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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佛法所以难被理解的原因，自来都从人的主观的赋秉方面说。谓上根利智的人，方可与
言；若中根、下根的人，则因所秉智慧薄弱，故听了或者茫然不解，或者认为荒诞而抚
掌大笑。但我读经，每到若存若亡的时候，除自叹赋秉贫弱外，又常向客观方面，抱怨
自然与人的比例支配得不良，致使中根以下的人慑于自然的空威，因而顺俗违真，迷性
莫返。
自然与人的比例支配的不良在于何处呢？一言以蔽之：大小相差太远。在这大小悬殊的
对比之下，中根以下的人就胁于对方势力的强大，不得不确认世间为牢不可破的真实，
而笑佛说“虚空”为虚空了。
人生时间的太短，是使俗众迷真莫返的第一原因。有史至今，已是人生的百倍。而况史
前还有不可限量的太古，今后还有不可想象的未来呢？我们回观过去，但见汗牛充栋地
陈列着记载史实的书，每部都是古人费了毕生的日月而著成的。我们倘要研究，从童年
到白首也研究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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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异的地方在那里呢？嘴巴的辨别滋味，不必练习。无论哪一个人，只要是生嘴巴的，
都能知道滋味的好坏，不必请先生教。所以学校里没有“吃东西”这一项科目。反之，
眼睛的辨别美丑，即眼睛的美术鉴赏力，必须经过练习，方才能够进步。所以学校里要
特设“图画”这一项科目，用以训练学生的眼睛。眼睛和嘴巴的相异，就在要练习和不
要练习这一点上。譬如现在有一桌好菜，都是山珍海味，请一位大艺术家和一位小学生
同吃。他们一样地晓得好吃。反之，倘看一幅名画，请大艺术家看，他能完全懂得它的
好处。请小学生看，就不能完全懂得，或者莫名其妙。可见嘴巴不要练习，而眼睛必须
练习。所以嘴巴的味觉，称为“下等感觉”，眼睛的视觉，称为“高等感觉”。
相关联的地方在那里呢？原来我们吃东西，不仅用嘴巴，同时又兼用眼睛。所以烧一碗
菜，油盐酱醋要配得好吃，同时这碗菜的样子也要装得好看。倘使乱七八糟地装一下，
即使滋味没有变，但是我们看了心中不快，吃起来滋味也就差一点。反转来说，食物的
滋味并不很好，倘使装璜得好看，我们见了，心中先起快感，吃起来滋味也就好一点。
学校里的厨房司务很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做饭菜要偷工减料，常把形式装得很好看。风
吹得动的几片肉.盖在白菜面上，排成图案形。两三个铜板一斤的萝卜，切成几何形体，
装在高脚碗里，看去好象一盘金钢石。学生走到饭厅，先用眼睛来吃，觉得很好。随后
用嘴巴来吃，也就觉得还好。倘使厨房司务不懂得装菜的办法，各地的学校恐怕天天要
闹一次饭厅呢。外国人尤其精通这个方法。洋式的糖果，作种种形式，又用五色纸、金
银纸来包裹。拿这种糖请盲子吃，味道一定很平常。但请亮子吃，味道就好得多。因为
眼睛帮嘴巴在那里吃，故形式好看的，滋味也就觉得好些。
眼睛不但和嘴巴相关联，又和其他一切感觉相关联。譬如衣服。原来是为了身体温暖而
穿的，但同时又求其质料和形式的美观。譬如房子，原来是为了遮蔽风雨而造的，但同
时又求其建筑和布置的美观。可知人生不但用眼睛吃东西，又用眼睛穿衣服用眼睛住房
子。古人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我想，这“几希”恐怕就在眼睛里头。
人因为有这样的一双眼睛，所以人的一切生活，实用之外又必讲求趣味。一切东西，好
用之外又求其好看。一匣自来火，一只螺旋钉，也在好用之外力求其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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