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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者追求了生死，出輪迴，進入涅槃境界，信福音者渴望在卑微的罪身

恢復上帝的形象與樣式，回歸伊甸樂園。兩大宗教均表現了一種超然的出世精

神，然而，出世的精神並不影響兩個宗教信篤敦厚的積極入世，對個人的生

活，社會的建設與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耶穌在離世前對門徒說，“我不求你

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

界一樣。”(約翰福音十七 15-16)。對觀佛法與福音，我們會發現兩者在入世的

情懷上，亦彼此回應，頗為有趣。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飲飲飲飲食食食食    養護養護養護養護身心身心身心身心    

佛法的入世情懷首先表現在對世人身體健康的關注。佛法所重的固然是心

法，但對人的身體健康也並非不聞不問。事實上，佛法在健身養身方面，也可

圈可點。君不見，佛家養生功法，強身健體的武術精神與套路，如今不仍舊風

靡世界嗎？吃齋與念佛相聯，健康素食普世推廣，普世皆知。人們只是到了現

在才開始明白“過午不食”，讓胃充分休息原來竟是上乘的養生之法。 

 

然而，比較不為人所知的是，聖經的宗教，不僅關心人的心靈，也重視人

健身與養生。在飲食與生活方式上，給人提供實際的指導。事實上，根據聖經

的啟示，人受造之後，上帝既告訴你維繫生命的方法。上帝說：“看哪，我將



 

 

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至

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將青草賜給它們

作食物。”（創世記一 28-29）。在創造的起初，沒有弱肉強食，不僅人類，連

整個動物也都是吃草的。洪水之後，因地上的菜蔬都被洪水沖沒，上帝才允許

人吃動物的肉。但也不是什麼動物的肉都可以吃，只能吃潔淨的動物。結果，

人類的命運銳減，從洪水前的八九百歲，到二百歲左右，進而又迅速地減到一

百二十年左右。再到後來，人類的壽命也就只有七八十年。 

 

中國佛教所提倡素食，基督教界也有教會團體重視自然健康的生活原則，

如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就是一個提倡健康改良的教會。這個教會以上帝創造之初

在伊甸園所設立的飲食與健康原則為最高的自然與健康的典範，提供回歸伊甸

園的飲食與生活原則。對於現今的世人，不僅有益於身心健康的建設，對於地

球生態的保護，對動物生命的愛惜，也都有著積極的意義。當人類的生存環境

愈來愈危險的時候，這種回歸自然的和諧的生活方式，對改善人類的生活品

質，意義深遠。 

 

有人根據聖經提供的養生原則，提出了“新起點”（NEWSTART）的健康

生活原則。這是由八個英文單字的第一個字母拼寫而成的，分別是營養

（Nutrition），運動（exercise）,水（water）,陽光（sunshine）,節制（temperance）,

空氣（air）,休息（rest）,信靠上帝（Trust in God）。這八大原則，貼近自然，簡

明易行，已為許多人所效法，成效斐然。有道是，“上醫治未病，中醫治已

病，下醫治大病。”自然和諧的八大健康原則，如同那治“未病”的上醫，有

效地保守人的心身健康，為人們靈性追求奠定厚實的基礎。佛家常言，“人身

難得”，身體乃覺悟人生，培養腦力與靈性，塑造美好的品格的唯一媒介。 

 

對觀佛陀與耶穌的傳道生涯。他們的生活大部分是一種戶外的生活，都是



 

 

行腳佈道，安步當車。大部分的教訓，或在叢林，或在山腳，或在草地，或在

湖邊。都是把人從擾嚷的城市帶回安靜的自然之中。人在幽靜的自然之中，身

心得到休息，就更容易領受那些關於儉樸、篤信、克己、節制、平和與覺悟的

道理了。 

 

疾病因罪而生。縱觀耶穌的公開傳道生涯，醫病的時間遠遠多於講道說理

的時間。基督教在其發展與傳播的過程中，所到之處，建立醫院，救死扶傷，

幫助人解除身體上的痛苦與疾患。許多的人，因身體得到醫治，靈性也隨之漸

漸蘇醒。在身體得醫治的同時，也領受了福音的禮物，生命出現重大改變。這

樣的工作，至今仍在繼續，藉以傳播屬天的大愛，幫助人得到身、心、靈都得

自由。 

 

