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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林清玄，一個出生在高雄旗山的農家子弟，從民國四十二年出生至

今，他已經用了五分之三的生命從事創作，近三十年的創作生涯裡，林清

玄都保持著日寫千字的寫作習慣，即使曾經面臨挫折與困境，他仍然不願

放棄他希望藉由寫作「替沒有機會出聲的人出聲以及增進人與人之間的溝

通」的寫作使命，這其中的驅動力，便是他擁有一顆積極而多樣化的赤子

心，讓他時時刻刻都能享受創作時，從心靈角落緩緩升起的快樂。此外，

林清玄的家庭教育以及豐富多變的生活體驗，也是培養林清玄敏銳觀察與

細膩心思的重要因素，也正因為如此，林清玄擁有著獨樹一幟的創作風

格、人生哲理與思想態度。 

林清玄創作的主題意識與他的思想與生命歷程息息相關，而林清玄創

作的歷程正代表著他思想轉變的表徵，順此，我們可以從林清玄的言語與

文字中發現他的生命記錄與智慧臻進的軌跡，因此，林清玄的文本從民國

五十八年開始創作到民國八十九年的這段歷程，可以分為五個時期，分別

是實驗期、過渡期、顛峰榮盛期、龍捲風期、復活期。 

實驗期的林清玄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的作品總是侷限在感傷雕琢的生

活鎖事上，所以他寫新詩、寫電影劇本也寫小說、散文；過渡期的林清玄

開始結合理性沈思與感性抒情，所以他寫報導文學、藝術評論與從事專欄

寫作；顛峰榮盛期的林清玄開始接觸佛法，不再汲汲於表現文采，漸漸地

關懷寫作的內容，記下了他學佛過程的心靈體悟，並藉由文字來弘揚佛

法、撰文說教，所以他將佛學與文學結合，開始寫學佛散文，甚至跨及演

講與有聲書的出版；龍捲風期的林清玄面臨了再婚事件所帶來始料未及的

挫折與難堪，所以他取消了所有之後的演講，甚至停止籌辦已久的「林清

玄文教基金會」；復活期的林清玄以凡人的角度重新站到文學創作的舞

台，他打破之前學佛散文的舊有成規，開始把他的創作做一個極大的極大

的轉型，所以他結合寓言與小品文，開始創作寓言式散文以及有聲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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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開拓大陸市場，尋找創作新契機。一路走來，林清玄在創作的大海中浮

