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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译自《铃木大拙全集》第十一卷。
岩波书店，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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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铃木大拙于明治三年（1870）出生在日本石川县金泽市。本名铃木贞太郎，大拙是他的居士号。年轻
时曾随今北洪川与释宗演两位禅师学禅。1897年留美，凡十一年。回国后历任学习院教授，东京帝国
大学讲师，大谷大学教授，并开创“东方佛教协会”。1911年与美国人贝特蕾丝.雷恩结婚。后曾被授
予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并夏威夷大学法学名誉博士称号。他曾三次参加世界东西哲学家大会，在美
、英各大学讲授《禅与日本文化》等课程。1949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1964年九十四岁时荣
获泰戈尔奖。1966年7月10日（享年九十五岁）逝世于东京圣路加医院。
铃木大拙一生著作甚丰，日文著作有《大乘佛教概论》、《禅论三卷》等数十部，1927年另以英文刊
行《禅论文集第一卷》，此后陆续刊行英文本禅学著作数十部。他凭着流利晓畅的英文功底及对禅佛
学的透悟，极力向西方介绍大乘佛教尤其是禅宗，使欧美思想界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东方思想的精髓，
对世界思想影响颇深。铃木大拙因此被称为“世界第一禅者”和“东方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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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序
西田几多郎序
原著者序
第一章 禅学入门
第二章 禅与艺术
第三章 禅与武士道
第四章 禅与剑道
第五章 禅与儒学
第六章 禅与茶道
第七章 禅与俳句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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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核心还是禅
2、我无佛法一时说，子亦无心亦无得，无说无得无心中，释迦亲见燃灯佛。
3、大拙写给美国人看的禅，有一点高中教科书的味道。然而真正的遗憾是，就像高中数学，即使是
普及本，盖因关涉对象太过飘忽不定，我也常有无能为力之感。
4、很薄的一本书，却可以读得很厚。禅与儒家的关系尤为难懂，倒是为何武士道会借鉴禅还顺理成
章些。总之，禅不讲究理性分析，而是注重直观；形式的单一不代表内容的琐碎，而是一种风雅的暗
示。
5、题目是好的，禅之于日本文化可写可研究的未免太多，这薄薄一本面向西方的宣传读物深度方面
自然就谈不上了。译后记吐槽铃木盲目自信倒也不离谱，算是理理思路，每个章节的主题提供一个思
考日本文化与禅的关系的切入点层面上本书还是不错的。老书翻译和注解上有些遗憾。
6、描写禅修的书。通过描写禅与武士道、儒学、茶道等的关系，描绘禅学。入木三分。
7、这两年越来越喜欢基于自然的一切，源于宇宙本性的东西才有着去伪存真的美感。禅宗给日本的
自然观打了一剂强心针。
8、38年出给美国人看的 很多概念刻意做了简化 但这种简化作为一种入门是够用的 不存在什么硬伤 而
且能更简洁和直白 尤以“禅与武士道”一章收益颇丰 对《叶隐》的各中真意终于也不再流于表面理
解 
9、禅直接诉诸于行动。最有效的行动：一旦决心已下，勇往直前。
10、三联这一套文库挺不错的，无奈这个翻译有点赶工。抛却一切形式的禅最后还是不得不借重形式
来传播，而茶道本来简洁朴素的礼仪形式现在却发展成了一种近乎累赘的艺术，很值得思考。对俳句
的禅意解读很到位。
11、万术发展到极致最终都达到一个无意识状态，主观与客观的合一。
12、这本的全部内容在新的一本《铃木大拙说禅》里都有包含，对照之后发现翻译有个别问题，比如
一个禅师躲避徒弟突然袭击的故事，这本里翻成他瞬间躲进锅里=口=其他地方都是翻成他用锅盖架住
棍子。所以还是买新不买旧吧⋯⋯
13、铃木大拙对禅的理解掺杂了太多西方的东西
14、我感受到了深深的禅意
15、禅的来由，以及在日本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影响，从艺术、武士道、剑道、儒、茶道、
诗的角度。大爱茶道部分。
16、写得浅显、生动。很想再读一遍。
17、有收获，但太过于强调特性，部分有牵强之感。
18、3.5
19、日本总是有这样写给西方国家看的书，不过作为邻国的人来看，觉得这样写未免有点托大了。
