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的基本教理是什麼？ －聖嚴法師 

佛教的教典之多，乃是眾所周知的事，所以到今天為止，尚無法硬性地指定

那一部或那幾部是代表性的佛經，在中國之所以有許多宗派的出現，大體上是由

於所宗經論的立場不同而產生。 

不過，佛教的教理，有一個基本原則，那也是釋迦世尊對於宇宙人生的特別

開悟，悟到一個緣生的道理。 

    所謂緣生，就是因緣所生，也就是由於各種關係的結合而產生各種的現象。

比如一篇文章的能夠成為文章，能夠到達讀者的手裡，能夠使得讀者明白一些有

關佛教的問題，這中間的關係（因緣），看來簡單，實際則複雜之極；文字的來

源及修養，知識的累進及吸收，作者的健康熱忱及見解，加上文具的製造及運用，

文稿的檢字排版及印刷，郵件的寄發及傳遞，最後還得有讀者自己的興趣、知識

及精神，才能完成一篇文章從作者到讀者之間的任務。這種關係（因緣）的舉例，

尚是粗淺而明顯的，若要更進一步的考察，每一個關係的單元上，也都連帶著許

多的關係，這種關係連帶關係的現象，便是因緣。事物的出現，是由於因緣的聚

合，事物的消失，是由於因緣的分散，這就叫作緣生緣滅。 

正因為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是緣生緣滅的，都是變化無常的，也就證明一

切的現象，都是假有的、暫有的、幻有的；從一個水面的泡沫到整個的世界，乃

至太空的星球，都是一樣，都不是永恆的。既然不是永恆實在的，就證明是一切

皆空的，所以佛教稱此道理為「緣生性空」。 

佛教，一向被人稱為空門，原因就在於此。但是，大家對於佛教的空義，又

是誤解的多。因為佛教的空，是說沒有固定不變的事物，這個空，相當於不實在

的意思，而不是不存在的意思，多數人以為空了就一切都沒有了，其實，佛教是

從緣生（關係）的分析上說明空無實體的道理；正像一輛汽車，如以化學家的眼

光去分析，汽車就不實在了，汽車僅是各種元素及關係的結合而已，但從現象來

說，當汽車尚未損壞到必須送進大熔爐裡重新熔鑄的時候，汽車還是汽車。 

    所以，佛教講緣生性空，是著重於本質的分析透視，從而警惕我人是生存在

幻妄的境界中，不要為了幻妄的名利物欲而變成名利物欲的犧牲，這就叫作看破、

叫作放下。看破的是現象的幻境，放下的是名利物欲的貪得無厭，而不是否定了

現象的存在，所以佛教徒講本體是空，但仍不能離開幻有現象而存在，因為若無

能力解脫生死，終究是在業力的造作與受報之中，業力也是幻有的，但卻能夠牽

引生命的昇墮而感受苦樂。 

在這裡，不要忘了：一切現象的幻現幻有，都是由於眾生的業力之所感化。

因此，若能悟透了緣生性空的道理，便能不受一切幻境的誘逼；不做一切幻境的



奴才，而得自由自在，那就是一種解脫生死的工夫。人，一旦不受外在的境界所

轉，他就可以不造生死之業而能解脫生死或自主於生死了。 

這，就是佛教的基本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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