以心傳心以心傳心以心傳心以心傳心    教育感化教育感化教育感化教育感化    

佛教以佛法為本，以慈悲為懷，自佛陀度化最初的五比丘後，即令其分頭

各地弘法，教化民眾。佛家的寺院就是教育的基地，寺院就是學校。在歷史

上，佛經的刊印與流通，客觀上也起到了文化傳播的效果。許多人的習文練

武，就從寺家寺院開始。在中華熱土，佛家的寺院與儒家的書院相比，其教育

功能，無論是其延綿的時代，廣泛的傳播與普及的程度，教化的傳承等方面，

都更勝一籌。 

 

佛陀的教育，首重言行舉止品德的修養，次重身心的調禦，進而重視真如

自性的開發，“戒、定、慧”三學並舉，無有偏廢。在教法與取材上，常常是

「應病與藥」、「觀機逗教」。對商人，對農夫，對政治家，對居家夫婦，均以其

熟悉與關心之生活，循循善誘，因勢利導，因人而異，活潑靈活。 

 

佛法傳到中土，禪宗佔盡風流。六祖慧能所提倡的“不立文字，以心傳



 

 

心”的那種脫離語文文字的儀樣，而以慧心傳授真義的實傳，更是開啟佛家教

育的新局面。 

 

在中國歷史上，佛化教育更因歷代文學家的佳作而廣為流行，影響一代又

一代中國人。在中國文壇上，佛教文學家層出不窮，他們中間有山水詩人謝靈

運、一代詩佛王維、香山居士白居易，簡古淡泊枊宗無、曠達風骨劉禹錫、風

雲開合王安石、渾涵光芒蘇軾、超絕六塵黃庭堅、堅守寸心湯顯祖等。就是近

現代文學家中，也有不少與佛有緣的大家，如魯迅、老舍、鄭振鐸等。佛家的

思想與義理，藉著他們優美的文辭，遠近播揚。 

 

佛教的教育，不僅注重佛理與思想的教育，也注重入世的生活教育。時下

流行於坊間的《弟子規》，不僅對説明青少年樹立好的行為規範，培養孝道與敬

德有好的作用，就是對成年人，也有較大的教化功用。 

 

佛家的教育，雖以佛理為主，但現代的佛教教育，早已走出叢林，深入社

會。以臺灣為例，無論是佛光山，還是慈濟功德會，或是中台禪寺，都有從幼

稚園到高中的普通教育體系，甚至開辦了多個院系，專業眾多的全日制大學，

面向全社會招生大學本科、碩士研究生學位學生。顯示了佛家弟子博大深厚的

入世情懷。 

 

佛法在人間，人間佛教慰然成風。 

 

基督教的入世精神的一個重要的表現，就在其對教育的重視。在基督教的

眼中，教育的最高目的，不只是傳授知識，而是通過心與心、靈與靈的接觸，

藉此傳授生機勃勃的能力。對於基督教來說，全社會就是教育的場所，各類由

基督教團體所辦的學校可謂遍地開花，涉及現代教育的各個方面與各個不同層



 

 

次。一般社會大眾對基督教於教育的貢獻，或多或少，都有所耳聞，甚至無須

我們在此濃墨重彩地加以描寫。且不論歐美的基督教學校，光是在有限的時間

內基督教各教派在中國大陸所建立的學校就難以勝數。有北京的燕京大學，她

的一些院系後來併入了現在的北京大學；南京的金陵大學，她的院系後來併入

現在的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等；上海的聖約翰大學，其文、理學院主要併

入華東師範大學和復旦大學，聖約翰醫學院與震旦大學醫學院、同德醫學院合

併成立上海第二醫學院（後改名為上海第二醫科大學，2005 年改為上海交通大

學醫學院）；湖南長沙的湘雅醫學院等。奠定了現代中國大陸教育事業的基礎。

在臺灣的基督教大學也不在少數，如臺北的東吳大學，台中的東海大學，桃源

的中原大學，台南的長榮大學等。他們拓展了臺灣的教育事業，對臺灣社會的

人才培養貢獻非凡。 

 

