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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常聽人說：「這個人不錯，心地很好，但是

和人相處得不好！」請問諸位，這樣的人算不算

好人呢？

就他個人來說，他是好人；對社會來說，他只

是「半」個好人。特別是佛教徒，如果與人處不

好，就不能發揮淨化社會的功能。因此，今天我

要和諸位談談「情與理」，探討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究竟要怎樣建立，才會比較和諧。



一、情與理的定義

何謂情與理？主觀的態度是情，客觀的態度是

理；自私的觀點是情，公平的觀點是理；為個人

求、為目前求是情，為大眾求、為千古求是理；

有所為而為是情，無所為而為是理。

情，維繫人間的活動與存在，它好比是潤滑

劑，使人活得更有意義。但是，從學佛的觀點來

講，我們必須要一層一層地把情化解，進入理的

狀態。所謂「主觀的態度」，便是不管他人的

想法，不設身處地為當事人想，只在乎自己的想

法、看法，這叫作「情」。反之，處處為他人著

想，要求自己把自私自利的心理和行為漸漸減

少，即是「理」；為自己設想的時候，也同時要

協助他人得到利益、得到幫助；好比是在同一條

船上，我們把船的性能改良好、維修好，讓船上

所有的人都能早點到達安全的地方，而我們本身

就在船上，也一定會到達安全的彼岸。

我們的心量越大，幫助的人越多，自己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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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進步與成就也越大，所以，雖然不為己，結

果得到最多利益的是自己。這種方式叫「無所

為」，卻是最大的有為。



二、情與理的類型

「情」可分成五種型態，即男女之間的愛情、

親子間的親情、朋友間的友情、施和受的恩情、

修行者之間的道情。五者當中，前四項是為「俗

情」，第五項則是「法情」。因此，佛教給眾生

一個名稱，叫作「有情」。

首先，我們討論男女間的愛情。請問諸位，男

女間是不是也有友情和恩情呢？答案是肯定的。

可見，男女之間不一定只有愛情。以學佛人來

說，男女夫妻之間也具備了道情。另外，中國人

一向的觀念裡，以為父母和子女之間，只有親情

和恩情；可是在現今的社會，在西方國家，人們

把父母也當朋友看；同時，親子之間也一定有愛

情—父母對兒女的愛，兒女對父母的「敬」加

上「愛」。當然，朋友之間除了友情外，也是有

恩情與道情的。而在施與受之間，有些人只是單

純的為布施而布施，絲毫沒有想到要施「恩」給

人，這種人我們可以說他是「無我」的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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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留學期間，沒幾人幫忙我、供養我。

