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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痛與知識〉 
（《華雨集第四冊》，p.267-268） 

一、解除苦痛與知識的前進 

（一）、厭苦求樂的要求 

厭苦求樂，是生物的特徵，是文明進展的動力。 

人類不斷地發出解除苦痛的要求，就不斷推動知識的前進。 

（二）、知識愈發達，苦痛愈增加 

不過，世間的現象太矛盾了，推進知識來解除痛苦，結果因知識的發達而加深了苦痛。 

拿戰事來說：半開化的時代，不過是，「血流漂杵」1，「滅此朝食」2。 

現在的戰事，卻走上了全體性的戰爭，動員一切的人力物力，用之於苦痛的戰爭。 

知識愈發達，苦痛愈增加，文明的世界與苦痛的人間攜手合作。 

二、世間解除苦痛的方法──發展知識或絕聖棄智 

有人主張發展知識，組織群眾來解除苦痛。物質的苦痛，或許獲得部分的解除，內心的

隱痛，試問如何解放！ 

有人走上了極端，主張絕聖棄智。不但違反了現實，即使做到塊然3無知的狀態，4也不

過麻醉自己的心靈，好讓他忍受苦痛的襲擊。 

三、佛教解除苦痛的方法 

佛教的見解：苦痛的根源在無知（無明），在對宇宙人生缺少根本的認識，在不理解相

依共存的緣起法則而固執個體獨立的存在。5 

雖然世間的知識，也有部分類似的思想，但既不懂得徹底的無性（沒有真實不變的自

體），自然在緣起變化的背後，潛藏著自我的活動。在個體獨立的倒見控制之下，產生

了仇恨敵對的思想，利用一切的知識文化，成為製造苦痛的工具。知識的發達，苦痛的

增加，形成了正比例。 

四、佛法的特色 

                                                 
1【血流漂杵】：1.血流成河，能漂起木杵。形容殺人極多。《書‧武成》：“受率其旅若林，會于

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北，血流漂杵。”孔傳：“血流漂舂杵，甚之言也。” 
2.有時亦形容受傷後流血很多。 

2【滅此朝食】：消滅掉敵人再吃早飯。形容鬥志堅決，要立即消滅敵人。語本《左傳‧成公二

年》：“余姑翦滅此而朝食。＂《明史‧王直傳》：“期滅此朝食，以雪不共戴天之恥。＂ 
3【塊然】：2.木然無知貌。《莊子‧應帝王》：“於事無與親，彫琢復朴，塊然獨以其形立。＂成

玄英疏：“塊然，無情之貌也。 
4《攝大乘論講記》，p.430：「無分別智離去妄心的有分別性，但智的無分別與色性的無分別不同，

不然，得此無分別智的聖者，不將要與木石一樣塊然無知了嗎？所以無分別智是要離去色自

性的。」 
5《般若經講記》，p.198：「真空，要在一切法自性不可得上說：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緣起、

四諦、智、得，求自性本不可得，因為法法的自性不可得，所以是空。如蘊等是有自性的，

今觀其不可得，反而是錯誤了。因諸法本性是不可得的，不過眾生未能徹悟而已；不可得的，

還他個不可得，直顯一切法的本來，所以說：「以無所得故」。一切法本性不可得，眾生以無

明而執為實有。如童孩見鬼神塑像，不由地害怕起來，這因為不知假名無實，執有實鬼，聞

名執實，這是眾生不得解脫的唯一根源，即是無明，以有所得心求一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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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悟真理 

佛法的特色，從悟解緣起無性（人我、法我）下手。獲得體悟真理的知識，就是般若。 

（二）、解除苦痛 

假如通達緣起，就知道假我以一切的存在為根據，就能解除因自我妄執而生起不必要的

苦痛，實現苦樂不入於胸次6的自在。7 

（三）、促成慈悲共利大樂 

同時，在真空智的領導下，發動一切的知識和文化，促成慈悲共利大樂的實現。 

五、結論 

佛是一切智者！也就是常樂的具體表現者！ 

 

                                                 
6【胸次】：胸間。亦指胸懷。《莊子‧田子方》：“行小變而不失其大常也，喜怒哀樂不入於胸次。” 
7《中觀論頌講記》，p.319：「假名的緣起我，不離因緣而存在，所以非自有的；依他因緣而俱起，

所以非獨存的；在息息流變中，所以非常住的。通達此緣起假名我，一方面不否定個性與人

格，能信解作與受的不斷不常；一方面也不生起錯誤的邪見，走上真常的唯心與唯神。依緣

起我而正見性空，即我法二執不生，正見諸法的真相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