與佛家的寺院類似，基督教的教會亦是一所學校。在這裡，人們學習永生

的知識，領受從天而來的教誨，操練屬靈的能力與恩賜。學員們又將在教堂學

校所學的真道，帶到生活之中，使基督之愛得以廣為流傳。基督教的入世情

懷，歷來為人所稱道。基督教的教育觀，並不將教育局限在完成某些規定的課

程，也不滿足於為目前生活而作預備與訓練。而是關注人生的全部生存的時

期；是靈、智、體各方面能力諧和的發展，預備學習者得在此世以服務為樂，

且在來世得因更大的服務而獲得更高的福樂。 

 

在基督教的教育中，愛既是教育的基礎，教育的手段，又是教育的目的。

愛的教育，貫穿於基督教教育之始終。這樣的教育觀，不僅在學校之中，也易

於為每個家庭所接受與實施。紛爭與動盪，均可在愛中得到包容與化解。不安

與痛苦，也能為愛所安撫與醫治。 

 

這種愛的教育的最高來源，是上帝的大愛。聖經所啟示的生命大道，在愛



 

 

的原則之下顯得豐滿，厚實，光芒萬丈。愛的精神讓人們對死的恐怕釋然了。

本來，創造之物的“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使徒行傳十七 28）人

死如睡眠，無有知覺，等候醒起；或在第一次復活中得永生，或在第二次復活

中被定罪滅亡。人生固然有今生來世，就個人而言，但沒有什麼前世因緣。拉

開人眼看不見的帷幕，不過是些邪惡的天使在那假扮死人，糊弄活人。讓人以

為有什麼前世、轉世；以為死者的世界並不空寂，仍可與活人溝通。誤以為亡

靈仍可超度，耗盡了許多家庭不薄的精力與錢財。基督教本著聖經的啟示而從

事的愛的教育，是能力與醫治的教育。靠著基督的名，污鬼可以趕走，邪靈可

以驅除。說到底，這些污鬼與邪靈不過是從天上趕出來的反叛的天使而已，且

是基督與善良天使的手下敗將。靠著基督的大能，被他們壓制的人，可以不必

再受邪靈的奴役與罪的捆綁。“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約翰福音八 32）隨著基督教愛的教育的廣泛與深入地展開，將會有更多的人

獲得身、心、靈榮耀的自由。 

 

慈悲救濟與社會關懷慈悲救濟與社會關懷慈悲救濟與社會關懷慈悲救濟與社會關懷    

佛陀在世，教導門徒以“四攝”處世、以“六度”為人。 

 

“佈施及愛語，或有行利者， 

同利諸行生；各隨其所應， 

以此攝世間，猶車因釭運。” 

《雜阿含經》卷二十六，第 669 經 

 

而在做到“四攝”，慈悲為要。“佛心者，大慈悲是，以無緣慈攝諸眾

生。” 

（《觀無量壽佛經》）佛門的慈悲胸懷，常化為入世的救濟義舉。歷史上

的佛家寺院，在國家與人民遭受戰亂與饑荒之時，常常是危難中暫時的避難



 

 

所。傷者在此得療養，饑者在這裡得半飽。直到今日，每遇重大災禍、那走在

救災最前列的，常常就是佛家的團體與個人。人們想到慈善，自然而然地會與

佛門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以 1966 年註冊的慈濟公德會為例，如今慈濟公德會的

會員的身影，活躍在世界近七十個國家，把佛家的慈悲送給遭遇不幸的各國人

民。 

 

    慈悲待人，也正是基督教的宗旨。耶穌教導門徒，“你們要慈悲，像你

們的父慈悲一樣。”（路加福音六 36）古時的以色列先知以賽亞更是把上帝所

喜悅的禁食與救解貧苦者作了最直接的聯繫。 

 

“我所揀選的禁食不是要鬆開兇惡的繩，解下軛上的索，使被欺壓的得自

由，折斷一切的軛嗎？不是要把你的餅分給饑餓的人，將飄流的窮人接到你家

中，見赤身的給他衣服遮體，顧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嗎？這樣，你的光就必

發現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醫治要速速發明。你的公義必在你前面行；耶和華

的榮光必作你的後盾。”以賽亞書五十八 6-8 

   

