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陀的啟示》讀書心得
本文榮獲九十九年度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徵文─范道南居士獎學金

 江嫚書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因為是人，即使再堅強，總有疲

憊無力的時候。當筋骨痠軟時，我們

倚著堅實的柱子，得到支撐的力量；

當我們內心徬徨時，但願有神—一

位能人，陪我們挑起沉重的擔子。因

為有幸接觸到佛法，心靈有所寄託，

我的生命一路走來並不寂寞。不過，

從前的我，視野較狹，每天只是埋首

於國英數自社等教科書，看了「佛陀

的啟示」後，我才發現，佛法是如此奧

妙，發人深省。「佛陀的啟示」為我闢

了一條蹊徑，引領我開始了解：佛陀的

理念、佛陀想對我們闡釋什麼。

佛教的態度～佛陀陪著我們實現真理

以前的我，一直以為佛是神明，

一位遙遠而崇高的聖者，但其實，「佛

陀是唯一不以非人自居的導師」。書中

許多詞句，明白地告訴我：佛並非站在

遠處遙望著我們，他就如同我們的朋

友，一位總是站在我們身邊，陪著我們

成長的知己，遇到困難時，他同我們一

起面對；世間聲色犬馬的誘惑，紛沓而

至，佛總是叮嚀我們，囑咐我們警惕。

佛並沒有自居高位統領我們，「每個人

身內都潛伏有成佛的勢能」，佛對我們

闡釋真理，教我們實現真理，他期許我

們也能悟出真理，並身體力行。佛理引

導我們找出生命的道理，使我明白：神

的旨意並非鐵律，重點是我們要將真

理履行於日常生活中，激發我們心中

潛藏的佛性。我們有如璞玉，等待雕琢

而發光。佛宛若伯樂，但他意不在找尋

千里馬，而是感化芸芸眾生，使人人能

成為千里良駒，離苦得樂。

佛教的中心思想～佛陀教我們自主思考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無論東方、

西方，佛教已然成了普遍被接受的宗

教，生長在台灣的我，可說是自幼即對

佛教耳濡目染，然而，在看到「我們應

當勇敢誠懇的去正視自己的心念，就

像在鏡中看自己的臉一樣。」這句敘

述引起我深刻的感受。佛陀是智慧的

仁者，他推己及人，對我們、對芸芸眾

生都以同等心相待，他相信我們能思

考，能辨別，能擇善而從。他並不嚴令

我們，他給我們空間，去慎思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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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讓我們省思自己的是非對錯。是