但是在瑞士，有位我不認識的施主，他定期寄錢

給我。我問他：「你希望我為你做什麼？你希望

我怎樣回饋你？」他回答說：「我對你無所希

望、無所期望，也不希望你回報我。但願將來你

有能力時，也去幫助人。」像這樣就是道情。所

以，用佛法、財力、體力去幫助任何人，使他能

得到佛法的利益，即是道情。

其次，我們談到「理」的類別。從常識上或從

佛法的觀點來看，「理」可分成下列六類：物質

的定理叫「物理」；身體的組織叫「生理」；心

念的軌跡叫「心理」；人際的範疇叫「倫理」；

哲學和宗教的「真理」；真如或理性，即佛教所

講的「本地風光」。

（一）物理

昨晚，幸運地颱風沒有來襲。今天早晨，還有

些風勢，天微微下著雨。有人對我說：「師父！

您第一天講經，颱風就刮起來了，多討厭！」我



說：「它刮得有道理，刮風一定有原因。既然是

有道理、有原因的事情，我們不要埋怨它。」

二年前的某一天，我坐一位居士的車要去訪

問一個地方。當時，雨勢很大。那位居士說：

「希望我們下車時雨能停止，不要讓師父淋到雨

才好。」我說：「你好自私哦！為我一個人，你

叫它不下雨。」但也奇怪，我們將到目的地時，

雨突然停了。那位居士好高興說：「這是您的福

報，不下雨了。」我說：「阿彌陀佛！這不是我

的福報，叫它不下雨就不下雨。如果，此時天氣

乾旱，正需要下雨，我來了就不下雨，豈不是害

了很多人？所以，這是『應該』不下雨，不是因

為我來了。」這個例子是說，世間任何現象都有

它的原因。作為佛教徒，如果我們說某大德到某

一地方就不下雨，走了以後就下雨，這是外道，

不是佛法，因為佛法是講因緣果報的。

（二）生理

我們的身體和機器一樣，不要過分用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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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過分不用它。機器如果每天使用，可能很快

就報銷了，所以一定要適時休息、潤滑與維修，

這樣才能用得久。我的身體從來沒有好過，一

向都在生病，但我每天都在動。很多人勸我要休

息，我說我這機器不能休息，一休息就會生鏽。

但是，有時候非常忙碌，有人還要見我、和我談

話，我一樣見、一樣談話，並利用時間休息。例

如有人問我：「頭痛怎麼辦？」我說：「沒問

題！除了看醫生外，你念觀世音菩薩就好了。」

他講了半天，我只講一句話，他就高興地接受，

他的問題就解決了。

（三）心理

我們心裡的念頭常常像野猴、像野馬，所以

叫「心猿意馬」。但是，如果能夠找到理路，

瞭解心念起滅的原因，便不會為心念的心猿意

馬而煩惱。

現在有許多專業心理醫師，可幫助人將心裡的

念頭產生的原因作分析，並找出解決的辦法，使



得心理有問題的人，得到一時的安慰與治療。但

是，這種方式只能治標不能治本，「理」清了以

後，心還是會亂。

佛法的觀點，卻能正本清源。首先，它告訴

我們須清楚心裡的煩惱是從那裡產生（說起來有

點像心理學的方法）；其次，不管任何問題，

「魔來魔斬、佛來佛斬」。壞的念頭固然要丟，

好的念頭也要丟，將一切思想全部放下、隨時放

下。到了這種程度，心念的軌跡已經不存在，心

理還會有問題嗎？當然不會。這就是所謂的「開

悟」、「除煩惱」、「證菩提」。所以，心理醫

生能幫很多人的忙，而佛法能幫心理醫生的忙。

在我的學生、弟子當中，就有十幾個心理醫

生，包括東方人和西方人，以西方人較多。我問

他們：「你們不是醫生嗎？」他們說：「師父！

您是醫生的醫生。」我說：「我沒有這麼大的本

領，我也在害病、治病，不過我是以老病人幫忙

新病人。只有大悲的佛陀才是醫生中的醫生。」

佛陀的另一個名字叫「大醫王」，真正的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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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是佛陀。