   空洞的神學理論，從來就不是聖經的宗教所重視的。在世界賑災的舞臺

上，或許更為廣泛地參與者是數量更多的基督徒。雖然慈善不是福音，但福音

不離慈善。雖然天上人間，惟有基督能救人於罪惡與死亡之中，賜人永生；但

若不藉著慈善，人不容易來到耶穌面前獲得永遠的救恩。基督教出離世間的嚮

往，正是通過慈善與救濟這樣的入世的義舉而達成。 

 

建設社會建設社會建設社會建設社會    和諧社會和諧社會和諧社會和諧社會    

 佛教在傳入中土的過程中，與商人為伴，為他們提供住宿之處，供他們

歇腳，休整，同時，又以佛法義理示化他們。佛家的寺院，多有建在偏遠的山

嶺之上者，開一座山，往往就是修一條路。佛廟的建設，帶來了交通的便利。



 

 

主觀上雖可能是為香客所開，但客觀上，為社會的人員流動、物質流通、經濟

建設帶來了實質性的幫助。今天的佛寺，也仍然為重要的旅遊資源，為社會提

供遠離塵囂與修養身心的一個場所；同時，也為旅遊觀光增添一景，收穫可觀

的經濟與社會效益。 

 

   此外，“寧折千座廟，不折不個家”。佛教文化所提倡的慈悲忍讓的文

化，常常成為人們和解家庭矛盾的句箴，為建設和睦的家庭，提供了佛理上的

依據。許多人因學佛而開始修心，不僅性情開始改變，在家庭生活與工作關係

的處理上，也為胸懷變得廣大，自我被放下，而有明顯的改善。忍讓的社會效

應，不容忽視。 

 

   不過，忍讓並非佛家一門的真理。其實，真正的真理都來自同一的源

頭。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這個源頭，就是基督，就是那創

造天地萬物的上帝。婚姻的制度，乃是上帝在創造人類之初所建立的。人間的

一切關係，均由婚姻關係而產生與派生。聖經中的教訓，大都是實用性質的，

而非神學性質的。那種遠離實際生活，以概念性神學為主體的基督教實際上已

經是被異化了的宗教，不足為信，不足為道。千百萬基督徒，在他們的人生

中，活出基督的生命與樣式，他們個人的改變，家庭的和諧，給社會帶來的影

響是無可估量的。他們把所做的一切，都視為做在基督的身上，因而以最無私

的精神與最徹底的奉獻精神積極地參與社會的建設，不斷地改善人們的生活品

質，讓愛充滿人間。黑暗的地方，因著他們的出現而充滿光明；冷淡的地方，

因他們的出現而充滿溫暖。相之於佛教國家而言，一般而言，一般意義上的所

謂受基督教文化影響的國家，其社會發展速度與人民的生活品質，可能較之佛

教文化影響之下的國家有較為突出的表現。雖然因為善惡之爭的影響，一些披

著基督教外衣的勢力在歷史與現實中，製造了不少恐怖的戰争與災難，但這並

不影響符合聖經真道的基督教會成為社會進步與和諧的一股很有力量的清流。 



 

 

 

