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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寫佛籍書評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  邱德修 

 

 

一、緣起於慧炬 

主持人、悟因法師、各位大德、各位先生、

女士：我在學術界，一直是在做甲骨金文、戰國

竹簡、帛書、說文解字，還有經學方面，就是在

儒家經典方面打轉的一個書生，也很少拋頭露面

的出來講這些東西，因此我一直反省自己夠不夠

資格來為大家講？但是因為主持人的盛情難卻，

所以我就答應了。真是慚愧，因為個人才疏學淺，

真的是不夠資格來跟各位切磋請教。而且佛教的

學問，非常的深，非常的高，所以我非常惶恐。

民國五十五年我在唸成大中文系的時候，當時有

個慧炬雜誌社，專門出刊佛教的書籍，那時候我

曾經投過稿，也被錄取了，所以就拿了獎學金，

也就是在那時候讀了一點佛學的東西。 

二、淨行法師的因緣 

到了民國八十年，淨行法師在靈山叢

林開辦一個學校，他是我的學長，要我去

講《說文解字》，那是一部小學的著作。

那時候他剛好把《菩提樹》接過來，他要

我去填充，他本來是要我寫蘇東坡的佛

學，但是我對蘇東坡認識不多，所以就不

敢寫，只好硬著頭皮寫些佛籍著作簡介的文章來

搪塞一番。沒有想到寫呀寫的，一口氣寫了二十

多篇的作品。 

三、實行 

一九七八年（民國六十七年）拜開放之賜，

大陸的書源源滾滾地進入臺灣。那時候我就把書

案上有的佛教書籍，一本一本按月寫導讀，希望

把關於大陸佛學著作介紹出來，讓大家看看大陸

學者在佛教上的研究是怎麼樣的情況。我在挑書

方面，比較偏重在佛教史方面，以及跟我們中文

系有關的哲學史方面。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

寫就寫了二十幾篇，後來因為淨行法師回到越

南，《菩提樹》慢慢地停刊了，也就結束了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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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因緣。 

四、反省 

結束這一段因緣之後，我又回到我的老本

行，做甲骨金文、青銅器，還有竹簡帛書。所以

在我的學術著作網站上，並沒有佛教的書評，或

者是導讀之類的東西。因此會被發掘出來，讓我

感到很驚訝！我覺得佛教界很熱鬧，但是也很寂

寞。為什麼？因為真正學佛的人，要修心，又要

修身，又要修學問，真的是非常艱深困難的寂寞。

至於熱鬧呢！臺灣正面臨佛學復興的時代，四面

八方都有僧眾，都有信徒，真可謂一代盛事。所

以我一位方外人士，能夠幫助修行人讀一點書，

那真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但是因為個人的學養

關係，沒有辦法把導讀的東西寫得很好，所以後

來就慢慢地封筆，不敢再寫了。這件事給我一個

啟示，就是說做學問是腳踏實地的功夫，做得不

好就應該停止，就要反省自己，然後再繼續讀書，

等讀得差不多的時候再寫，這樣可能會好一點。 

我在寫佛籍導讀的時候，大概分幾方面來

寫：第一個是基本資料，因為他會看這一篇導讀，

一定想要知道這本書是在哪裏出版的，什麼時候

出版的，第幾版，有幾頁。因為每個人讀書時都

會考慮到我的時間有多少，頁數少的話，可以讀；

頁數太多的話，可能要等什麼時候再讀。另外價

格多少，因為買書還是要考慮到錢的問題，這些

都是很重要的基本資料。又如哪一家出版社，是

簡體字、繁體字，簡體字對我們來說是很困難，

有很多字都認不得，對不對？小大變成尖，小土

就是塵埃的塵（ ）；衛兵的衛呢？就是一個ㄗ

再加一橫（ ），這簡體字讀 起來很煩人哦！ 

這一方面都介紹之後，我會把原作者的綱目

列舉出來，因為一本好書，它一定是綱舉目明，

能夠將章節綱目都寫得很清楚，也就是說一本好

書，它的邏輯思考應該很完整，章節綱目一定是

分布得很清楚。再來我會把代表作者思想的、寫

得特別精采的地方摘錄出來，讓大家欣賞。我個

人覺得挑人的毛病非常容易，但是能夠去欣賞別

人是非常困難。書評不是只評它的缺點，更需要

去張揚它的優點，我們的社會就缺乏這一方面。

心為什麼會越來越不好？就是沒有去張揚人的優

點，我們看每一個人都是優點的話，這個社會就

好起來；我們看每一個人都是缺點的話，這個社

會就變壞了。 

我們看人好的一面，大家都是好的；我們看

人不好的一面，那就都是壞的。所以書評最重要

的還是在你的心，你要多去欣賞作者花了那麼多

心血所寫出的一本書，好的一面在哪裏？要把它

彰顯出來，這對作者是一種鼓勵，對讀者也是一

個幫助。當然任何東西都沒有全面性的好，它有

些不足的地方，我還是會把它點出來。 

最後我要提出來，假如我是這個作者，我要

寫這本書的話，我會怎麼去寫。這是有點偏重學

院派的一種導讀的方式，因為我做學問的過程中

跟很多很多好的老師學，當然我也指導過學生，

告訴學生怎麼去寫論文。從這個實證的經驗裏

面，我們就可以想像得到，大陸學者在處理佛教

的素材方面、角度方面、立場方面是怎麼樣的。

我們可以從這個觀點去看它的優劣。 

事實上，我經常在想，自己寫東西比較容易，

要去評人家比較困難。就像我指導學生比較困

難，我幫他寫可能比較容易。因此，這個書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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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樣，評了半天，真的是很辛苦。如果是我寫

的話，已經把它寫出來了。這是我經常有的一種

感慨，所以後來關於佛籍方面的導讀，就沒有再

寫了。 

不過我有個願望，希望我們佛教界能夠同心

協力把大藏經整理出一個完全現代的標準本、標

點本，這樣對佛教的普及，一般世俗大眾讀起來

可能更方便。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把大藏經的

經律論一本一本的翻成白話，讓沒有受過文言文

訓練的人也可以看得懂佛在說什麼。不然的話，

就會如一副對聯所說「佛云不可說，子曰難矣

哉！」 

五、結語──佛緣未了 

最後，我的結論是導讀也好、書評也好，都

是一個橋樑，是把作者的心血透過書評或導讀，

介紹給讀者的一個重要橋樑。因為有這座橋樑，

就可以把作者的心血，透過導讀或書評，讓讀者

知道這本書應該是怎麼去唸，這本書應該是怎麼

去讀。因為有這樣的因緣，我寫了二十幾篇這樣

的論文，沒有想到十年後的今天竟然被挖掘出

來，受到重視，這是始料未及的。 

非常感謝大會有這樣一顆心，不辭辛勞的浪

費了很多催促的電話，然後把我找來，如今我在

這講了一些不太成熟的意見。因為這樣久了以

後，再複習一下，自己也有感覺到很慚愧的一面。

真的是對不起佛教界，做了這樣一點，然後就沒

有繼續做，是非常抱歉的事情。如果有機會，我

還是願意為佛教界做一點事情。很謝謝大會給這

個難得的機會，也謝謝在座的大德給我的鼓勵，

謝謝！ 

【編者按】本文為 92 年 12 月 13 日假臺北印

儀學苑舉行「品書與書評」論壇之發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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