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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有人投訴家中佛書太多，總是讀不

完及雖然看了很多書，卻很像什麼也不懂

或掌握不到什麼。

    喜愛讀書是個人很重要的能力及興趣

，沒有那一個偉人不喜愛讀書。讀書是提

升個人很重要的方法。因此，如果讀書不

能有所得，實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一般

讀者總喜歡別人推介書籍，如老師、名人

、長輩等，雖然所推介的書未必喜歡，卻

努力把它讀完，這近乎盲從，要知道其他

人認為好的書未必適合自己。個人喜好、

環境、應用、學養不同，對選擇書的適合

度皆有很多差別，盲從只會事倍功半，甚

至毫無成果。

    讀書是一種樂趣，切不要難為自己，

勉強讀一些自己沒有興趣或水準未夠的書

，不但帶來負荷，且浪費光陰，或是下很

大苦功而無所得。必須讀自己喜愛，有興

趣的書，才會事半功倍，且能長久愉悅，

樂趣遞增。當然自己沒有興趣的書亦很有

價值，只要略讀，稍為認識知道便可，無

須深入精讀，待他日有成就時，自會觸類

旁通，或突然產生興趣，才轉過來研究。

    挑選佛書，有以下三點：一、別選艱

深，自己能力未遞之書，這類書有三個可

能性：1.自己學識未夠，無法理解，不宜

強求。2.作者寫得拙劣，或沒有系統，或

不清晰，或沒主旨等3.鑽牛角尖，有些作

挑選及閱讀佛書的方法 寂慧

      

者自以為是地鑽牛角尖，精明的讀者，當

然讀得一榻糊塗。二、沒有宗旨：有些作

者寫得很吸引，生動，使人讀來趣味盎然

，可是言之無物。掩卷思索，竟發覺沒有

什麼得著，或掌握不到什麽，隨著時日過

去，很快淡忘。究其原因是作者本身沒有

宗旨，亦沒有想過灌輸什麼給讀者，當然

寫來不清晰、內容不強烈，很鬆散。只是

心中有些感觸，或一些屈氣，將它吐出來

。作為讀者，實應向他們收費以報聆聽之

勞。三、跟修行或教育無關：佛教是宗教

，著重修行、教育、人格改造等，如佛書

缺乏這些內涵，將會失去本身的意義。

    挑選佛書應從自己的喜好開始，不要

難為自己，更要留意自己的程度、資源、

時間。最重要是設定目標，希望能得著什

麽?學到什麽?切忌聽到某老師或名人介紹

，便盲從附和。當然，在學習過程中，仍

需咨詢不同的善知識，但自己的宗旨，規

劃才最重要，如何讀得契理契機，更是樂

趣無窮。

    至於讀書的方法，應先速讀、略讀，

很快地瀏覽各種書籍，就像一個貪婪的人

進入寶山，必盡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時

間內將寶物塞進自己的背包、口袋、行李

箱等。當發覺有些特別珍貴的寶物，更珍

而重之，仔細欣賞後，放進安全貼身的地

方。這猶如看到一些精要的書籍，必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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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這猶如看到一些精要的書籍，必小心

慢慢細讀，或是重覆閱讀，做筆記等，最

好能向他人講說，必更深刻紥實。有空時

，更要抄寫、背誦，合乎法華經中提及的

十法行，即書寫、供養、施他、諦聽、披

讀、受持、開演、諷誦、思惟、修習等。

    閱讀一本書，可能遇到不明白，或沒

興趣的章節，別浪費時間糾纏，應略過去

待將來有機會或需要時，才回過來閱讀。

愛的真諦 優多羅

      

有些書閱讀過後，如發覺沒有什麼優勝之

處或將不會再重讀，不妨將它轉贈他人，

留下來只會累積過多，不但佔據珍貴的空

間，且製造混亂，或浪費時間去檢視或檢

讀。

    以上各點將有助在珍貴的時間、地方

及人身取得最高智慧，當然還有其他更好

的方法，希望各善知識多點交流，珍惜寶

貴的機會。

    那一生的承諾？

無論環境順逆、富貴貧賤、健康疾病，我都會愛護你、尊敬你、安慰你、珍惜你，直至死亡

的降臨，且將我們分開。

    你仍依然愛我嗎？

    假如敵不過外面激烈的競爭，拿不出足夠的家用，巧婦難為無米炊，貧賤夫妻百事哀，

仍能清茶淡飯度日，甘之如飴嗎？

    假如要照顧其他人，上有高堂、下有子女、兄弟姐妹，乃至一切貧苦老病眾生，仍能不

存妒忌，接受支持嗎？

    假如病入膏肓，需要照顧，勞心勞力，猥瑣污穢，看不到明天，仍能不會怨恨、不發脾

氣嗎？

    假如被環境所迫，煩惱所困，犯下殺盜婬妄酒，沉淪墮落，仍能原諒、不鄙視，加以救

贖嗎？

    假如看破紅塵，發出離心，離棄所有承諾，忘我奉獻一切，拯救一切眾生，仍能體諒，

不嫉妒、不介意，同樣能放下，奉獻一切，成就大業嗎？

    愛是海枯石瀾，此志不渝，恒久不變的。可是色身疲憊，心如野馬，瞬息萬變，不堪承

諾愛的真諦。

    只有身金色的佛像，屹坐不動；功德巍巍，永遠心懷眾生，才是恒久不變，才堪承諾這

愛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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