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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性做了和尚》

精彩短评

1、他的一生正如他的遗言“悲欣交集”
2、包含了李叔同的讲集，诗词以及一点个人回忆
3、弘一法师智慧得可爱。
4、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
得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丰子恺
5、20120127  出家前吃茶看风景的寡淡日子是好的，及至出了家，处处讲经，读来十分无趣，毕竟不
是佛门中人，谁要看这些经文一篇又一篇
6、“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若要切切实实的去信，却不容易啊！”
7、整体看来此书一般，内中弘一自述出家经历，积滞南闽十数年传法经历，与友人若干书信，这三
样颇值得看。
8、因为读了这本书吃了一个月的素，寒假回家才作罢。上面有句话  "你是有多大的福分"。我们得到
的一切，都是天大的福分。
9、发现唯物主义价值观已经深植我脑髓了，虽然李叔同作为佛学大家很多话说得特别好、很有教育
意义，但是对我而言，我只能遗憾地说我抛不开宿世业障，也不指望死后西去，只想尽情过好此生而
已。双手合十。
10、不爱凡夫俗子 我爱李叔同
11、世间竟然存在过这样神奇的人啊
12、一生三世。刺血写经。无缺。
13、开始完全是被书名所吸引,读到里面,拉拉杂杂,不是很有共鸣,渐渐就有点看不下去,还是品不来这份
寡淡
14、顶礼 二一老人
15、晚风拂柳笛声残 
16、对我影响深远的书
17、哦，原来人类都死绝了才是人类最好的出路。SO GA。
18、迷信而之以正信，恶行而之以正行，幻觉之所以正觉。
19、大师只能仰慕
20、除开佛学的文章不说，还真是才子。。以前的人就好像什么都会一样，现在的我们就老是漂浮在
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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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性做了和尚》

