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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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