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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解經典  寂慧

 

　　「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解」，縱有世間一流智慧，但若沒有人解說，仍然難解佛法，

可見佛法之深奧。當然，無始以來的輪迴，豈是強烈我執之智慧所能理解，聖人清淨，苦口

婆心之言，豈是充滿煩惱心的我們能理解！因此，佛經不能不有人註解，不能不有人說演。

　　儘管歷來註解佛經的工作汗牛充棟，可是，當要從浩如煙海的註解中去理解一些經典，

發覺竟困難重重，即時感覺自己的福薄慧淺，繼而體會到註解的嚴重不足，更發現不少不成

熟的意見，縱觀佛經難理解的原因，有以下多點：

　　１･註解之人學養好，修持高，從他們的境界說出來，豈是沒有修持體驗的我們能理解

。

　　２･言語隔閡――從前用文言文及專有的抽象名詞注經，豈是現代教育的我們能掌握。

　　３･心態隔閡――從前的人比較簡樸，一心向道，可是現代人學科繁多，煩燥分心，心

不由己。

　　４･註解不好――有些分得太細，讓人鑽進牛角尖；有些宗旨不明確；有些未提出要義

。這些皆令人難以掌握佛經的道理。

　　５･非如現代學術般有系統――古時的學術系統與近代有很大差異，亦是讓人難掌握佛

經的原因。

　　６･執於一隅――解經者多以其本身立場、生活環境等去註解，並未從經典成立的背景

，當時的時空中去理解。例如八敬法的制定背後意義、環境、作用，卻以性別歧視去質疑。

　　７･資料不足――古時文化、學術、資訊沒有那麽發達，做成資料不足，使註解經典有

所缺失。

　　８･時代差距――古時的生活環境，體驗與近代差異很大，註解及理解經典差異亦必然

大。

　　因此，註解經典是每一個時代的使命，不同時代，該有不同的註解。經典就像原理，放

諸不同環境皆準，註解猶如應用，在不同時空中有不同的應用，如何在不同環境中，適當巧

妙地運用，亦是不容易的事情，因此，應有適當的註解。

　　有一點必須注意，不管如何新解，新的應用，應有經證為準，如果沒有經證，容易流於

揣測，或個人意見，出錯的機會很大，影響可能很深遠，不能不慎。

　　註解經典，要具備很高的智慧。智慧如何攫取？先由聞思修去達致，尤其聞所成慧，廣

學多聞，融會貫通，是智慧必經之路。此外，從各種善行，修福中，也是獲得智慧重要之路

。更有些人從宗教層面去祈請，勤念佛號，如文殊、地藏等，亦是開智慧的方式。最後更有

一個方法，就是集合專家學者，高僧大德一起，共成盛事，由群體力量去解決困難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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