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齋絮語]藝文篇-蜘蛛之絲

佛教文化的流轉

研究文化史的學者都說:印度文化影響中國者多,中國文化影響印度者少｡這是史實,無容置
疑,印度佛教文化的傳入中國,更是鐵證如山｡

其實不獨中國為然,印度佛教文化借助中國這塊跳板,轉到朝鮮、日本等國家民族去,對彼等
文化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可是朝鮮、日本文化能夠反饋於印度的,卻是微不足道｡其中的緣由,
我們姑且不去探索, 我們暫且就文化現象,看看印度佛教文化對日本產生了甚麼的影響｡

佛教大學的數量,世界沒有任何國家可跟日本比擬, 而且這些大學不是一般綜合性的大學,而
是專門以研究印度思想及文化史為主的大學｡此外,日本文藝作品,直接受到印度佛教深遠影
響的,為數實屬不少,而《羅生門》的作者──芥川龍之介所寫的《蜘蛛之絲》這篇童話小說,
可說是典型的例證｡

《蜘蛛之絲》

有一天,釋迦佛在極樂世界裏,閒步於蓮花池畔,偶爾看見地獄中有不少眾生,受盡各種的煎熬苦況｡其中

有個地獄眾生名叫犍陀多的,釋迦念他在過去世,曾把一隻蜘蛛救活了,所以便在蓮池之上,放下了一根銀

白的蜘蛛之絲,希望可以把犍陀多從地獄拯救上來｡

這時候,犍陀多正跟許多罪孽深重的受苦者,在地獄底層的黑血池裏浮沉掙扎｡在掙扎之中,犍陀多忽然發

現了一根亮得發光的蜘蛛之絲從天際直垂下來｡他頓覺這是逃出地獄之門的唯一出路,於是緊緊抓著往

上爬,一口氣不知爬了多少萬里,可是還沒到達他要到的地方,已是筋疲力竭,祇好暫停下來｡

犍陀多抓著蜘蛛之絲往下一望,祇見成千上百的罪人,也正沿著這根銀絲爬將上來｡犍陀多認為蜘蛛之絲

是屬於他所有的,不許他人佔用,何況這麼多人上來,蜘蛛之絲難免斷成兩截,大家都要墜回地獄去｡就在

這一念之間,蜘蛛之絲果真從健陀多的手中斷了,把他栽了下來｡

信步蓮池的釋加, 剛才的情況自然看得一清二楚,不過,除了悲憫之外,他也能做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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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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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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