫不合群，錯誤地以為自己喜歡孤獨，不合群。

    中國傳統歌頌隱士，世外高人，山水畫中儘是獨坐天地間的隱世之士。寄情山水，不

與人交往。佛世時，大弟子迦葉尊者頭陀第一，不喜與人交往，可是他卻能融合於其他弟

子中，追隨佛陀遊行於恆河兩岸，就是佛涅槃後，他仍集於眾人中，作出適當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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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少佛教徒離群索居，不肯融合於人群中，尤其不肯與教外人士來往，這皆是

源於我慢，瞧不起他人，認為他人俱是穢垢，不肯相處，當然受到其他人的歧視，做成孤

獨，而不滿情緒，慢慢延展到與教友的相處，最後變得孤僻冷傲。

    不合群，是否個己之事而已？非也。不合群，不但對個人身心不好，且做什麽事也不

能成功，別說經世大業需要很多人參與，就是小小一間公司，亦需眾人合作才能生存。

    因此，任何人應該找一個群體，或組織安住，或是多個群體，融入其中，從中發揮自

己的才能、抱負。現代社會，已沒有個人主義的空間。任何事情，必須集合眾人之力才能

完成。但從另一方面看，能集合眾人之力，則無事不辦。

    

     戒律表面上是對個人的制約，不讓出錯，不讓受苦報。但其內是無限的慈悲，對自我

的約束，不讓侵損他人，亦不會濫慈悲，是行中道的人際關係。佛行者雖有很大的福報，

但不會浪費，甚至節儉，將資源留給眾生。因此，佛陀和他的弟子雖人數眾多，耗用的資

源卻有限，彷似不作任何留痕，當然不會侵損任何眾生。

    戒律禁止僧眾囤積、謀利、爭奪等，沒有利之所在，甚至只有利益眾生，而不需回報

的情操，自然受到廣大歡迎，與社會大眾相處良好。雖然於其他人有極大分別，卻能和諧

相處，不被排擠。可見戒律能自由於世俗外，甚至受到保護。於世間，亦有法律的制約，

維護個人權利、自由，亦保護個人安全，免受強者的欺凌、侵損，這是共通的。而國家法

律的制約是刑事的，佛教戒律則是道德的、因果的制約。

    出家戒、在家戒是否各別不相關？出家、在家眾同是邁向成佛之道，既然目標一致，

其精神當然一致，只是身份不同，當然需要適度的調適。即是說，在家眾同樣需要戒律，

需要參考出家眾，應用於在家生活中，例如出家戒禁止僧眾與異性單獨相處、禁止與異性

作挑逗性的交談，同樣適用於在家眾。弘一大師晚年做《南山律在家備覽》，聲稱將戒律

的精要寫於書中，更鼓勵出家眾閱讀，可見出家、在家戒有其共通點，只要掌握戒律精神

，自能一以貫之。

    佛陀很在意社會大眾對出家眾的觀感，若有譏嫌，必儘量恆順社會大眾，制定戒律防

止對社會大眾的困擾。並沒有認為出家眾比社會重要，世人必須對出家眾禮讓，出家眾更

嚴守國法。因此，戒律是平等的，在融通社會上，常以大局為重。

    制定戒律的背後，要合情合理，不致「索隱行怪」，亦不會流俗，顛倒；要有紀律，

合乎禮儀，但不會太僵執，不近人情；處處表現皆利於人，不會無的放矢，綺語，務求不

於世間有所侵損、浪費。處處以利他為先，彷似於世間不作留痕，不曾存在，只為於世間

利益有情，徹底忘我。

戒律的融通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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