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齋絮語] 思想篇-承擔與感應

随缘关注 | www.onbds.org

世界性的宗教，有很多共通點，其中最顯著的，莫如共許個體生命於今生走完了他的路程，還

有來生的道路要走──生命便是這樣延續下去。

這是信仰，不能從經驗界獲得可靠的驗證，卻構成了宗教的重要特徵。此種信仰，講如實觀的佛教也

不能獨異。從原始佛教以至真言密教，其中雖在教理上產生了各種轉變，可是對生命流轉這種「輪

迴」的觀點，還是繼承著印度的傳統的。雖然說法上有所不同：修十善可以生天，修四聖諦法然後可

以出離解脫，但由個體生命所作的業（善、惡行為），足以感招未來生命的福、非福報這一點，卻是

前後一貫的。

此種思想固然有其宗教性的玄學意味，可是在這思想的背後卻涵蘊著豐富的倫理意義。如所周

知這種自作自受的「業感緣起說」，確實明晰地標誌著：個體的生命形態不是一成不改的，而

是隨著個體的心識活動（顯諸外則成為行為）的變化而起變化，促使生命有高低不同境界的區

別，而且生命的境界，無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都有升降的可能。生命境界的升降是自招自感

的，與國人所信的「禍福無門，唯人自召」以及「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的思想，同樣是人類共通的倫理要求｡由於禍福是自感自招的，非由「造物主」的恩賜或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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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來，於是促使每一生命體為了「自求多福」，為了趨吉避凶，為了生命境界的自我提升，則

舉心動念，都要存善去惡了；「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則對自己的言行，都必須有

所承擔｡就是說：為善為惡，每一生命體都有自由去作出選擇，但他卻得要覺解到自己所選擇

的後果，必須由自己個體生命來承擔──這也是西方存在主義所要揭櫫真實自我的意義所在。

釋迦世尊說了四十五年的法，也度了不少的眾生，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可以說他半個眾生也度

不著｡一如禪者所言，這是度者自度罷了。原因是釋迦的教法祇是外緣，只有一種感召開導的作用；究

竟應與不應，通與不通，度與不度，終究是由閣下自己決定，所以依《法華經》所載，釋迦說法，敬

禮而去的竟有五千之眾，其理在此。求法眾生，可不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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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潤生居士，早年從事中國語言學及文學研究；自進新亞研究所後，師事新儒學家唐君毅先生及佛學

家羅時憲先生，轉向思想的探索，經三十餘年的鑽研，對佛家的因明學、中觀學及唯識學都極有成績，所

發表的專書著作，不下十種。

但在學術研究之餘，作者對其宗教生活，亦極其重視；此佛家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儒家所

謂「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能與世間天地相感通，發而為文，雖片文隻字，都是作者直抒胸臆，真

性情、新思維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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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作者就其十八年來的所見、所聞、所思，以其敏銳的筆觸，感人的文辭，分成遊履、人物、懷舊、藝

文、思想、生活等六大範疇，撰著成佛學小品凡一百一十七篇，都能如實反映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在古

今中外文化沖激下所行大乘佛教菩薩行的真正精神面貌。

讀者可以透過每一短篇的內容，窺見作者的內心世界，分享作者的獨特感受，開啟個體生命所涵蘊著的無

限悲情與智慧。

随缘点“在看”，都是爱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