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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的歧途  提舍

    再來，我們常利用耳朵去聽經聞法，聽佛曲還是聽是非，聽色聲犬馬，無意義之事？

    我們用口來稱讚如來？還是妄語、惡口、兩舌、綺語呢？

    我們的身體四肢，是否拿來禮敬諸佛，參方，修行？還是用來傷害人，做業，享樂？

    最後思想，我們有思維人生，教義嗎？有修思所成慧嗎？有為利益眾生思考嗎？還是終日想

著安逸，享樂！

    我們的六根，除了被迫謀生外，是否浪費，沒有好好去利用？是否沒有用來利眾？甚至自找

煩惱，做業？

    試試，請試試，從六根中選一項，停止功效一個星期，看看有什麼體會？是否沒有什麼

損失？是否分別不大。還是因為收攝後，竟然不會犯過，甚至增長功德。有想過從六根中選第二

項、第三項…….或是六根全失效，看看有什麼體會！可否受持八關齋戒，或其他修行？

    六根真的是六賊嗎？

    在學佛的過程中，屢有突破及新發現，讚嘆之餘，難免輕視其他法門，甚至從前喜歡，修學

的方法，亦會攻擊排斥。再一次可看到眾生的不定性，貪新忘舊，及對從前的踏腳石缺乏感

恩心，可見他日仍會排斥今日所讚嘆的法門。這是極危險的歧路，分別心太重，對法不尊重，妄

加批判，過失很大。

    這現象普遍發生在學者，改宗派者身上。尤其佛教三系的互相攻擊更激烈。南傳被輕視為小

乘；藏傳被批評過度神化；漢傳被質疑非佛說。大乘經早有預言，將來必有不生信，甚至謗法的

現象出現，一再警告佛弟子小心勿犯重罪。其實這些預言、警告同樣適用於其他系統派別中。說

來也是，凡夫學人稍有所見，憑什麼去批評古德先賢的法門，需知古法縱有缺點，皆因受時空限

制所致，例如資料不足；民智未開不能即說大法；佛教被壓迫等等。但當時饒益很多人，且有其

優勝處，不應抹殺。批判者走過的路，多年的努力，輕易放棄，豈不可惜！能否冷靜重新檢討，

自己的根器在那裏？是否忘本？是否急功近利？

    佛陀智慧甚深，但絕不輕視凡夫眾生，對根器未成熟者，亦會開示人天法。宗喀巴大師造菩

提道次弟廣論，建立包括下士道的三士道。太虛大師也判五乘共法。從最基本的人天善法去修，

拾級而上。不同的派別，不同的階位，皆有不同的人去修習，各安其所。如果造次去攻擊他人，

不但擾亂秩序，且罪過很大。經說：「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只要是導人上進，皆應護持、隨

喜。


	ee
	a2
	a3
	a4
	a5
	a6
	a7
	a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