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齋絮語] 懷舊篇-續佛慧命

世尊成就平等性智，以大悲心把一切有情攝為己體，因病與藥，應機説法，各

因其材而篤焉，或為羅漢，或為菩薩，從佛的角度來看，無有分別。可是就佛弟

子自我反省所得，則自有差異。

作為釋佛弟子，一個只能修止、不能修觀的異生，不如一個止觀雙運的行

者；一個只能伏斷煩惱障的阿羅漢，不如一個雙斷煩惱障與所知障的八地菩薩。

《易傳》説言：「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從中國傳統文化來作評

價，則一個理想的佛教徒，不在於他能修止觀、證真如，不在於他能念佛生西，

而在於他能續佛的慧命──羅師孔章先生，便是這樣一位能夠「續佛慧命」的真正

佛教徒。

釋佛的偉大，在他既能成就自己，亦能成就有情，所謂「自覺、覺他、覺行

圓滿」。

孔章先生的偉大，也在於能成就自己，成就有情。《中庸》有云：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既仁且知，合乎内外之性德，所以成其
偉大。

先生的學問，從内學以見其高明，但亦不避外典，故於儒學、道學，乃至西

洋哲學，無不兼善；詩詞聯語，無不精到；醫卜術數，亦所研尋。故能出入百

家，開拓境界，以成就其自己。

先生的佛學，無論顯教、密教、大乘、小乘、阿含、毘曇、瑜伽，無不通

達。所以能在嶺南，因時制宜，分別開出唯識、中觀、原始佛教，以及瑜伽行中

觀學的研究風氣，在個人的探究上，取得相當的成就，以建立其歷史地位，以成

就其自己。

先生著作等身，從早期的《大乘掌中論略疏》，以迄晚期的《八千頌般若經

論對讀》，都十數種，均能祖紹無著、世親、玄奘、窺基的宗法，成一家之言，

以成就其自己。

先生的學佛，解行兩不偏廢，奢摩他與毘鉢舍那互相補足，所以名其室曰

「雙運堂」，取其能「止觀雙運」的意思。且於修行實踐上，引發輕安，達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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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境的境界；於心一境中，作空觀，作唯識觀，以契合經論正理，以糾正時人知

止而不知觀的通病。往生時的諸種瑞應，正足以反映禪修上的成就──成己上的另

一種成就。

儒家重視「内聖」、「外王」，佛家重視「自利」、「利他」，有體有用。

「成己」者是體，是自利的内聖；「成物」者是用，是利他的外王。先生能於成
就自己之上，進而成就有情，所以能合「内外之道」與「時措之宜」。

先生弘法，一周七日，無有間斷，非有大悲，孰能與此？手術之後，上庠講

習不絶，「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有大勇，孰能進此？帶病之身，

籌劃講座，出版書刊著作，曾無倦容，條分理析，不減常日，非有大智，孰能臻

此？「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先生深契古德，常以培育人材為「續佛

慧命」的一大責任。

先生的法嗣，都能成家。如霍韜晦之創立法住學會，葉文意的主持空中結

緣，高永霄的執長世佛，甘雪雄、何美琦、李樹榮、劉萬然等的創辦同學會、彌

勒、解行佛社，及加國安省法相分會等，弘揚正法，利樂衆生，整理佛教文化，

把它宣揚於世界各地。

一花何止開五葉？亦足與前賢媲美！餘門弟子，或於學術界、或於文化界、

或於醫學界、或於工商界，均能於不同領域，成就實踐菩薩精神，把佛的慧命，

散播到人間的每一角落。「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先生成就自己，成就有情，

以續佛的慧命，以成就一位真正的偉大佛子。

余生也魯，追隨左右而無所成名，只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
在後……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九三年十一月三十日黃昏，我
與趙國森、陳懿行隨侍在側，先生自道經已成就「妻賢、子孝、朋友温情」八個
字，將來還是「生人間好」。「佛法在世間」的「菩薩精神」，溢於言表。微斯
人，吾誰與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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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潤生著 2000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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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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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