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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信  提舍

  

 

    佛教難得有暢銷書！聖嚴法師的《正信的佛教》是少有的佛教暢銷書之一。該書在釐清一些

佛教的錯誤觀念外，更重要的是指導人去辨識正信的佛教。正信一詞，蘊含了其他不正信的存在

。例如利用佛教，歪曲教理、誤導、似是而非等，就是一些對佛教有深研的學者，亦會因沒有宗

教情操，作出一些不了義的詮釋，或是錯誤地將不正信的佛教歸入佛教，實在可惜。嚴格來說，

一些佛教徒對信仰的偏頗，法門喜好的偏執，對其他法門的攻擊，批評，皆可納入其範圍。以其

傷害性之深，禍害之大，並不亞於教外及附佛外道的傷害。這不但窒礙了佛教的發展，還會破壞

佛教。可見正信的提倡，實有其必要。

    佛教被譽為智慧之宗教，竟有如此現象，可見正信的辨識，實在不容易。正信是一條康莊大

道，安置其中，對向目標，會是一條愉悅而暢順的成佛之道。不正信的原因及正信的確立，必需

清楚認識。

    大部份不正信的佛教內容，皆有矛盾及不合理性。只要有理性地審視，就算不是佛徒，亦可

找出其破綻。何以學佛多年的有識之士仍陷於不正信中呢？考其原因如下：1・反叛――對一些

眾人反對的，卻不管對錯，偏要站在反對立場，而不去訴諸理據。2・對傳統的不滿――對傳統

佛教的積弱不滿，而站在反對立場對抗。3・資訊單方面――資訊的來源太單方面，對前因後果

，或整體不能客觀對待。4・個人喜好――對某些方面有偏好，因而不能接納其他可能性。5・偶

像崇拜――對偶像的言行過份崇拜，因而在偶像作出不適當的言論時，亦盲目附和。6・宣洩

――不正信的人喜以嘩眾取寵或似是而非的方式去吸引人，亦喜以攻擊教內的弱點去吸納群眾，

容易招引心中不憤的群眾。7・利益――為了名利或權力的利益，不管是非對錯。

    佛教是智慧的宗教，這些非理性的行為，不要說智慧的宗教不接受，就是一般待人處事也不

會認同。維持佛教的正信只需回歸理性，毋須很高深的學理。這看來似乎容易，但同時要克服自

身的貪瞋痴，卻又不那麼容易了，這近似修行的功夫，以理性對治情緒。

    佛教的四依四不依，正是這種理性的抉擇。依法不依人，即對事不對人，不受人為的影響，

專注事情自身的真實。依智不依識，依止智慧去判斷，而非由情緒去判斷。

    這些準則，不但在宗教上可以應用，就是一般事務，行為，或社會事件上也可應用。

    因此，若有人言他是正義的代表，便需小心去鑑別。先審視他的目標是否「偉大」，有些人

的口號根本不是一個目標，內容空泛，或是祈求一些小事情，或是不切實際。如此不「偉大」，

不清晰，不切實際，注定失敗。沒有明確的目標，什麽事也不會成功。此外，其行為也很重要，

要審視他的行為與目標是否一致，尤其一些輕言為了理想、目標，必需有人犧牲，可是犧牲的總

是他人，且經常性，那便要小心了。

    正信為何如此重要？

    正信猶如一個方向的指標，循著正確的方向，可感受到每一步的喜悅。否則，方向錯誤，只

會多走寃枉路，甚至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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