精彩书评

1、读李叔同自述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寡淡。杭州美景，寺庙众多，李叔同喜欢一个人去湖边吃茶，
看风景。后来偶尔进寺庙住，羡慕那种生活，觉得好安逸。于是吃素读经，最后皈依受戒。完全不是
索性。而是循序渐进。印象里，出家人多是经历很多人生困苦，家庭的、事业的、身体的，一方面觉
得看透了世事，一方面又寻找不到解疑的途径，于是出家，躲避尘世寻清净。如果条件甚好，人生坦
途，突然去出家，旁人就会觉得很怪异，料定如此舍得一定事出外因，忽略了出家人对内心的需求。
继续阅读其它文章，说得也很简单，没有什么大道理，才华横溢的年轻时代忽略不提，修行的过程，
作诗写文，书画篆印，四处悠游，推行佛法，有信仰可束心，有爱好可寄托，飘飘洒洒的，就成了弘
一大师。不是索性做了和尚，而是索性了一辈子。没有短时可即得的东西。
2、这本书很久以前看过，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书名，出家是大丈夫所为呀，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也
索性做个和尚。
3、最近看了李叔同的一些东西，缘于淘到了一本他作品集的书&lt;索性做了和尚吧&gt;。我对做和尚
，也曾经有过兴趣。前段时间北大的那个柳智宇出家了，众人皆惊叹。他可是拿到mit的offer啊。估计
很多人会说，给我mit的offer，让我当和尚都愿意。结果人家真的当了和尚，舍弃了这个offer。我大二
的时候就想过这样的事。在山大的时候，听过一些学者做的佛教的也好禅宗的也好的一些讲座,也偶尔
看点佛经，就渐渐萌生以后当和尚的念头。有阶段这个念头特别强，自己都觉得自己已经打定主意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有些忧郁症，所以才对什么都失去兴趣。于是觉得这个就是空了。自己已经看
破红尘了。估计和大多数人一样，最早知道李叔同是因为他的&lt;送别&gt;。民国时期的文人，很多都
是中国知识分子界的丰碑。一些所谓的才子很为后人津津乐道。要我说晚近第一才子莫过于李叔同。
我向来觉得学术造诣靠勤奋就能得到，而艺术造诣则只靠才华。各种艺术的形式，李叔同都玩遍了，
而莫不登堂入室。他从四岁开始写字，然后就写了一辈子；金石上他是西泠印社的；喜欢唱戏也经常
票上一段。到了日本他学的是西洋画。据说是中国第一个画裸体人体画的。回国以后是中国最早画版
画的。然后在日本成立了第一个中国人的西洋话剧社，演了&lt;茶花女遗事&gt;和&lt;黑奴吁天录&gt;(
也就是&lt;汤姆叔叔的小屋&gt;)。搞音乐自然不必说了，创作了&lt;送别&gt;这样最早的流行乐。他最
早用五线谱，最早用钢琴配乐，编了最早的音乐杂志。诗词文也不必说。他也堪称近代艺术教育第一
人，推动学堂乐歌，随便教出个学生就是丰子恺、刘质平。看看李叔同，徐志摩之流的也配叫才子。
本来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他就应该成为中国第一个摄影家，第一个电影导演，第一个芭蕾演员，第
一个时尚设计师，第一个DJ的。但是他这时候却做了一个决定：索性做了和尚吧。这在很多人眼里，
真像行为艺术一般。出家的原因，李书同自己没谈过太多，至少我看到是这样的。他在&lt;我在西湖
出家的经过&gt;里说：&quot;这回到虎跑(杭州虎跑寺)去住，看到他们(和尚)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
羡慕起来了。&quot;这之前他还在虎跑寺进行过为期三周的断食，一点东西也没吃的时间是一个周。
然后他就吃素，请经，供菩萨。于是在一九一八年，相传是大势至菩萨圣诞那天，38岁李叔同正式剃
度了。这以后我们就该叫他弘一而非李叔同了。恍若隔世。李叔同在日本的时候娶了一个日本女子为
妻，曾经当过他画画的模特，而且也带回国内安顿在上海。他出家以后，这位日籍妻子还跑到杭州去
见面，大概是想劝他不要一时冲动。但弘一大师并未回心转意，黄炎培《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一
文对此有所记述。文章说：&quot;叔同出家首先在杭州的西湖，经过了几年，叔同的夫人到上海，要
求城东女学杨白民夫人詹练一和我当时的夫人王糾思伴她去杭州找叔同，走了几个庙，找到了，要求
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
向三人注视。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
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浆一浆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
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quot;我不大赞成李叔同当和尚当得认真这种说法。那样的看法还是建
立在李叔同去扮演一个和尚角色的基础上。现在关键是没有李叔同了，只有一个谨遵戒律，潜心研佛
，普度众生，大智大悲的弘一法师。弘一法师精研律宗，虔信净土。律宗讲：&quot;戒为无上菩提本
。&quot;遵守戒律是到达彼岸的法门。弘一修的是律宗，用世俗的眼光看就是做苦行僧。而净土宗的
修行方法，主要是念佛。弘一法师曾经曾经讲过：&quot;当病重事，应当将一切家事及自己的身体悉
皆放下。专意念佛。病未重时，亦可服药，但仍需精进念佛，勿作服药愈病之想。病既重时，可以不
服药也。&quot;所以说弘一大师不是一个经院佛教哲学家，对佛学思想的贡献并不是很大的。一九三
六年，南普陀佛教闽南佛教养正院开学，弘一法师作题为&lt;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gt;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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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性做了和尚》