呵呵呵呵護環護環護環護環环境环境环境环境    守望和平守望和平守望和平守望和平    

世界環境的惡化，引起了人類對環境保護的普遍關注。佛法與福音，均可

稱為環境保護的宗教，在呵護環境方面，所展示的價值觀與具體行為有著示範

的功效。 

首先，佛教與自然環境保護似乎有著天然與有機的聯繫。佛門子弟不僅注

重心靈環保，也重視自然生態與環境保護。佛法中的“緣起”、“眾生平

等”、“眾生皆有佛性”，“業報輪迴”，決定了佛家子弟看世間萬物為相互

依存，平等共利的。有情眾生，如人與動物，與無情眾生，如植物、山河大

地，都在佛法的眾生範圍之內，都享有根本性的平等地位。在佛門眼中，地球

並非只是人類的家園，同時也是地球上一切生物的共同家園。生態的平衡，就

需要大眾將慈悲之心延及於自然生態，共同來維護。 

在具體的做法上，除了上文提到過的以素食為主的吃齋生活方式之外，佛

教界還普遍提倡放生、護生、惜福、淨化。人們雖然對於放生與環保有一些保

留的意見，不均衡地進行放生，或許會有不利的因素存在。但不可否認，放生

所宣導的，更是一種不忍的慈悲與智慧之心，一種對生命的尊重與愛護。而護

生，則更是從不殺生的戒律進到積極的呵護生命。惜福的範圍很廣，落實到日

常生活之中，則表現為珍惜大自然的各種資源，厲行節約，凡事節制，視每日

處理的垃圾為財富，仔細分類，便於回收再生。淨化，除了心靈世界的淨化之

外，也宣導積極的心外世界的淨化。種花植樹、不亂扔垃圾，淨化空氣，淨化

環境。外在環境的淨化與內心世界的清淨，兩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性。佛

教界對生命的呵護，對環境的保護意識，在當今之世，令人嘱目。 

其次，基督教在環境保護方面，也是功不可沒。根據聖經的啟示，天地萬

物均為上帝所造。人類是地球的管理者，是管家的身分。那種以探索自然、征

服自然為主導的價值觀與行為，或許是當今科學觀之使然，卻並不聖經的自然

觀。自然界與其上的一切，既為上帝所造，也當反映上帝慈愛、公義與榮耀的



 

 

品格。 

 

耶和華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滿了你的豐富。 

那裡有海，又大又廣；其中有無數的動物，大小活物都有。 

那裡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鰐魚游泳在其中。 

這都仰望你按時給他食物。 

你給他們，他們便拾起來；你張手，他們飽得美食。 

你掩面，他們便驚惶；你收回他們的氣，他們就死亡，歸於塵土。 

你發出你的靈，他們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換為新。 詩一 0 四 24-30 

                                        

 

耶稣也曾這樣對門徒說，“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

蓄在倉裡里，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他。”（馬太福音六 26）大地的更新，生命的

維繫，一切都在乎上帝的創造與供應。基督徒們視萬物為上帝的恩賜，常以感

恩與喜樂的心謙恭地領受。珍惜與愛護上帝所創造的一花一草，一樹一木，是

基督徒當盡的本分。 

從另一方面来看，基督徒也了解，由於罪的產生與蔓延，人類所居住的地

球環境已變得越來越惡劣，最終會走向毀滅。但上帝必追討一切施行毀壞之人

的罪過。聖經上啟示，基督復臨之時，要追討破壞自然，破壞環境之人的罪，

“你敗壞那些敗壞世界之人的時候也就到了。”（啟十一 18） 

再者，佛法與福音的慈悲與平等，不僅對自然環境的保護起著重要的作

用，而且對維護世界和平，更有著重大的意義。從根本上說，每一個真正意義

上的學佛者與基督徒，都是一個和平的使者。佛教所提倡的“不殺生”的一个

直接延伸，就是消除戰爭，維護世界和平。而在基督教來說，聖經上說，“這

就是上帝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

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藉我們勸



 

 

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上帝和好。” （哥林多後書五 19-20）基督徒

乃是和好的使者，受託勸世人與上帝和好，也與上帝所造的自然和好，與上帝

所造所愛的人和好。戰爭與災難緊密相聯。基督為救人類，寧肯自已犧牲，也

要為人類換取重生的機會。基督徒也當為諦造人間的和平而作出一切的努力。

世間戰事頻發，究其原因，還是因為罪惡的存在。只有當人心都與上天契合，

才能從根本上消失任何戰爭的根源與隱患。 

诚然，歷史上與現實中，雖然許多的戰爭似乎都與基督教國家相關。但歷

史的帷幕將揭開，宇宙天地間一切的生靈都將看明，任何戰爭的真正罪魁禍

首，是撒但及其罪惡的跟從者。在世界進入末期，戰爭的風雲也將會愈演愈

烈，還將會出現以基督教的名義所發起的戰爭，將世人以為基督教是戰爭的禍

首。但如果人們藉着聖經的啟示，去了解善惡之爭的内幕，去明白爭戰必將永

遠結束，去看清楚基督乃是真正的“和平的君”；那時，人們必看明，“使人和

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为他們必稱為上帝的兒子。”（馬太福音五 9）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

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

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檯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福音五 13-

14 

廣傳福音，積極的入世，這是基督的跟隨者們，直到基督再次降臨時所必

須遵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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