的，唯有對著生命的鏡子細細思索，我

們才能由衷地檢討自我的所作所為，

改過曾經犯下的不是，警醒不經意所

造成的傷害，佛陀要我們坦然面對一

路走來的種種，我想佛陀並非要我們

自責、故步自封，他是教我們教育自

我，讓我們一步一腳印，精益求精，我

們自己也能成為自我的良師益友。儘

管造化總愛捉弄人，但我們卻可以讓

自我成為我們人生的貴人。諍友難尋，

佛陀的金玉良言，使我受益匪淺。

佛教願世界和平～和諧的珍貴

記得國中時，我讀過一段歷史：

十六世紀的歐亞大陸，是一片經濟繁

榮的沃土，然而，由於金錢名利的誘

惑，貴族平民間的爭鬥，引發宗教嚴

重的鬥爭，甚至導致國與國之間交相

征討，桃花源成了陰影下的亂世。世

界並不大，現今裝下七十億的人口，

已無法再承載更多不滿、更多火氣。

有先見之明的佛陀，提醒我們寬容

忍讓，即使遇到與我們志趣不相同的

人，也要敞開心胸，悉心聆聽，少一

些摩擦的火花，我們都能過得輕鬆開

心。如果要替自己立一則座右銘，我

想我正要好好告訴自己，時時提醒自

己：用一個寬廣的心面對生活。可能

是因為我生活於典型的小家庭，自幼

就由父母捧在手心疼愛，我有如一粒

稜角甚多的尖石，有著太多任性、太

多執著，常常碰傷生活周遭的朋友、

家人，在我斷定自己理直氣壯時，往往

忽略他人的感受。佛陀的忠告點醒了

我：多元社會下，我們應該集思廣益，

不同的宗教，提供我們更多面向的省

思，相左的意見，也使我們的思慮更

縝密，在和諧的社會下，欣欣向榮是

所有世人共同的期盼。佛陀領著我們

實現理想，若將我們比作汪洋中的珠

蚌，佛陀教我們吞下粗糙的沙礫，將

其化作顆顆圓潤的珍珠，社會將因我

們的體諒而美麗。

佛教的獨特思維～佔有是一條導火線

世上為什麼有恐慌、懼怕、患得

患失呢？或許是因為我們太在乎、太

想守住自己的一些什麼。以前我並沒

有深思過這方面的疑問，總是憑著直

覺，憑著反射的感受，去爭取以為被

奪走的事物，一直到看見書中「無我

性乃是事實」這句話，我才深深陷入

思索。有人會說：倘若心中有了「無」

的想法，會呈現消極懶散的態度，然

而，我想了很久：我們忽視物質的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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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是因為我們捍衛的是「道」的本

質，守著真理，使我們覺得是否擁有

並不重要，遵循真理讓我們過得充

實。「無」的思維，可說是佛教的一項

獨特見解，何必佔有？佛陀說：「有

我、無我都是桎梏，一切都因『我存

在』的妄見而起。」這句話意境之深，

令我細細思索：或許我們生活中的許

多紛紛擾擾，其實均出自自我的執著，

個性的確主宰我們人生的方針，佛學

中有句話：「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

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心靈

的明淨是如此不容小覷。

佛陀所言的心智～身與心的健康

醫學科技的發達，醫療技術的

突飛猛進，使我們以為人類可以長命

百歲。挑戰命運，其實我們忽略了心

靈的潔淨，聲色犬馬等諸般滋擾，已

於無形中將我們的心蒙上灰影，在不

自覺中，我們的心靈世界已是一派渾

濁。佛陀帶我們反觀內心，教我們專

注於呼吸，體驗當下生命的脈動，我

依言而為，起初以為那是一項輕而易

舉的事，猶如睡眠一般，輕鬆自然，身

體力行之後，我才知道其中的難處：

每當我設法使腦袋放空，不管身周發

生了什麼事，響起了什麼聲音，總會

有突如其來的想法竄入腦中，擾亂我

原本波瀾不起的思緒，甚至使我忘了

注意呼氣與吸氣。我強迫自己再次放

空腦海，凝神定氣，幾次之後，我終於

體驗到那分心靈的祥和：那時的我，

甚麼也不想，什麼也不做，只是靜靜

地感受當下時間的流逝。我不去追悔

過往，更不擔憂未來，我感覺自己是

如此幸福、寧靜，誠如佛陀所言：「一

個生活在眼前的瞬間中的人，所過的

才是真正的人生，而他也是最快樂的

人。」我心中深切地認同。

佛教的如實觀～誠懇談人生

有人排斥宗教，對其避之唯恐不

及，他們怕自我盲從、迷信、瘋狂而無

法做出冷靜的判斷，其實，以前的我，

也曾有過如此的疑慮：我真的能客觀

思考真理嗎？然而，佛陀解除我的顧

慮，佛教以客觀的角度著眼人生，教

我們如何憑藉自我的力量，解除身上

的枷鎖，這層面向的思考，使我獲益良

多。一直以來，我是一個容易悲觀思

考的人，每當遭逢瓶頸，我就成了受

驚的小鹿，徬徨無助，心中急謀脫困，

卻往往一無所獲。那時的我，總是不

自禁地自怨自艾，陷入悲觀的思維。佛

陀的理念，給我一股安定的力量，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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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並不情緒化地評斷事務，他客觀剖