浮沈沈，他曾被海浪推到了創作的高峰，也曾經歷了海上的龍捲風，然而，

不論是驚濤駭浪抑或是風平浪靜，這些經歷都是林清玄創作的生命歷程，

雖然這種種的變遷有時讓他感到如夢似幻，但事實上卻又如此的刻骨銘

心，因此林清玄十分重視他走過的每一步，所以他不斷地秉持著「一步一

腳印」的理念，屹立不搖地堅守在他創作的岡位上。 

林清玄的文本一直有一種深深吸引讀者與批評家的力量，因此，對於

林清玄的創作作品的評價可說是毀譽參半，正面的是各項文學大獎與排行

榜成績以及六百多萬本銷售數字對他作品的肯定（包括時報文學散文獎、

時報文學報導文學獎、中國時報散文獎、中山文藝獎、吳三連文藝講、國

家文藝獎⋯等等）；負面的是其創作的粗俗與世俗化以及再婚事件曝光後

輿論對他之前塑造的道德形象與人格可信度的質疑與批評。然而，這樣一

個具爭議性的作家，他的創作卻具有他獨特的魅力，而這些魅力的來源，

最根本的就是他作品裡別具一格的創作風格，包括他那優美通俗、簡明有

力、妥切美妙而善用舉例的語言藝術、多元不拘的創作方式、聯想感悟的

寫作意識、自我寫照的文學表現、咀嚼人生的主題意識，甚至於後來他還

結合了佛教與文學來營造一個超越現實生命的唯美世界，讓讀者在他的

「生花妙筆」下得到心靈的慰藉，因而吹起了一股「林清玄旋風」，引領

了佛學散文的風潮。這種種的元素，都是讓林清玄的創作產生了撼動人

心、令人無法抗拒的吸引力，也使他的文本在書市中銷售的功力倍增。 

除了林清玄作品本身的所具有的魅力要素外，林清玄掌握人心走向的

著書立言、善用影響社會民心極深的大眾傳播，以及台灣當時特殊的文化

與宗教現象更是形成「林清玄現象」所不容忽視的一環。因為現代人受到

多元文化、工商發達與現代思潮的衝擊下，傳統文化與價值體系面臨崩解

的危機，新文化與價值體系尚為建立，使現代人的文化與道德倫理產生青

黃不接的雙重破與立的困境，導致台灣社會過度的物化與功利化，人們在

忙於追求物質名利的當下，卻有著一顆空虛而僵化的心靈。因此，重視民

間宗教信仰的台灣人，開始在宗教的領域中找尋生命的寄託，此時，林清

玄適時地以文學結合宗教的方式，順應了台灣民間信仰中濟世行為的教化

性質，符合了人們對宗教的需求與興趣，加上其文中不斷地灌輸其本身具

有的高尚情操，如云： 

我的文章不是佛教思想的研究，因為我認為注重學解的佛教，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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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專門化、複雜化，不能滿足我們對宗教實踐的渴望與景仰。我期

望的不是提出個人的主張或思想，而是想喚起人人自我的覺悟。1 

由此可見，除了林清玄的自我吹捧的著書立言外，廠商對其作品賦予的美

麗包裝，既能配合大眾傳播行銷策略的運用，又能在傳統與現代的互動關

係下捉住人心的脈動，滿足閱聽者造神的心理需求，因而使眾多的閱聽者

依附在他的信念下，發展出新的崇拜活動，進而凝聚出一股追隨的向心

力，使林清玄從單純的作家躍升為閱聽者心中的「救世主、教主、偶像、

道德大師」，甚至是高高在上的「神」。 

可惜的是，當林清玄在其事業最蓬勃的時候，他為了追求他認為的真

愛做出了令他的支持者大失所望的事情，那就是他放棄前妻、另結新歡的

再婚抉擇。這樣的打擊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人們在開始對他產生至高的崇

拜與仰賴時，也相對地為他設定了「文以載道、文如其人」的高道德標準，

因為他們認為作品是一個人生命的延伸，所以如同「救世主」的「教主」

作家，其為人就應該如其文章般成為道德的化身，因此，林清玄的言行不

一與陽奉陰違的行為，在在都打擊著信眾對他崇拜有加的信念，造成了當

時社會的諸多批判指責。這出乎意料的風浪，使背負著「宗教大師」沈重

擔子的林清玄產生了一陣錯愕，陷入了道德困境。但是，從不輕易妥協的

林清玄開始尋找自我安身立命的方法，他不斷地催眠自己，告訴自己錯的

決不是自己，而是在於這個充滿了議論的世界，而那些每日議論的人，正

顯出他們最缺乏愛、內心最寂寞、最充滿偏見，所以他們嫉妒他能勇敢地

跳出痛苦婚姻尋到真愛。此外，林清玄還不斷地運用他的文字與發言強調

他前妻的問題與因緣的興滅，以證明他離婚與再婚的正確姓，甚至於人們

議論所造成苦難與折磨，就是為了讓他走向真理的台階，所以他以「默擯」

的方式，欣然而沈默地接受這樣的「魔考」。 

至於林清玄如何自我心理建設以達到身心安頓之道呢？首先，他澄清

他並不知道他自己已被「神化」為「大師」、「菩薩」，他只是一個平凡

的人，此外，他也從未製造婚姻幸福的假象，因此，當其他平凡人有權力

再婚的同時，他也有權力結束前次婚姻的錯誤而再婚，因為「人非聖賢、

孰能無過？」其次，他自勉自己要歡喜自在，因為「歡喜也一工，痛苦也

                                                 

1 林清玄：《捻花菩提》，九歌出版，台北市，民 77 年 7 月 10 日（菩提系列

5），（自序）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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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所以他在沈潛的日子裡照樣日寫千字，照樣風雨無阻的爬山，甚

