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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大師如何論自由:太虛大師論自由

(一)寫作動機:
在某個周五上佛學導論時，教授談到自由的問題，記得當時我的友人對此議題非常有興趣，並與教授談論許久，在此
之前，我與友人就時常有在討論此議題，但是我們都是以西方的方法去論述，課後的某個禮拜二，我與友人便想以佛
學方法討論自由意志是否存在，但無奈我才疏學淺，無法給予太多意見，因此我便想透過此次佛學導論的期中報告來
多加閱讀佛學上的自由，因此我便找了一篇關於佛學大師:太虛大師如何論述自由的文章進行研讀，並將我閱讀到的
作為報告呈現出來，希望不只能對我有幫助，也能讓其他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同學，多一個看法參考。

(二)西方因果律中如何存在自由:
首先簡單地論述太虛大師如何理解，自由在因果律中如何存在，太虛大師認為，因果律發展至今，已經變得較有彈性
，不是一味地強調極端的必然性或是偶然性，而是討論這兩者間的相互關係，而或然這種不定因就存在這兩者之中，
所以自由與因果律並不衝突，而是在因果律中的自由活動，因此自由便得以存在。

(三)佛學的自由是甚麼:
太虛大師認為，以佛學來看，人有自由，且有不自由的，何以見得?所謂「三界唯心，萬法為識」，心識是宇宙中的
真實力量，人人有心，所以人人都有自由，識有八種: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賴耶，這八種識都有自己
的心、法，前五識有較少的自由且受較多自由的第六識牽引，此六種不受前世的業力影響，並能移轉因果，因此不能
因「前世宿命」(上輩子種惡因，而放棄從善)、「神意規定」(一切都是神意，無法改變)、「機運」(遺傳、環境)等說
法來對自己的行為不負責任。然而人有不自由的，人受自然規律牽引，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的自由，像是我們不能決定
生死，而太虛大師把人的不自由分為兩種:偏執性的不自由和異熟性的不自由，前者是指人對自我的執著，而產生了
「我癡」、「我見」、「我慢」、「我貪」等心理作用，這會使人受到私慾的影響，無法去做該做的事，使得人無法
得到真正的自由；後者的「異熟性」就是指以前的業力導致的結果，人的八識中，除了末那識全是偏執性以外，其餘
多少皆有異熟性存在，前六識所含的異熟性較少，可透過自由活動改變，向識人能夠通過學習變得聰明；第八識的異
熟性程度非常高，非常難以改變，而異熟所變性是最難改變的，幾乎做不到，異熟所變性可分為共變和不共變的，前
者是社會甚至世界的人共同的業果，因此非常難改變；後者是個人的業果，像是天生腳無法行動，無法透過自由改變
。至此是太虛大師對佛學上的自由的基本論述。

(四)人的心力最為自由:
太虛大師認為人的自由雖然非常有限，但是如果我們有著向上的心，自由便是能夠成長的。人類在佛學的六道上處於
中間，我們無法像神一樣過上最好的生活，也不向動物畜生一樣因為生存條件太差而無法改變，因此人是最有條件向
上追求的，所以人的自由心力是所有六道眾生中最豐富有最具有創造力的，太虛大師提到，人類雖然在社會環境上不
斷進化，但還是無法擺脫生死的限制，唯有透過佛法才能突破，因為佛法中認為世間所有業果，都是因緣而生，本性
皆空，因此能夠透過智慧來打破，並以福德力完成自由的生命，這就是「變易生死」。

(五)我們如何實現自由:
太虛大師認為，要實現完全的自由，最好的方法是大乘漸教的進化主義:首先要好好地做一個人，首先要能在物質上
使自己得以生存，其次要有基於人類理性上的知識和道德，進而能夠使社會變得好，在完成普通人格後，更要大發菩
提心，切實地改變自己使自己向上，從而達到完全的自由，因此要學習佛法，太虛大師曾說道:「自由乎！佛陀乎！
師自由而佛陀，師佛陀而自由，個個成佛陀，人人得自由！」

(六)心得與結語:
經過這次的閱讀，使得我在認識佛學上的自由，有了很大的理解，我與友人一般在討論的西方自由，僅是在論自由如
何得以存在、進而使道德得以成立的「康德式」自由，而太虛大師的自由除了論述上述西方的自由外，更進一步地提
出要透過自由來改變因果，而不是一味地認為不做善事會有福德報應的問題，這使得我許多年來對此的疑問有了很大
的突破，佛學一向強調修習佛法，而我認為佛法與西方宗教的修習聖經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佛學強調眾生平等，而使
得修習佛法者能夠較平易地吸收教訓，而不是一味的追求高高在上的上帝，透過信仰追求永生，西方宗教強調追求上
帝完美的善行，但是比起追求一個完美的存在，我更願意去學習一個曾經也為凡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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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佛法與自由──太虛大師佛學思想中的自由觀念 李廣良──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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