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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继程法师■本期特约 
 

  

 

会说的，能说的理，几乎说尽了。  

其实若纯理的说，是不只非常简单，简直是无可说的。 

但因理需依事，才易显示，而事可繁多，故从事来说理，自可以有

多方面的说法。 

事可用名相，也可用法相，也可有种种的事件。 

理亦可用不同的系统来表达，但每一系统之建立，亦免不了从事的

角度去说理，或从种种名相的设立以说明理。 

因此说事易，从事说理也不难，而纯说理则很难。 

毕竟有情显现为相时，已形成了事相的事实，有情的思惟及感觉作

用，莫不依事而运作。 

至於理的思惟也还多是靠事来作，要使具有事相作用的思惟，纯理

的去运用，真是很难。 

况且理的思惟中，应用的名相，乃至心相，也还是相的作用。 

因此若真正纯理，而去除任何的相，便无可言说，乃至无可思惟

了。 

故要说理，便得依事，依相才行。 

但依事依相传达的理，往往就受到繁杂的事与相的牵制而呈现了理

的繁琐，使人以为理是繁杂的。 

这之间，如何平衡的运作，即不失理之单纯，又不失事之复杂，随

顺了人心的需要，又能更直接的传达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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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如是说，圣弟子如是说，历代以来传薪者也都在如是说。 

然繁琐的事似乎仍为多数人认同与追求的。 

简易之理不是失之过简，说不明白，便是过深，学不清楚。 

然亦无需忧虑，传新者都是在调整，平衡，再调整，再平衡中渐渐

的走来，学习者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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