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说和尚不问世事－－开普 

  

 

读佛书常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现，笔者由于近来关心时事，不免会留心与政治、

社会有关的内容，以下一些话语都是摘自《妙云选集》、《演培法师选集”等

书。 

 

演培法师在《佛教的缘起观》一文提到“一国政治的腐败，舆论要求改革图新

时，执政者必须虚心的检讨政策所以失败的原因，然后再针对这些原因而施以

革新，政 治才会上轨道，社会才能得安宁！不然，治丝益棼，动乱愈多，而与

舆情所要求的适得其反，岂不是一个极大的错误？”（417页）。 

 

演培法师的话是否让你想起达摩难陀长老的话：“在《Kutadanta 经》中，佛

陀解释：一个国家不去发展经济、只以处罚罪犯方式 是不能消灭犯罪的。”

（《佛教徒的信仰是什么》，113页） 

 

长老又说：“在另一个本生谈故事中谈到一个统治者惩罚无罪的人，却不处罚

有罪的人，这是不适合管理这个国家的。”（《佛教徒的信仰是什么》，113

页） 

 

如果执政者坦然接受规劝，勇于认错，甚至引咎辞职，国家这个有机体自然会

有良好的新陈代谢，只怕如印顺导师在《一般道德与佛化道德》一文所说“从

事政治，受到外来的批评，不肯反省，自以为然；甚或‘笑骂由他笑骂，好官

我自为之’，这必然走向恶行。”（50页） 

 

笔者只怕“笑骂也不由他”，使人哭笑不得，痛不欲生。 

 

佛使比丘深信国家非常需要一个强势的优秀领导人，带领社会勇往直前。但他

也强调领导人必须符合巴利经典的“十王法”：（一）布施、（二）持戒、

（三）解脱、（四）正直、（五）仁慈、（六）克己、（七）亲爱、（八）不

杀生、（九）忍辱、（十）不害。 

其中“忍辱”，佛使比丘的解释是“就是宽容或承担宽容的后果，（103页），

意即俗语说的”宰相肚里能撑船”。 

 

佛使比丘提醒我们“请不要盲目信奉那些未具足”十王法“的政治人物以及他

们所鼓吹的政治理论……事实上，人民可以推翻不具“十王法”的主政者，但

所谓“推翻”，并不是使用暴力及流血的政治革命。”（105页） 

以上文字都引自《法的社会主义》一书。 

 

看了以上的精彩片断，读者诸君想必大吃一惊，是的，谁说和尚不问世事！ 
转摘自南洋网 2001/08/20 

 

 

http://www.nanya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