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认识自己的哲学  
  
闲话中的真理 

 

     纪念佛青总会成立二周年献词 

    全国佛青总会成立，倏忽到了两周年。过去的佛青似乎散漫无章，现在已有了整体的组织，且能站住佛

青的岗位，开始寻求发展的途径，协助佛教推动与社会有利的善事，来发扬佛陀救世的精神，这是值得纪念

的，我想趁此机会说些闲话，以志庆祝。 

    佛教传到现在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似已成了一个老大的宗教，虽然它的真理是「亘古今而不变，

历万劫而常新」，可是随著时代潮流的演变，自然也有失真的地方了，而佛教的律制虽然谨严，法久弊生，

有些规则，也不能不松弛了。由於教义的失真与误导，因此一切神怪而富有迷信色彩的东西，都混入佛教的

内部来；由於教制的松弛散漫，为教徒的亦多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看得最高最大，教团的利益反而被置诸脖

後。这都是因组织的松弛与散漫而造成的。所以在这时候，想要振兴佛教，内部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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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有新的组织出现。现在佛教青年既有了新的组织，大家应为维护这个良 好基础，团结力量，寻求新的发

展途径，创造出新的富有生气的佛教外护 的集团。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我对健全佛青

的本身， 有些闲话要谈谈： 

    （一）心情乐观：摆在眼前的事实，社会环境不良，人浮于事，谋生不 易，佛教的环境又是沉闷而缺

少生气，往往都会令青年人意志消沉。可是 我们是佛青，应用佛理透视世事，遇事要由光明处去看，而不

向黑暗处去 钻，心情要乐观，这包括乐天、乐群、乐善、乐道、乐读书、乐服务，只 宜前瞻去找快乐，不

要回顾去寻安慰。富於事业心的佛青，必须要对人生 抱著旷达的乐观。  

    （二）追求其理：人生的高尚意志，应在追求其善美的意境。科学、哲 学、宗教，都各有它的真善美

的哲理，所谓「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而 我们须要运用智慧，去选择其能彻底解决人生社会诸多问题的

哲理，自然 这种哲理在佛教中是可以找得到的。我们对佛理要钻坚研微，加深认识， 然後从认识中养成虔

诚肃穆的宗教情操，藉以锻链自己，要在人海的浪花 上站住脚根，才不会被社会的洪流冲走。 

    （三）面对现实：理想的世界，是美丽的；现实的世界是丑恶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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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未能尽善尽美的丑恶一面，不必抱著悲亲；对自己本身的缺点，亦不必 自卑自怨。应学大乘由出世而入

世的精神，对於丑恶的一面的改善；抱「 动能补拙」的态度，鼓舞自己。对他人的缺憾，尤宜宽恕、容

忍、同情与 谅解。明儒吕叔简说：「放大我们的心来容纳天下之物，虚心以接受天下 之善，平心静气以论

天下之事，潜思默想以视天下之理，正心诚意以应天 下之变」。如此面对现实，无往不利，毋须存著逃避

的心情。 

    （四）控制情绪：佛教导人修养的工夫，在「心能转境」，不是「心随 境转」 心之所以会被外境转

去，是因为没有定力能控制情绪。所以佛经 说：「若能转物，即同如来」。人生的情绪有喜、怒、哀、

乐、爱、恶、 欲。中国的儒书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前 者是指情绪未发的



天真境界，也是中正之道；後者是指情绪既发，能够控 制得住，叫做「中节」，能中节合度，就能和乐自

然了。那 对处世做事 来说，控制情绪，在一团和气中生活，是非常重要。菩萨修行四摄法的布 施、爱

语、利行、同事，就是过著中庸合度的生活，为佛青处世服务所宜 修学。 

    （五）深信不疑：佛教主张由理智建筑信仰，不是只讲信仰，不许怀疑 ，不过有疑虑多寻求解决，不

可老是怀疑下去，耽误了自己。永嘉大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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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顿教，却人情，有疑不决直须争，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断常坑」 。但若疑而不信，如无手难以

取物，纵入佛教的宝山，空手而回。在对教 理是如此，对人事亦是如此，好人好事或同仁同事，应信而不

疑，否则疑 心生暗鬼，终日怀鬼胎，感情不协调，坏了许多好事，于己既无益，于他 亦不利。所以佛教列

疑为六种根本烦恼之一，青年应拿起慧剑，来个斩草 除根。  

    （六） 助人自助：助人为人生的快乐之本，能助人者自己亦必得到人助 ，这是自然的道理。况菩萨处

世，自未度而先度人，更有过于助人自助的 意思。我们都是学菩萨心肠，佛陀精神的信徒，这是对众生应

尽的义务与 责任。因个人的快乐不可建筑在大众的痛苦之上，须要建筑在众人的快乐 之上才对；如果社会

骚扰不宁，众人都在痛苦中生活，你想个人「独乐其 乐」，恐怕是办不到的。所以佛经说：「但愿众生得

离苦，不为自己求安 乐」，这就是透视了「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众人快乐之上」，不是建筑 在痛苦之上

的真理。 

    这?谈的都是一些闲话，没有什 奇特，不过闲话中往往亦带些真 理。我的文章写到这里，还不曾找到

题目，就叫它做「闲话中的真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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