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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友人兼仁棣劳政武博士写有一本佛学概论性质的书，名之为《佛学别裁》（此为台版书名），希
望我为这部大作写序。
我与政武兄相交多年，他听过我的课，他的博士论文是在我的指导下完成的。
我深知他对佛学的兴趣与理解，多年来已有一种心愿，要把艰深的佛教义理以丛书的形式写出来，而
且要以流畅而浅白的文字采写，俾一般青年学子都能阅读而受益。
我一向认为佛教在世界各大宗教之中，是最重视理性与智慧的。
但佛教原典篇幅浩繁、文字艰涩、叉理深奥，应该有一些通俗性质的书，配舍着现代人所常接触到而
又熟悉的词汇与观点，把佛教的原义简别出来，以利年轻的朋友阅读。
他的写书计划与我的想法非常吻合，现在第一本已写好，快将出版了，因此乐意为他的书写序，以作
些评论，和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
　　政武兄本来并不是学佛学的，他的专业在法律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成绩。
到了中年左右才发心学佛，虽然迟了些，但他有律法研究的根底。
佛教是很重法数的，在这方面，对他的佛学的理解与研究，有一定的优胜之处，特别是有关大小乘的
戒律方面。
实际上，由他的博士论文增补而出版的《戒律学原理》，是学界少见到的好书，在海峡两岸流通，口
碑很好。
这更增强他要实现庞大的写书计划的信心。
而且，他多年从事的农场作业已有了基础，有友人代为处理杂务，因而无后顾之忧，可以全心全意地
、完全投入地写书，完成他的理想，这真是一大殊胜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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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教”“学”并重，以佛学基本义理与佛教传播历史为二大叙述主线，适合现代人阅读的
佛学（教）概论性著作。
本书的特色， 一是内容全面，表述准确又平实。
二是主线明确。
以佛教四圣谛为纲目，来贯摄一切佛学，层次朗然。
佛学深奥，名相繁多，初涉义诲者，往往茫然无从入。
如何消除障碍，既有知识上的，又有认识上的。
特色一重在对治前者，特色二则示人以学佛之门径，能引领读者从总体上去把握佛学（教）的特质，
从而形成正确的佛学（教）观。
因此可以说，本书乃一本对教、学两界均入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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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引言篇　　为什么要学佛　　在很多的佛经中，常把教主释迦牟尼（如来、佛陀）比作“医王”
，把他的教训比作“医药”。
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譬喻，因为它点出了佛教的性质与目标。
我们宜先了解这譬喻，再去深入了解佛教的义理，才可望确保不致误入迷途。
因为佛教经典浩如烟海，涉及的义理又十分深奥繁复，若不把握住正确的信解，困于迷途是很容易的
事。
　　既是“医王”及“医药”，就意味着：必有要治疗的“病症”，佛教常用词语称为“对治之病”
。
佛教要治的病是什么呢?就是有情众生、尤其是我们人类的苦痛烦恼。
　　人的一生，充满了苦痛烦恼，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这一事实，不但为古今中外圣哲所共认，也是每个人对自己人生的真实感受。
　　一、西方哲人对苦痛的看法　　早在纪元前，希腊三大哲之一的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前384～
前322）在他的《伦理学》中就曾指出：“贤哲所追求的不是快乐的享受，而是源于痛苦的自由。
”这句话的涵义就是：痛苦才是人生的真实，．而快乐不过是这种“真实”的否定。
快乐既然不是真实的存在，那就当然不能成为贤哲们所追求的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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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佛学别裁》阐释佛学义理，概述佛教史传，文字浅白雅训，内容深入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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