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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常常被誤解，許多人以為民間信仰就是佛教；其實，佛教和民間信仰差別很

大。臺灣一些相當有名的寺廟，如鎮瀾宮（供奉媽祖）、行天宮、指南宮，都不是佛教

的寺廟，雖然這些廟裡可能也有佛教的菩薩。所以，如果不明究理，一般人很容易誤會，

像這樣燒香、拜拜、祈福的就是佛教。如果佛教不是這樣子，那麼，佛教是什麼？許教

授這本書，正是要給你答案。 

許教授是台大電機系的教授，典型的科學工程人員，居然寫起介紹佛教的書，似

乎非比尋常。其實，瀏覽大科學家、大學者的傳記，不難發現，自歐洲文藝復興迄今，

無論中外，許多學者在事業有成之後，都轉向宗教的追尋。畢竟，人生有許許多多的疑

惑，像目前社會上種種令人髮指的亂象，就不是科學、工程可以解決了的。許教授在百

忙之餘，全家一心矢志撰寫此書，應是基於悲憫之胸懷：他們相信佛教的思想可以消彌

社會上偽詐、暴戾之氣、可以提昇人們的生活品質；他們期待明天會更好。 

佛教真有此能耐嗎？要答這問題，我們又回到：佛教是什麼？簡要的說：「諸惡莫

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為佛教」。這十六字可說是佛教的總綱領。「諸惡莫作，眾

善奉行」人人皆知，這也是所有的道德、倫理、宗教都同意的行為準則。留下的問題是：

善、惡之別在那裡。「自淨其意」回答說，善惡之別在於一念之間，若心地清淨即為善，

若心不清淨即可能為惡；而只有自己才能令自己的心地清淨。這是佛教真正的精神所

在，也是佛教修行的總綱領。佛教的這個觀點，把握住了善、惡問題最根本的源頭，比

許多學術理論都探索得更為深入、澈底。 

實踐，是所有人文化育必要的基本素養。例如，我們說某人不孝，不是說他不知

道孝順，而是說他不實踐孝道。佛教說自淨其意也是這樣必須實踐的。如何實踐？整部

佛教大藏經典莫不與此問題有關。許教授舉其大要，以「六度」、「十善」之實踐為本書

的綱領，介紹佛教的內涵，輔以歷史人物故事而編著成這本書，實是深深把握到了佛教

的精髓。 

綜觀此書，格局宏大，立論嚴謹，深入淺出，文筆流暢。相信讀過此書，可以消

除對佛教的誤解，正確的了解佛教。此書也像是許教授研究佛學匯總整理的筆記，摘錄

佛學要點，條理井然。筆者有幸在出版前先睹為快，並獲益良多。讀者閱後，如果能認

同書中的一些思想，並不忘將其實踐，則善莫大焉！ 

筆者與許教授有臺大電機系前後期同窗之誼。許教授來函索序，不便固辭，遂勉

為其難，濫竽充數，以表祝賀之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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