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辨宗教書籍 －聖嚴法師  

在一個所謂書香社會的文明國家裡，出版物的水準整齊與否，不僅關係到書

籍的編輯、設計、裝訂以及紙張的講究，更重要的是他們能以充實、精良、正確

的內容導人予正知正見，認清正確的生活方向、生命目標和努力的方法。 

通常的共識，科學的源頭是哲學，哲學的源頭是宗教，宗教的發展是由多神

的迷信、一神的歸宗，到達泛神和無神的境界。 

我們所講的無神，不是否定精神價值的唯物論者，而是主張萬法由因緣所生，

宇宙由眾生的共業所成。 

因此，宗教既是一切知識、文化、文明的源頭，其最高境界又可涵蓋上述的

一切範疇。故在今天的已開發國家如東方的日本，西方的歐美等科學文明的先進

國家，所見的出版界和圖書公司，乃至於小型的書店、書攤，在其開架書櫥分類

中，必定非常明顯地把宗教和哲學歸為一類或個別陳列。 

宗教類的書籍是指西方的基督教、回教、猶太教等神學書，東方宗教一定是指對

於佛教、佛學、道教、道家、印度教、印度哲學歷史等的介紹和研究。特別是關

於佛教的書籍，由於大小乘的區分和大乘顯密諸宗的發展，視野遼闊，內容豐富，

所以，此類的書籍也特別多。 

反觀國內的出版業和圖書業，從圖書百貨公司及大型的出版社，以至小書店、

書報攤，可以見到兩種不同的怪異現象：一是在它們的出版物中看不到一本有關

宗教類的書，一是雖有宗教書，但所列的書籍內容並非真正的宗教，而是奇門遁

甲、人相大全、紫微斗數、命理精華、占星術、怪談、天道、神道、神通術、氣

功、陰陽五行、長生術，乃至於性命雙修、房中術等五花八門的書籍。其實這些

不是宗教，而是方術、星相學。一定要說它是一門學問，應該是屬於應用科學或

民俗學，有他們一定的作用和分際，也可以說是原始或素樸宗教的一部分，但它

絕對不是世界共認五大宗教或七大宗教的流類，此種謬認對一般知識界無異是一

種諷刺，同時也誤導了讀者大眾。 

可是曲高者和寡，流俗者風從，正由於今日的社會大眾，迷失了生活方向，

找不到人生的指標，所謂病急亂投醫，在物質生活已無凍餒之虞的情況下，為了

追求安全、安定、可靠、可信的生活基礎、生命價值與人生方向，或由於家庭糾

紛、事業失利、身心違和等現實問題的逼迫，祈求突破、更新、擺脫現況，所以

追求奇蹟式的改變命運，並以各種的術數、靈驗、星相等的方式來達到目的。 

許多的投機之士，便是由此應運而生，經搜索、挖掘、整理、解釋後，撰寫

著作類似的書籍，大量出版，廉價發售，甚至在報章、電視、電臺大做廣告，宣



傳其應驗可靠至百分之百。曾由報紙的廣告中，見到愛國獎券和大家樂中獎號碼

的預言百分比，因此，使民間大眾趨之若鶩，紛紛購買、閱讀、試驗，形成了惡

性循環，讀者越多，同類的書籍也出現得越多。以往文化界把色情書刊，稱為黃

色的氾濫，其實類似宣傳僥倖心理、投機觀念的書籍，比之於黃色書刊，對讀者

心理健康的傷害，有過之而無不及。 

陰陽術數之學，其基本的原理是應用天體的磁場而對人情事理做順乎自然的

糾正，故有它的道理，也有它的極限。在武術中的所謂四兩撥千斤，在物理學上

的所謂槓桿原理，都是以輕舉重、以少勝多、以小剋大的例子，但其中不能違背

因果的原則，所以，也不是必然的。最可靠、正常的方式，是以現世的努力、智

慧，加上過去世的福報，才能改進當下的際遇。否則的話，就會違背自然法則，

而造成社會結構的失調、個人品格的墮落，這都不是任何一個高級宗教所願意見

到和贊成的。 

我們但願國內的文化、教育、出版各界以及社會賢達，正視這個問題，對於

類似書籍的出版和著作，應加以節制，對於各大宗教的文化、歷史及其哲學思想

和信仰的動機，應加以鼓勵，提倡著作出版，普遍流通，才是真正造福於社會大

眾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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