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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齋絮語

去年是佛家藝術家弘一大師的一百一十歲的誕辰紀念，我特地為他與太虛合作的〈三

寶歌〉一連撰寫了三期的文章，希望讀者高歌此曲的時候，能知其意趣所在。其實我

的寫作動機未嘗不是從近來的佛教音樂熱潮所引發的。

大家逛書店，或路過國貨公司的影音部，甚或有佛教法器出售的地方，必然會發

現由海峽兩岸及香港所出版的佛教音樂的鐳射光碟或錄音帶，質量雖頗嫌參差，但品

類卻可説繁多，如〈大雄寶殿〉、〈古剎晚鐘〉、〈懺悔文〉、〈佛號拜願〉、〈峨

嵋佛光〉、〈普陀梵潮〉、〈念佛梵樂〉、〈寶島梵音〉、〈中國梵音〉、〈大悲

咒〉、〈北京智化寺音樂〉等等，琳瑯滿目，不一而足，而〈三寶歌〉正收輯在〈弘

一大師〔李叔同〕紀念專輯〉裏。

某些音樂鐳射光碟的封面上，還印著「根據中國大陸佳木斯醫學院實驗發現，此

類音樂(按：指「健康音樂系列」，而佛教音樂也隸屬那個系列)有平和血壓、平神靜

氣等作用，使人體處於類似氣功入靜的自然狀態。」這話雖有近乎自我宣傳之嫌，可

是當我靜聽〈弘一大師紀念專輯〉和〈念佛梵樂〉的時候，確不期然産生一種氣定神

閒、恬靜虛靈的感受，與日本藝能山城組的〈輪迴交響樂〉、〈恐山銅之劍舞〉，及

〈山之幻喝〉等那一種對欣賞者産生强烈壓迫感的音樂效果截然不同。

從佛教尋找出離的精神來説，佛教對音樂是不大鼓勵的，所以《金剛經》説：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按：指不能證得性空真如)。」

但我們不能因而把佛教歸到「非樂」的主張去。若佛教真的反對音樂，則一切梵唄、

一切暮鼓晨鐘都應該不被允許，天龍八部中的「乾闥婆」也不許為施樂的「護法尊

天」之一(按：依《毘奈耶雜事》所載，釋迦有化為「乾闥婆」之相，手執千絃琉璃箜

篌，與王對彈競奏，終於達到把他度化的目的。)，而《阿彌陀經》也不應説西方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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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皆

自然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

證諸中土，唐詩中李白有〈聽蜀僧濬彈琴〉之作，詩云：「蜀僧抱綠綺，西下峨

眉峰。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遺響入霜鐘。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

重。」梵樂的清妙絶塵、淨化人心的實效，於李白詩句中可見一斑。

今之曼殊有「風雨樓頭尺八簫, 何時歸看浙江潮」句,古之常建有「萬籟此倶寂，

惟聞鐘磬音」句，這都反映出梵樂無礙於俗諦的修行，惟未能從彼而契入真諦般若無

相的智德而已。至於歌有無言，樂有無響，即相而離相這又是更高的境界，佛教音樂

愛好者思之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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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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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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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