（四）倫理

中國人講倫理，強調五倫，是指倫理之間的責

任和義務，就是在什麼樣的身分和立場，就應該

盡到什麼樣的責任和義務。如果不盡自己該盡的

責任和義務，就沒有好好地做人。比如說，夫妻

關係，如果太太和先生彼此各盡責任和義務，夫

妻之間一定非常和諧；反之，則一定會吵架。通

常是要求別人盡責，而沒有盡到自己的本分。

（五）真理

這是一種形而上的思想、理論、觀念。是從

現實的社會，而推想到理想、不變的真理。現象

是變動的，而真理是不變的，所以哲學家、宗教

家相信，有最初的和最後的真理。能夠相信有

真理，心裡會得到安慰，有歸屬感。因此，有哲

學修養的人，不會是壞人，也不會是心理煩躁的

人，人格一定比較正常。為什麼？因為他們相



信，現實雖然不公平，而真理一定是公平的。

（六）本地風光

又名「真如」、「涅槃」、「佛性」、「佛的

法身」。很多人誤以為「死」就叫涅槃，其實涅

槃是心如止水，不受是非、善惡等種種順逆境所

困擾，而自由自在的意思。

十年多前，我剛到美國不久，有位美國人跟我

求解脫法。他說：「我現在不自由，想離婚又離

不了，因為太太向我開條件要錢。師父！聽說佛

法裡有解脫的方法，是不是啊？」我說：「沒有

用的，我幫你的忙以後，你跟這個太太離了婚，

會再跟另一個女人結婚。放掉一個抓一個，你永

遠得不到解脫。」他說：「從今以後我不結婚

了，我已經受夠女人的氣，我還會再結婚嗎？」

我告訴他：「你怕女人，也是不得解脫、不得自

在。如果，你遇到她，心裡不會怕，她纏著你，

你不怕她纏，這便是解脫。此外，沒有女人、沒

有太太，不會感覺痛苦，也叫作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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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即是說，當我們遇到問題時，能夠心悅誠

服、歡歡喜喜、平平靜靜的面對它、解決它，當

下即得解脫。



三、善用情與理

從佛法的觀點來看，慈悲和智慧實際上就是世

間所講的情與理的淨化。所謂淨化，是指不使自

己和別人陷於困擾、煩惱之中。

如何使人際關係不複雜？

答案只有四個字，即「用情用理」。意思是說

用慈悲、用智慧來處理我們的人際關係。

我們對人多一份關懷，便是多一份情義。有

些人蠻橫不講理，和他講理講不通。但是，用情

－－親情、愛情，或是用朋友的關係，問題就解

決了。中國人比較多用情，使人感到很溫暖、很

親切。可是，如果只用「情」，而忽略「理」，

我們可能會顛倒是非、黑白不分。因此，對於自

己的家庭或親戚朋友的倫理關係，我們可以用

情；但對社會的關係，則應當以理來處理。也就

是說，處理私人的事，可以用「情」；處理公共

的事，必須用「理」。用「情」可以使我們的環

境和諧；用「理」可以使環境公平，二者執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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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也缺一不可。

我有一個弟子很理性，任何事都講究合理，

所以他很困擾。他說：「怎麼搞地！這世上不

公平、不合理的事情那麼多！」我告訴他：

「你不慈悲！面對人時，是不能全部用理性

的。人不能當成物質來處理，你應該加上慈

悲，這樣你才會感覺心安理得，同時和你有關

係的人也會覺得愉快。」

慈悲的意思和同情類似，但那是更淨化和清淨

的。「用情」，會帶有個人的感情；但是「用慈

悲」就不會。當我們周圍出現不合理的現象或有

人做出不合理的行為，依「理」來說，這些人可

能都必須去坐牢；如果從慈悲的立場來看，他們

的行為也許是由於家庭背景、社會環境、或身心

因素所引起。能從不同角度體諒他們，並用不同

的方法幫助他們，這叫作慈悲。

對於別人的問題，要慈悲，但並不是一味的

說「好、好、好」；對於自己的問題，應該用智

慧來化解、指導和改革，這叫作修行。我們常常



會遇到一些困擾自己的問題，這些問題往往是自

己製造的，也可能是環境給我們的。在這種情形

下，你怨恨自己或指責他人都沒有用，以佛法的

因果觀點來化解，才是最好的辦法，否則，我們

可能會忿恨不平。

根據佛法的因果觀念，一切的困擾與煩惱，都

是緣於過去的因，所以才結現在的果。有了這種

觀念以後，煩惱應該是減少了，或根本不用去煩

惱。但是，因果的意思，並非叫我們不要改變環

境、不須解決問題；而是要加上因緣來促成環境

的改變和問題的解決，這才是智慧的態度。

佛法著重慈悲與智慧，推行佛法的修行，就是

在推廣慈悲和智慧的運動。人人都有慈悲與智慧

的心，社會一定能夠淨化，我們的人生一定是幸

福的。因此，我們需要更多人弘揚佛法，勸導人

們接受佛法、修行佛法。

但願諸位都是有慈悲、有智慧的修行者和弘法

者。祝福諸位！

（一九九○年七月十一日講於臺北市國父紀念館，許華玲整理，本

文現收錄於《禪與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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