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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門高僧，思想詭異，難於理會。語錄、公案如是，禪詩、禪偈亦無不如是。

曹山本寂禪師有詩言：

「燄裡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

這是有違經驗、表面悖事悖理的詩怍。冰與火不相容，「燄裡寒冰結」如何可能？暮春三月，「楊花易

飛」，「二分塵土，一分流水」，如何等到西風颯颯的「九月」？「泥牛」與「木馬」倶無生命，俱無

情識，如何於「水面」可「吼」？如何有「西風」可逐可嘶？像「燄裡寒冰結，楊花九月飛」這般的弔

詭詩句，在其他詩壇的領域裡也不是後無來者。

辛棄疾的「搗薺餐杵鐵」、「乘車穿鼠穴」也可以比況。此等奇特反常的詩境，正是稼軒所謂「事

言無處未嘗無」的境界，所以他要把「所無如理説」出。「搗薺餐杵鐵」及「乘車穿鼠穴」的詩句在稼

軒詞中並非孤立來表達的，而是組成兩句配合説出的。所謂：

「伯夷飢採西山蕨，無異搗薺餐杵鐵；仲尼去衛又之陳，此是乘車穿鼠
穴。」

可見以「搗薺餐杵鐵」作喻，以評價伯夷「飢採西山蕨」不事西周的「聖之清者」的行為；而又以「乘

車穿鼠穴」作喻，以評價孔子「去衛又之陳」那種「知其不可為而為」的「聖之時者」的垂跡。所以於

前後語句之間，加進了「無異」、「此是」（按：「此是」與「此如」同義）等「喻詞」以顯其喻意。

曹山本寂「燄裡寒冰結，楊花九月飛」的結構不類譬喻，但是弔詭而不能以稼軒「事言無處未嘗

無」的方式來加闡釋；無已，只可「試以所無如理説」而已。凡情認為「燄裡寒冰結」不合常理，只因

為世人都把「火燄」、「寒冰」都計執為實，各有其不可改變、不可移易、自有、獨有、恆有的「自

性」、「自相」，所以「火燄」恆常熾熱而不能容有「寒冰」凝結於其中；而「寒冰」恆常冰冷不能自

存於「火燄」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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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此義以「條件命題」來表達，則可有兩個「假言判斷」：⑴若「諸法實有」，則「燄裡寒冰

結」不成。⑵若「諸法實有」，則「楊花九月飛」不成。但經驗所得，無有一法不是條件制約而有，無

不是緣生而無實自性、無實自相的，所以「諸法實有」的説法不真，都是妄情偏執而已。

依「條件命題」法規，若「前項」不真，則可有任何真值的「後項」，彼此配合而構成「真的假言

命題」，如是有下述兩個真的「假言命題」：⑴若「諸法實有」不真，則「燄裡寒冰結」亦可非假。⑵

若「諸法實有」不真，則「楊花九月飛」亦可非假。此外亦可肯定「燄裡寒冰結」與「楊花九月飛」以

否定「諸法實有」：（a）若「諸法實有」，則「燄裡寒冰結」、「楊花九月飛」等倶不成立。（b）今

「燄裡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成立。（c）故知「諸法實有」不有。

曹山本寂賦「燄裡寒冰結」諸句，目的在破「諸法實有」的計執。師言「兔角不用無，牛角不用

有」、「幻本元真」、「即幻即顯」，前後可以互相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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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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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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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