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學佛目的和任務

無論做什麼事，都要有一個目的。做事如果不預定一個目的，我們可能

會迷失方向，半途而止 ; 或者朝三暮四，改來改去，不但浪費時間，徒
耗精力，而且結局也往往不會收到美滿的效果，甚至或會留下許多懊

悔，造成自己一生的遺憾和不幸！

我們一般人到寺廟來，大都是祈求平安，如意，健康，長壽，升官或發財，
也可能為自己祈求，也可能為家人或其他人，這是人之常情，總是希望一
切能順利，美好。如果您很誠懇的祈求，佛菩薩也盡可能會滿您的願望。但
是佛法說 : 世間是無常的，目前滿足了您的願望，將來因緣的變化，這些
順利美好的情況，也可能會改變。這一來的改變，我們就覺得不滿意，甚至
痛苦。

今天我們作為一位佛教徒，首先我們要認清學佛的目的，學佛的目的

是什麼呢？不僅是上面所提到的平安順利如意，要更能改善自己，將

來比現在更好; 最终的目的就要「轉迷成悟」和「斷貪瞋癡」乃至能「離
苦得樂」。這樣子的學習，我們才能由人，轉凡成聖，以至於成佛。這才

是佛出世於我們這個世界的最終的目的。

迷和悟，是相對的名詞。迷就是不悟，悟就是不迷。不迷，就是聖者；不

悟，就是凡夫。凡夫愚昧，不明人生理性本然的真如，也不明宇宙緣起

無常的事相，由無始劫來的貪瞋癡煩惱，所以執我執法，起惑造業，流

浪生死，長淪苦海(惑, 業, 苦)。佛號覺者，覺而不迷，有大智慧，對於
人生理性的真如(如理智)，宇宙緣起的事相(如量智)，有透徹的理解，
知道是緣生性空，緣起無我，不從執著而再造惡業，自尋煩惱，以招苦

果。這便是迷悟的界線，也就是凡聖的分野。

因此，學佛的目的，不外乎「轉迷為悟」，「斷貪瞋癡」，「離苦得樂」。但

迷是迷個什麼？悟又是悟個什麼？迷就是迷昧真理及事相，不知修習

戒定慧的道法，反而起了貪瞋癡的煩惱；悟是悟理見性，明辨事相，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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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修戒習定，由定發慧，便可決破無明的羅網，截斷生死的根源，證涅

槃的彼岸，生起離苦得樂的勝用。

「離苦得樂」，是學佛的目的，也是成佛所起的殊勝妙用。人生痛苦多端

，但歸納的說，不出物資的苦和精神的苦。衣不蔽體，食不充腹，住難

遮身，行無舟車，都是物質缺少的痛苦；至於精神的痛苦，那便是一個

欲望。欲望一起，想這不成，想那不得，沒有金錢，想金錢，有錢更要有

錢，有了金錢想子女，有了子女想做官，有了官做想長命。像秦始皇那

樣，派遣徐福入海求仙；漢武帝那樣延召方士煉丹，希望自己長生不老

；結果是幻夢一場，終歸於空，不但難填欲望，精神上仍是留下了一種

無可彌補的缺憾和痛苦。經上更說有"八苦" (生老病死等苦).

為了世人沈迷，所以我們提倡學佛，因為佛法教人清心寡欲，解結去縛

；而能獲致這種修養，使身心恬澹寧靜，少欲知足，必須要瞭解諸法性

空、緣起無我的道理，對於世間一切的事物，看得透徹，不爭不執，即

於現世，便可減少許多自尋煩惱的苦痛了。若再能依戒定慧的三學去

修習，斷除三毒貪瞋癡，那麼，就可獲得出世解脫的涅槃之樂。

但是學佛的任務，還不光是為自己解決痛苦，尋求快樂；還要普為一切

眾生解除苦難，得到快樂。在現世少欲知足，減少煩惱的痛苦，或修習

戒定慧的道法，得證涅槃，這都是在消極方面，為了自己要離苦得樂，

所達到的目的。我們在達到這種目的之後，更須進一步地拿出積極的

精神，來為社會服務，來教導社會，來度化社會，來為社會廣大的人群

謀福利，使廣大的人群都走上離苦得樂的境地。像佛說：「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像地藏大士說的：「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

菩提」。學佛的人能夠這樣做，那麼，不特學佛的目的達到，亦是學佛

的任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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