以&quot;惜福、习劳、持戒、自尊&quot;四事，教育青年僧侣。这四项，我大抵是做不到的，看来也
就成不了青年僧侣了。我更相信禅宗。禅宗就是心学，&quot;心&quot;即是佛。&quot;若识本心，即是
解脱。&quot;禅宗的目的在于排除向外求佛的传统教义，包括偶像崇拜、净土信仰、沉溺经教、着意
修持。所以僧人做的什么礼佛、持戒、放生之事我向来是不屑的。弘一也曾讲过&lt;放生和杀生之果
报&gt;，这就和念佛治病一样，我们是不信的了。&quot;随其心净，即佛土净。&quot;&quot;心平何劳
持戒?行直何用修禅？&quot;在济南的时候，有次我到学校旁的一个佛教用品店去想买个佛像的小挂坠
拿着把玩，那个店主故作虔诚地跟我说：佛像是不能拿着玩的，这样不恭敬。我当时就非常好笑，就
跟她说：&quot;什么是佛，我的内心就是佛。佛就是心清净，法就是心光明，道就是处处无碍。你没
听说过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吗？你恭敬你怎么还卖佛像赚钱来着？&quot;那个店主一楞，我自是洋洋
自得而归。禅宗里有些提倡呵佛骂祖，非经毁佛的事，我听起来倒很爽。但我现今知道，我从来没有
顿悟过。指望顿悟成佛是不可能了。有时候对任何事都失去兴趣，只是压力或者焦虑所致。因为挫折
而消沉罢了。因为得不到什么东西心生怨气，说我不在乎那个东西了，当你又有希望得到它时，就又
来劲了。我在山大听一个禅宗文学讲座的时候，就问那个演讲的老师：这个空，说起来简单，怎么才
能体会到？那个老师说：这种问题问我不行要去问法师啊？山大哲社学院有个来往频繁的胖大和尚(山
大是有宗教学专业的)，胖得像少将一样的，也坐在下面听讲，听了这话，对我边微笑边频频点头。他
干什么都是边微笑边频频点头。估计跟他说&quot;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quot;他也边微笑边频频
点头。如果有可能，我倒想把这个问题来问弘一大师。世人常问，李叔同为什么一索性就做了和尚？
丰子恺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
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弘一法师
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的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
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学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二层楼了。强大
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
，毫不足怪的。&quot;  其实我也不太建议问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给他想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还是基
于李叔同的角度，而非弘一的角度。弘一大师在六十岁时，在&lt;最后之忏悔&gt;中说：&quot;我想我
以往经过的情形，只有一句话可以对诸位说，就是'不堪回首'而已。&quot;这是因为他有感于自己是一
个&quot;应酬和尚&quot;，&quot;日常生活 ，总不在名闻利是之外。&quot;我觉得这样的忏悔也不必了
吧，有多少功德，是没法量化的。弘一大师您也讲过：&quot;今案大菩提心实具有'悲'、'智'二义。即
是以无我之伟大精神，而做种种利生之事业。若解此意，而知常人执着我相而利益众生者，其能力薄
，范围小，时不久，不彻底；若欲能力强，范围大，时间久，最彻底者，必须学习佛法，了解悲智之
意。如是所做利生事业乃能十分圆满也。&quot;我现在至少明白了这一点。做不做和尚是个无所谓的
问题，索性不做和尚了吧。 当然这也是信根未植，慧根浅陋之看法。在圆寂之前，弘一大师最后的绝
笔是四个字：&quot;悲欣交集。&quot;也许是想起了又放下了自己的一生。
4、整体看来此书一般，但内中有三样颇值得看：弘一出家经历，积滞南闽十数年传法经历，与友人
若干书信。 　　 在书的开头，编者引了丰子恺先生对老师弘一的评价：他好比一个全能的优伶，起
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这话、这评价都很漂亮。 　　 弘一如何“索
性”做了和尚，书中看不出，但这就是一种气质，一生的气质。
5、本来想看这个著名的出家人写了什么，发现好看的反而是前言附录里夏丐尊和丰子恺写的与李叔
同交友的文章。李叔同的文章主要由演讲集(面向学佛的人)以及他写的一些格言以及修行法语组成。
演讲集里面通俗地介绍了佛学的基本知识和仪式。比其他人写的佛学小故事小因缘少了故事性，但更
加朴实和准确。这样介绍佛学，知识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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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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