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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書 人 語

佛教知識是一門以「人」為出發，以

「行」為結果的善知識，也是人類文明進程

中的一門大知識。這門大知識尤其講究各種

不同層面間互動對應的倫理關係，強調倫理

關係是從自覺開始，也就是悟性的源頭。而

在整個佛教知識體系之中，又因學習者的慧

根各有高低，習氣各自不同，遂發展出不同

的修行方法。透過各種經典之教化，幫助人

們從不同的入口途徑，進入佛教知識世界，

一窺堂奧。

佛教知識的精華，誠如圓持法師於本

書導言所述，「通觀一切佛教，其主要思想

莫不在倫理」，而佛教信仰的全部內涵在於

「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藉由「覺行」

的正知識體系，達到個人與社會極大的完

善。實踐「覺行圓滿」的信仰，必須具備

「道德」與「智慧」兩項條件；正所謂「離

開智慧難以形成道德，離開道德必然失去智

慧的價值」，兩者缺一不可。而圓持法師此

一鉅作，即為兼具「道德」與「智慧」結晶

的具體呈現。

民國初年以來，我國佛教宗師如太虛、

法尊、印順諸大師，為求佛教道德價值得以

發揚，順應世界及社會發展所需，倡導建立

「人間佛教」。將佛教的信仰，融滙於佛教

知識體系闡述與實踐，將佛教的大知識及善

知識，落實於社會各界大眾之中，各自成就

大覺行。圓持大師傳承宗師精神，窮二十年

之心力，本諸道德與智慧，致力於佛教思想

基礎─佛教倫理之推廣，引領眾生親炙佛

法，落實人間佛教的努力與宏願，其用意即

在於無私的「覺行圓滿」與「利行圓滿」之實

踐，此一利益普羅眾生之舉，正是落實佛教

在人間的具體踐行。他不只是「坐而言」的

言論家，更是「起而行」的實踐家。一善念起

即行之，二十餘年而不輟，終於完成此部鉅

作，其誠意之深摯感人至深。對於教化世人

與輔助眾生，增益東西方文明的相互學習與

交流，其所發揮的正面影響力，不容小覷。

本書《佛教倫理》具七大特色思想，其

一、無與倫比的龐大知識體系；其二、對道

德問題有超常的洞察力；其三、衡量善惡的

標準切實而明確；其四、具有普遍的社會現

實道德意義；其五、具有不可取代的社會道

德價值地位；其六、對未來社會道德進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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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的指導作用；其七、為佛教持續適應社

會發展提供調適的基礎。此七大特色再次體

現「覺行圓滿」、「利行圓滿」及「人間佛

教」的精神實踐，充分展現崇高偉大的無我

和利他精神。

本書在確立七大佛教倫理思想資料擷取

之原則後，依循十二步驟嚴謹地完成本書的

七項目標。全書共分三卷，45篇，162章，

2016節，內容廣袤與深遠。謹恭述內容綱要

如下，俾益各界得以迅即掌握其內涵精要。

第一卷從佛法僧三寶的概述切入，旁及

菩薩，進而解說屬於戒學的五戒十善、六度

─大乘戒、定、慧三學，以及四攝─

四種攝眾的方法、八正道─小乘戒定慧

三學、屬於心學（二定學）的四無量、哀

愍；卷末為第六篇「善惡義集」。

第二卷始自佛教的世界觀、人生觀，

簡要地總說佛教思想之主題─煩惱，分

篇即論述各種煩惱，如慚愧、放逸、怠惰、

驕慢、自大與貢高、輕人與謙下、嫉妒與諂

曲。第十六篇至廿三篇，則為兩個對立事項

的並論，如無常與寵辱不驚、鬥爭與和合、

苦樂、罪福、恩怨、智愚、貧富與貴賤、懺

悔與改過等。第廿四篇及第廿五篇，主要乃

在批判印度主流宗教─婆羅門教，與其

社會階級─種姓制度。第廿六篇述及佛

教所主張的語言道德，第廿七篇則論及一般

道德。

第三卷始於第廿八篇的「思惟」與第

廿九篇的「人心」，其內容主要在論述眾生

的主觀認識，即心理層面。第卅篇至第卅五

篇，則論及一般的倫理道德，如為人之道、

待人之道、敬人之道、處世之道、交友之

道、教學之道等。第四十篇的求財之道、第

四十一篇為政之道，以及第四十四篇的道

德五事，均屬一般倫理道德之範疇。而第

三十六篇至第三十九篇，係以佛教的教化議

題為主，包含自利利他（第三十七篇）、自

愛愛人（第三十八篇）、平等（第三十九

篇）；最後以第四十五篇「解脫之道」作為

全書總結。特別值得一提者，為第四十二篇

的「醫療與衛生」和第四十三篇的「生態倫

理」。由此二篇內容顯示，圓持法師對佛教

內涵體察之深切，其般若功力通古今，對於

當前議題亦能切合與關照，與時俱進，十分

值得讚歎。

本書堪稱為一部包羅萬象的佛教知識小

百科，可作為佛教界、學術界，乃至全人類

對佛教知識學習與瞭解的重要參考。圓持法

師在導言中亦述及：「跨入新世紀大門，回

眸佛教悠悠兩千五百餘年的歷史，⋯⋯佛教

是道德信仰而絕非神教信仰。」。足見《佛

教倫理》一書的編輯與發行，以佛教倫理思

想作為中心主軸，以「三藏」典籍為依歸，

將佛教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與內涵，藉由專

精的智識，清晰條理的論述，以及睿智的解

說析義，造福當代及後代的普羅眾生，得以

透過本書，一窺二千五百年所積累下來的佛

學智慧菁華與義理精髓，為眾生開啟佛學知

識之門，正是落實「人間佛教」，最真實與

最具體的成果展現！

感恩圓持法師開示「人皆以智慧成其道

德」，予大眾莫大的啟發，我佛慈悲，眾生

何其有幸，得於法師無私的志業耕耘下，恢

弘「道德」與「智慧」之提升精進。慈悲大

覺行者，壯哉壯哉！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