析生命中的起起伏伏，當我感到脆弱

時，佛陀中肯的想法，如一劑強心針，

賜予我力量，使我能抬頭挺胸地面對

眼前的疑難雜症。

佛教的寬大～佛教允許我們自由思考

佛教的特色─自由思考，應該

是讓佛教日益興盛的一項主要原因，

佛教讓信眾可以保留自我的見解，並

聽取人們的心聲，這使得佛教的理

念，更貼近我們的生活，更能協助我

們，解決生命中遇到的諸般困擾。教

育專家指出：西方國家能發展出別

出心裁的科技，不斷創新、突破，其

中一大原因，是他們有開放的教育體

制，教育範圍並不侷限於課本內容，

舉凡日常生活的所見所聞，均能成為

學習的題材。佛教亦有如此寬大的胸

襟，從佛陀與優婆離辯論，勸優婆離

慎重考慮等事例，使我深深體會：佛

陀鼓勵我們有獨特的見解，嚴師能教

出優秀的學生，而循循善誘的明師，

卻能激發學生們思考，開發我們心中

的悟性，使我們更上一層樓。佛陀真

可稱是位明見的生命老師，佛教之寬

大，有若汪洋廣納源自四方的真知灼

見。

佛教的修行～出與離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是東晉陶潛發自肺腑的感嘆！心靈的

波光雲影，是最彌足珍貴的。佛陀更

闡述：「真正的出離，並不就是將此身

離開塵世。」曾經，我有一種狹隘的想

法：若要專注於學業，在課業上取得

好成績，必須終日埋首於圖書館，處

於「針落亦能聞」的環境下，才可辦得

到。其實並非如此，依照佛陀大弟子

所言之精神：倘若端坐圖書館，卻心

猿意馬，想入非非，仍舊將一無所獲，

學業毫無起色；反之，社會上有許多

學子半工半讀，只能於滿滿的行事表

中，擠出零碎的時間來學習，他們依然

成績優異，心念之重要，在此已然表露

無遺了。看了這段佛陀的啟示後，我提

醒自己：儘管身處塵囂，只要好好呵護

心靈的平靜，我們仍舊可能領悟生命

的真理，一切外務將不能在我們身前

設下屏障，它們是一項考驗，給機會

我們提攜自我，達到佛陀所說：「入世

修行、入世服務」的境界。

佛教的永恆～「能」的不滅

相信人人都曾經想過：人往生後

究竟去了什麼地方？就消逝得杳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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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嗎？抑或是以某種型態進入輪迴？

其實，各家論述，眾說紛紜，科學家們

講究證據論，他們往往語帶保留地表

示：並未有確切數據佐證，可是，根據

大自然物質不滅的循環模式，物質終

將被分解者分解成為小粒子，而再次

被生產者（如植物等）吸收利用。就各

種宗教學說而言，說法均不盡相同，

生命結束後的延續和去向，至今依舊

成謎。然而，佛陀提出的此番說法，

可說是與科學相關，於思想方面亦令

我心有共鳴。我是個喜歡思考的提問

學生，有時心中亦受這個不解之謎所

困擾，佛陀一方面對這個謎提出較為

合理的闡釋：「能」的不滅。更重要的

是：佛陀開導我們，別受生死所苦，使

我豁然開悟，緣起緣滅，自有一定的

韻律，我又何必庸人自擾呢？人生有

若一趟乘風破浪的航海歷險，浪起浪

碎，前波甫跌，後浪已成，我只需把握

當下，闖出自己精彩的生命，生死就交

由緣分來決定。

佛教之道～八正道

這一章節，可說是大增我對佛學

的認知，由於不常接觸佛教書籍，我

對八正道可說是從未聽聞，看了「佛

陀的啟示」後，我發現佛教知性的面

向：佛陀教導我們要先有「正」的學

問及思維，進而有「正」的行為及職

業，最後晉升為擁有「正」的意念及禪

定。佛陀為我們設計一系列循序漸進

的修行次第，使我們逐步成熟穩重。

佛陀處處為芸芸眾生設想，這套修行

次第，不僅適用於出社會的長輩們，

對於我這個成年未久的大學生也是一

般受用，我很幸運，現在有機會能窺

探佛學門徑，將之運用於生涯規劃，

及早導正自己的人生目標。依循「八

正道」，一切由「正」出發，逐步提升

自我，佛陀用心良苦，這番教導，將使

無數人們受益無窮，佛陀如我們的老

師，於學問上和生活上都是。

「佛陀的啟示」給了我許多發人

深省的感悟，我也初步了解佛學的精

髓，以及佛陀所布施的人生道理。這

本書可說是一個開端，它以親切的文

字闡釋真理，更舉出許多故事例證，

使我這個初窺佛學的學子，能跟隨他

的筆觸，一步步地深入了解佛理，「佛

陀的啟示」為我鋪出一道學佛的坦

途，相信以後我逛書局時，將不再侷

限於教科書、科幻小說等書籍。佛學

是一門淵博精深的學問，值得我們認

真體會，用心感受佛陀的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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