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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思维与慈悲  
 

 释僧垲■本期特约 
 

坐在校园的果实咖啡厅。想著的是昨天与一位老师的

对话。  

对于缘起的观察，是否是一种理性的思维？ 

虽然目前在双修哲学系的课程，理性思维对我仍是一个

很抽象的名词。 

好几次与研究所的学长姐聊起一些话题，他/她们都会说我的思维方式

非常的理性。殊不知，我却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我是一个可以在咖

啡厅要一壶花茶，坐在那看一个下午的书，再随手写

几首诗的人。 

而书的内容，绝对与教科书无关，小说是最佳的选

择。 

如果对缘起的观察是一种理性思维的话。理性较强的

人，在行为的表答上，往往是近於泠酷的。因为会非

常泠静的去处理事情。 

老 师举了张良的例子。最後选择求仙而去，其实已看出汉代王朝己无

其用武之地，反之还会惹上杀身之祸。所以张良的求仙，只是他为自

保的一个藉口。因为道家思想 对张良的影响，对环境的观察(如果这也

是一个近似於缘起的观察)，他了解到情事的发展会有一个什 样的结

局。他在整个环境中成了一个旁观者，必要时即可抽 身。 

但在佛教的修行中，对缘起的观察越深入，体会越深，行

为的表答，却是越是慈悲的流露。而非张良似的近乎冷酷

的冷静。对缘起观察，相同的会对周遭环境的因缘起伏，

有一定的掌握，知道每一项的选择的结局所会造成的影

响。所以同样会顺应环境做出适当的选择。但却非老师所

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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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老师的理解中，爱的表答，与理性思维是相对的行为与内在。但佛

教却提出感情与理性的合一，那是老师无法理解的。因为在西哲的领

域中，理性与情感是对立面 的，如果要这对立的两者融合，那是有点

不可思议的。但在佛教的理解，那只是事物一体两面的呈现。原是一

体，必定是可融合的，没有所谓对立。 

结果，我们谈至凌晨才离开研究室。更相约下次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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