20、不错的一本书，易读易懂。
21、[知乎]冲着日本文化来的，结果对禅宗产生了兴趣。
22、突破主客两分；禅的教育方式：展示部分，得到整全；中西理解方式的差异：东方以无为本，西
方所是不能不是
23、对禅的介绍和阐释比较有趣。
24、禅注重直觉体验，也即通过表象、象征以及诗的手法以维系这种理解，将人从生死羁绊中解救出
来，超越生死，达到无畏之境，也许信仰就是无意识的直觉，和敬清寂回归生命本质
25、好歹收获了“电光影里斩春风”
26、三联的书啊！译得蛮不错的，毫无违和感。不过能看英文版就看英文版，再则看日文版的也好。
有些东西是没办法翻译的。
27、浮天沧海远
28、日本人写诗太有意思了
29、极目远眺处，花尽叶已无。茅屋卧沙岸，悄然秋已暮。
30、比起理智，神秘，难以言说的东西更能带来冲击灵魂的力量。
31、读的是英译本，一并记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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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禅和文化之间的联系
33、可以参考李泽厚的实用理性
34、虽然出发点很好，但果然还是把禅写的生活化而让禅本身的意味褪变了，开始绪论里对知识的分
类不错，还有禅“靠个人体验，而不是理论讲求”这点让我想通了铁鼠里为什么今村的父亲不会直接
点明他的缺陷，其实是如果不是自身体验光有理论还是无法理解。还有那个对中西方艺术的渗入反方
向的论述。但明显铃木的很多东西写的我实在不敢苟同
35、好玩
36、这本书最大的收获便是教我坦然直面内心，所以才能波澜不惊的告诉你，我真实的内心所想，真
心的让你珍惜当下，和身边的人好好过。对你的感觉不会因为谁的出现而改变，这点上你对我并不确
信也不了解。Say goodbye只是不想再浪费时间下去了。世界很大，有缘终会相见，这是常理。
37、冯老师推荐的，在图书馆的犄角旮旯翻出来⋯⋯
38、还是做了读书笔记的书印象深刻。记得战国武将上杉谦信和武田信玄那一段“红炉上一点青雪”
。
39、心生旷然之感
40、“禅确实同我们一样面临着同样的宇宙和自然，也同我们一样对同一对象、同一特殊存在深感兴
趣。青蛙跃入池中，蜗牛眠于蕉叶；蝴蝶在花上飞舞，明月在水中留下倩影；百合花盛开在田野之间
，秋雨阵阵，拍打着茅舍的屋檐⋯⋯对于这一切随四季而变化的自然景象，禅兴趣备至。”
41、用低到泥土里的卑微态度，用将自己当作尘埃草芥的身段，在逼仄的生命缝隙中坦然经过，不觉
得委屈悲哀。依靠尽可能少的外物，做尽可能深的观察体悟，和尽可能细致的欣赏品味。
42、

43、化境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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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铃木大拙在这本书里基本上贯彻了一个观点，就是悟。禅是悟的哲学。日本的武士道、剑道、儒
学、茶道与俳句确实受禅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整个大和民族的性格都与禅息息相关。但作者在书中过
于强调禅无处不在，捻来即成例证，有时难免显得牵强。但考虑到向西方世界宣传禅学的动机，便可
以谅解。
2、其实是抱着功利的角度来读这本书的，源于对乔布斯设计理念的追寻。虽然对铃木大拙讲的禅不
是非常懂，但还是觉得有些自己的想法的。体验。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也好，禅师对徒弟的交到方式
也罢，都讲求个人体验。“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生活是什么，生活是我们自己的。”我们需要用心去感
受米粒的味道、感受身边人的问候、感受树叶的脉络、感受鸟叫的声音，这需要一颗安静的心与对生
活的感激与尊重。铃木大拙说现代人沉醉于感官的刺激来慰藉苦闷的心灵，却并不能派遣内心的苦闷
甚至适得其反。对安宁的追逐或许就是对有机食品、乡村生活、星巴克、瑜伽、茶道追逐的原因吧。
纯净。自小接受现实主义的熏陶，不由想到曾国藩当时无杂，既过不恋与曾国藩成功学。煮水、沏茶
、品茶，茶道就是这般单纯；劈柴、烧火、做饭，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但当涉及到上班、
工作、下班为何就不一样了呢？上课、听讲、下课也令人不安？为何内心一直不安、慌乱、不知所措
、逃避，缺乏的到底是对未来的把握，还是对当下的投入？或许想太多了反而有害。所说的武士道，
核心是一往无前，对生死不做多想，对领主的忠诚。不知道是先有忠诚后有置之生死，还是反过来。
纯净也许就是认定一事，一往无前吧。但这似乎又犯了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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