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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從小對許多事情感到好奇的我，常常在向父母、長輩尋求解答的時候，通常會得到令我費解的答案。在追問下去之時
，只會敷衍地得到『本來「做的」就會跟「說的」會不一樣』這類的回答。
一直以來我都對這句話非常反感，我認為既然「做的」跟「說的」能夠不一樣，那麼我們就不用去訴說道理、用邏輯
辯證我們的立場，凡事只要依憑著感覺和慾望行事不就好了？但是，這樣卻是正確地做人處事的態度嗎？或在面對重
要的人事物時，也難道可以用一樣的說詞嗎？

（二）正文內容：
在讀到《大乘佛教思想》裡，介紹到龍樹對於「實踐」意義的看法，我覺得他的看法，認為行知合一就是「智」，龍
樹所說的「智」並非虛假的，或是遙不可及的老學究所能的，而是對於純然地明白，進行深刻的體會並作出的智慧之
行。
關於龍樹的體悟，我覺得是非常難得可貴的經驗，也是我們普羅大眾會忽略到的事實，就是「能懂」的道理，卻不見
得「能明白」於生活中。
人們的行為如何是在自己的理解範圍內，被稱作是合理的呢？不外乎是對於世界和事件的認知，形成了在內心的信念
及價值觀，進而做出符應個人價值觀的作為。
另外，在人際關係裡，也有一套人際互動的道理及邏輯能夠運作，裡頭包含了社會、政治等實踐與信念的融合和衝突
。而，我們往更高層面的佛學、哲學，或是信仰高度來看的話，這些學問對於世界及人的知識、實踐又出現可以更通
用和根本的智慧。
就我看來，這些不同層次對於世界與人的運作道理，能夠看出其中有些部分的提升及捨棄。舉個例子來說，當面對同
一個不可思議，且從沒看過的現象，會發現不同人對於現象的認識和解釋會大相徑庭，虔誠的基督徒可能會認為是上
帝或先知的神蹟，進而對近來的社會現象或自身行為進行反省，也要求別人遵守同樣的道德規範；而講究實事求是的
科學家，也許會觀察周圍的線索，並搜集數據、做實驗，用物理的說法去解釋現象。
在這當中，信徒與科學家之間對現象的認識及解釋，其中又有哪些認知和證明方法的提升，以及對於什麼概念的捨棄
和破解呢？從這個例子試想，在「能懂」及「能明白」之間，存在著的差異並不是各人的領悟力的高低，而是在於如
何認識，認識自己（主體）、認識世界（客觀）、認識自己的認識方法（主客關係之類的）。
前述說到，個人所認為合理的作為，搬到了不同的群體裡卻有不同的看法，而將其回歸到了佛學、哲學等研究的認識
中，會看見這些理論都有將原本各異的邏輯和道理包納其中的特質，以及試著解決那些在認識上的根本問題。
講到這，就回歸到書中對龍樹想法的介紹。以龍樹對「實踐」的意義所說的，讓我對佛學進行更進一步深刻。「知識
」一詞在普遍所認定的意義上是種面對其他對象的認識，是種科學式的、主客體之間的關係；相對地，龍樹所說的「
智慧」則是跳脫了大眾所習以為常的認識框架，是以「自身智」認識事物，而也當然不將外在事物當成對象來認知。
我認為龍樹不同於大眾的思考轉向，讓我覺得充滿了冒險和嘗試，用非對象式的科學求知方法，轉而將自身（內在/
主體）與世界（外在/客體）試著融合、放下障礙，進而進入到了更從容自在的狀態，能和世界交流互動的狀態，對
龍樹來說，這才是真正的「智」。
首先，如此的思考轉向所要先發現的是，原來引導我們進行對象式的認知是所謂的「妄」，也就是十二緣起中的「無
明」狀態，暸解到是「妄」使我們看不清楚，並走向另一條無明之道，而往這方向前進所成立的理論，更加貫徹了「
對象式」知識的驗證性。當我們能重新檢視到「自見」的方式，我們就能意識到眾生的「虛妄」。
然而，所謂「般若」的智慧即是發現「見」到原本的自我是虛妄的，那不僅僅是「妄」，而且還是不真實的「虛」，
因此是「虛妄」。當「智見」的狀態成立的時候，不虛不妄的「真實的自我」便就漸漸浮現，從虛妄到真實的轉向就
開始進入「般若」的智慧，進入智見的狀態的要點在於，發覺到自己在虛妄狀態的不覺察，並否定了原先虛妄自我所
認知的方法。
「真實」就是脫離了主客對立的認識，進入到智覺、智見，並不把虛妄的自我當成主體，也不把虛妄我所認知的事物
當作世界。這樣的轉變，要做得最努力的部分是「捨棄」，把習慣了的虛妄我狀態給捨棄，而進入真實狀態要注意的
是如若將「事物」當作「客觀」，那麼就說明了自己還未脫離虛妄的「主觀」，當然相反地來看，擁有「自己以外」
的概念，就也仍是未脫離虛妄。而真實的自我，脫離虛妄是能夠超越主客關係的對立，進入到真實成為自在者，也就
是所謂的「真如」。

（三）結語：
談到這裡，我覺得龍樹不僅是偉大的思想拓延者，更是在我們對生活迷惑時出現的引路人。光是在對「智慧」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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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就能見到此處所引發的不同效應所造成眾生的虛妄，延續佛學基本概念，「緣起」中的無明，人之最基本的，甚
至是讓我們終其一生都難以察覺到的認知方向之虛妄。
在西方哲學中所講究的「邏輯」、「科學式」的辯證過程，有時候困擾著我。在單向度的直線進展邏輯，有時候會讓
我的思考更加打結，也能以與實際情況脫軌，更重要的是，也容易使自己鑽牛角尖、固執己見，因為在這樣的思考脈
絡底下，邏輯式思考的確讓我自覺沒有錯，但卻因此越陷越深，甚至讓自己不自在快樂。
而龍樹所提供給我，在思考上的另一個契機，我認為龍樹所介紹的智慧是很實際的，且並不特別抽象，在實踐智慧的
解釋，讓我覺得這樣的真如、智慧是很具包容性的、不排外的，讓人感到舒服、自在，並不會有道德倫理上拘束才能
到達，而是對道理、對真實的徹底明白，並能自如地展延到實踐層面上。
面對問題，我們除了西哲的邏輯辯證，生活也需要學習中哲的待人之道，更重要的是取用佛學裡的處世及大度來面對
自己的人生，運用多元面向的先哲聖賢的人生哲學，或許可以讓自己在各種狀況及需求間學習從容自在。

（四）參考資料：
《大乘佛教思想》，東大圖書公司出版，民91年5月初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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