至還慶幸能重拾他在忙碌時無法達到的閱讀樂趣。接著，他訓練自己以更

高的觀照與逆向思考的方式來超越自我，因為他是個有 EQ的人，所以他

能在順境時「笑裡藏刀」，在逆境時「逆來順受」，甚至於逆向地將這些

困境當作是生命中學習與體驗的最好時機。最後，他為了不讓自己過得艱

難乏味，所以他要努力的轉化、提升與超越，如此，他才能在生命的山窮

水盡之處，用坐看雲起時的心情，找到柳暗花明的一天。 

除了心理的建設與自我催眠，林清玄對創作的熱愛使他割捨不下創作

的消費市場，所以他重新給自己定位為「學習佛法的作家」，他不再侷限

自己的作品於「學佛散文」了，他轉換跑道地重新出發，開始結合寓言與

小品文的方式，出了一系列的「寓言式散文」，也在舊有童書的領域中以

有聲書的新面貌尋找創作新契機，甚至還跨海至海峽的對岸開拓大陸新市

場，重新將他的舊書以嶄新的包裝出版，並展開一連串的演講與簽名會，

期能為他的創作事業再創佳績。 

論述至此，我們可以說，林清玄創作的歷程是脈絡相承的，他將他的

生命體驗與思維轉化，一點一滴地記錄在他像思想筆記一般的創作中，然

而，就像佛洛依德說過，言語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可以帶給你最大的幸福，

也可以帶給你最大的傷害，好的語文能「化戾氣為祥和，化干戈為玉帛」，

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一個作家將他的創作文字當作他撰文說

教的工具時，他自以為能宣揚佛法、安慰人心的作品，此時也讓他束縛在

人們對崇拜者「高道德標準」繩索之中，一旦他失足落下，他的創作生命

不但可能傷痕累累，更可能從此斷送，自恃甚高的林清玄如何能不時時惕

勵？猶如鄭志明教授所云： 

作為一個公眾的人物，尤其是宣揚道德的修行人，就不能把自己視

為平凡人。若真是平凡人，林清玄就應該不再撰文，回歸作家本

色。⋯或許作家可以用宗教體驗來擴充奇文學的美感，但是作家不

能以修行者自居，到處去弘法，此時作家已是宗教家了，自然就成

為讀者心中的「教主」了。⋯林清玄從此不再是平凡人了，必須為

他所建構的精神世界負責，為依附於他的廣大讀者繼續心理治療，

也要不斷地開拓其圓融的生命境界，以符合宇宙法則的神聖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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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其聖人或教主的形象。 2 

如同林清玄所言：「在一個粗魯的時代，細膩是必要的；在一個赤裸

的時代，含蓄是必要的；在一個野蠻的時代，溫柔是必要的；在一個醜陋

的時代，美麗是必要的。」3本論文研究的目的並不在於對林清玄的作為、

人格與文本做任何的辯解與批判，只希望藉由其作品的解析，瞭解當時的

人文背景與林清玄創作的歷程與文本的風格。從本文的敘述，我們得知，

不論悲苦甘甜，林清玄的生命已經無法和創作分離了，今後林清玄的創作

是否能夠讓他的創作擺脫私人道德的約束而流芳百世，至今仍無法論斷，

林清玄的創作生涯是否仍然充滿願景，端看林清玄是否能夠扭轉逆勢、東

山再起，重新在這個他認為「粗魯赤裸、野蠻醜陋」的世界裡，創作出細

膩含蓄、溫柔美麗、讓人產生心靈悸動的好作品了，我們在此拭目以待，

也給予林清玄真摯的祝福。 

 

 

 

 

 

 

                                                 

2 鄭志明：＜林清玄學佛散文的教主形象＞《文學民俗與民俗文學》，南華管

理學院出版，嘉義縣大林鎮，民 88 年 6 月，頁 335。  

3 林清玄：《處處蓮花開》，九歌出版，台北市，民 83 年 3 月，（代序）頁

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