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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難聞  寂慧

  

    佛陀生在帝王家，與王族因緣深厚，可是

成道後，不鼓勵弟子以貴族語言傳教，卻以通

俗的巴利語説法。這是大慈悲的表現，希望一

般平民能接觸到佛法。因此，佛陀説法簡潔明

瞭，容易使人理解，而且對機，對應解脫，絶

不浮誇，做作。只可惜在佛教的發展中，體系

演變得龐大，專門術語増多，解經説法者將簡

單的義理説得深奧，愈來愈難懂，或是顧左右

而言他，觸不著主旨等。最為難處是需要有證

量才能理解經典的深義，而一般凡夫亦需要有

智慧、福緣，才能明白説法的意思。可是，要

有如此嚴格的條件才能説法，有違慈悲，沒有

如此嚴格的條件則説法質量必差勁，甚至扭曲

經義。可見法義不彰的原因實有其先天性及後

天性的困境。末法時代要找到有證量的善知識

説法實在困難，但「佛法無人説，雖慧莫能解

」，不能不説法。退而求其次，説法者的條件

該對多類經典嫻熟、瞭解各個體系。明白要説

的那部經的緣起、深義、方便、主旨及在整個

教義中的地位等。其次是説法者需要有個人的

修養、修持，一定的定力，説法時，能安住定

境，對義理發揮及閲讀受加持很有幫助。説法

者的人生經驗也相當重要，其所經歷的生老病

死、成敗、興衰、離合等，帶來什麼體悟，這

些皆能彌補條件不足的缺憾。

    現今閲讀經教的困難有：1.語文障礙－

很多經教皆用文言文表達，近代人閲讀除了文

字不易理解外，語法、句法、思維皆有一定隔

閡。2.環境－古時的時間過得較慢，人們有

足夠時間去讀、聽經教。生活節奏慢，容易產

生定境，對理解經義有很大幫助。3.水準不夠

－很多解經義者在學養或修持上程度不足，

表達出來的水準當然不及。4.未能掌握宗旨

－經義的宗旨，深義不容易掌握，説法者雖

很努力，要表達出來卻是另一門學問，更何況

他們能否掌握也成疑問。

    佛經、教法不應難理解，其道理在日常生

活及身旁隨時能接觸得到，只是知易行難，要

改變自己，做好事，有幾人能做到?但是佛經

、教法沒有人淺白，簡易去好好解釋，也是荊

棘滿途，叫人難以理解，當然，修持也成問

題。

    經義在歲月中已有所偏離、迷失、隔閡。

如何納入正軌、發揚、繼承下去，是當代佛徒

的責任，主要工作。應多參考國外的研究，從

宏觀角度去重新演繹經典，契應現代社會。

    解釋經義是歷代的工作，這工作永無止境

，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提倡，解釋。將來亦會繼

續下去。做得好，眾生蒙益，苦痛減輕，乃至

解脫。做得不好，災難重重。於此謹呼籲大德

們發大心，為此千秋大業，在時間的長河中出

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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