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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與其他動物的共同點乃皆具有感官慾望，然而人類與其他動物的重要分別亦在於其感

官慾望，其一乃人類感官之結構與功能及其所形成慾望之種類與內涵，皆較諸其他動物更為複

雜且豐富，其二則是人類具有理解與超越既有感官慾望之滿足的可能性，並尋求更高層次之生

命品質，而對此目標之追求，可謂為東、西方哲學與宗教的核心關懷。儒、佛兩家對於中國文

化與思想之影響至深，而《論語》與《雜阿含經》則分別為其重要的核心經典，作者以此為依

據探討儒、佛兩家對於感官慾望之見解，可謂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與意義。

本書主幹部份為第三、四、五章，主題分別為「《論語》論述道德修養引導感官慾望在實

踐上的倫理反思」、「《雜阿含經》以解脫道的修行駕馭感官慾望的運作」以及「《論語》與《雜

阿含經》對於感官慾望在實踐上的比較」，由此可看出作者乃聚焦於修行實踐的角度探討儒、

佛兩家如何看待感官慾望，此一方面乃貼近儒、佛兩家本身皆以修學邁向生命至善之目標的義

理主軸，另一方面將感官慾望之探討置於人生實踐之修養運作的脈絡，不僅避免流於空洞化的

靜態抽象概念之分析，更推展出感官慾望在人類生命歷程中的動態運作流程及其與人類尋求超

脫之目標之關聯性的積極意義。

在本書第三章中，作者探討《論語》如何以道德修養引導吾人對感官慾望進行倫理反思，首

節說明《論語》乃從人世間生活情態的角度考察感官慾望，以「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注 1）

指出一般人多重視感官慾望更甚於道德修養，進而以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注 2）為例，說明有志於道德修養之士不耽溺於感官慾望之滿足亦不

受惡劣環境動搖其志的境界。次節帶出《論語》對感官慾望所採取之兩項主要倫理原則，分別

為「學思並行」（注 3）與「士志於道」（注 4），即有志於道之士不將自身侷限於感官慾望之滿足，

更重視學習與思考並行之道德修養，此在在呼應作者所強調《論語》對待感官慾望之倫理原則

的實踐意義。此外，作者在本節更進一步以《論語》中所指出君子之「九思」（注 5）說明儒家

如何以道德修養引導感官慾望之活動，對治感官慾望所帶來之過失，而達到君子「欲而不貪」（注

6）的境界，此更深層地彰顯出儒家認為感官慾望與道德修養之間，既非全然互斥而亦可相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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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關係，此乃深具啟發之見解。而本章末節論及《論語》未曾涉及探討感官慾望之構成面向，

以及因其著眼於人世間而未涉及多樣生命型態之感官慾望，而由本書後文可知，此亦為其與佛

教對感官慾望之說法的比較所得。

本書第四章突顯出佛教之世界觀所帶出對感官慾望之理解及其與眾生邁向生命之超脫之修

學間的關聯。作者從形上學視角闡述佛教之世界觀，由此切入說明眾生在其生命歷程所展現之

感官慾望的活動，而非侷限在特定感官慾望之道德正當性的倫理學討論。首節以佛教「十二支

緣起」（注 7）所展現之生命歷程觀，闡釋感官慾望之來源，此乃在縱向上說明眾生生命歷程中之

感官活動所促成慾望之因緣變化過程；次節則依於緣起法則，從解脫道之世界觀在橫向上綜觀三

界五趣中多樣生命型態之眾生及其感官慾望之活動，有助於吾人對眾生之感官慾望形成宏觀式的

動態理解，亦可順此脈絡進一步瞭解佛教解脫道導向生命之超脫道路與其面對感官慾望的關聯運

作，而此即為作者在本章第三節之論述核心：「以解脫道的修行駕馭感官慾望的運作」（注 8）。

作者將其區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為如實觀察感官慾望的構成條件乃眾生對於「六根」、「六

境」與「六識」（注 9）之和合碰觸所產生之感受形成貪愛；第二層次乃以順向與逆向觀察十二緣

起解開感官慾望運作之因果脈絡；第三層次乃以「無常」、「苦」、「空」、「非我」（注 10）看

待身心之組合，從而調整眾生面對感官慾望之心態；第四層次則從「隨信行」、「隨法行」乃

至「三十七道品」（注 11）等說明解脫道駕馭感官慾望之修行法門，如此層層轉進地說明解脫道

之修行如何引導眾生在生命歷程中觀察與駕馭感官慾望，以及修行所達成之階段性果位以及後

續導向涅槃之究竟目標。

本書第五章對於上述《論語》與《雜阿含經》所提出對感官慾望之看法進行綜合之比較研

究，筆者以為此乃本書之精華所在，亦具有重要的學術貢獻。作者首先指明《論語》乃「以道

德修養之道引導感官慾望，助成生命品質的提升」（注 12），《雜阿含經》則聚焦於解脫道之修行，

以緣起法解開感官慾望形成之脈絡並從中超脫，故其「是在感官慾望形成道德修養的工夫所要

對治的項目之前，就予以化解」。（注 13）再者，作者也比較兩部經典所著眼的世界觀之差異，

綜合來看，《論語》乃以人類世界為中心，並以少年、壯年與老年等年齡階段區分個人之生命

歷程與其修養境界，《雜阿含經》則不侷限於人類，乃放眼三界五趣之廣大眾生，並以修行之

成果作為眾生之生命歷程境界的區分指標。最後作者綜觀《論語》與《雜阿含經》觀察感官慾

望之流程的方法，認為前者乃藉由觀察前人或當今世人之表現的經驗，推論感官慾望可能引發

之負面效應而予以導正，使其符合道德修養之道而不致產生任何偏差，此可謂孔子「從心所欲、

不踰矩」（注 14）之理想境界；後者則將感官慾望在生命歷程中的構成條件與形成環節逐一解開，

以解脫道之修行引導眾生從感官慾望所引致之生死輪迴之苦海中解脫出來，安住於涅槃之理想

境界。筆者以為此乃作者切要把握住了儒、佛兩家之核心義理的精神，並據此具體呈現出兩家

對於感官慾望之看法的深刻差異，可謂相當中肯而精闢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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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作者扣緊儒佛兩家之重要經典的脈絡，將其義理主軸結合感官慾望之主題，層

層轉進地進行分析論述，其立論清晰且條理一貫。筆者以為單就一家之言及其經典進行主題式

的研究論文已屬不易，作者同時鑽研儒、佛兩家之核心經典文本，並將其聚焦於感官慾望之主

題式探討，可見其所投注之心力之大，實屬難能可貴，而其所提出儒、佛兩家對感官慾望之見

解的比較研究成果，不僅大大拓展了吾人對於感官慾望之通達理解的廣度和深度，更具有高度

的學術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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