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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集》

前言

　　弘一大师是我国近代新文化运动早期的活动家，中年出家后成为佛教律宗有名的高僧。他虽然逝
世近四十年了。但他的声名仍为国内外人士所仰慕。　　大师的前半生以李叔同（别名很多）驰名于
艺术教育界。是我国最初出国学习西洋绘画、音乐、话剧。并把这些艺术传到国内来的先驱者之一。
一八八。年旧历九月二十日生于天津一个富裕的家庭。俗姓李，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名号
屡改，一般以李叔同为世所知。他原籍浙江平湖，父名世珍，字筱楼，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会试
中进士，曾官吏部。后来在天津改营盐业，家境颇为富有。李叔同五岁时，他的

Page 2



《李叔同集》

内容概要

一个人，有一妻一妾二子，早年又放浪形骸，长到三十九岁，突然“不辞而别”地出家了。妻妾哭见
最后一面也被拒寺外。你以为他是“游戏人生”吗，不是，他是这世界上“极认真”的一个人。小时
学琴自割虎口只为拉大手指间距，是何等“认真”；朋友来访迟到五分钟即绝不开门，是何等“认真
”；听说“绝食”可以生出伟大精神力量便真去“绝食”，是何等“认真”；出家后严守戒律过午不
食，又是何等“认真”⋯⋯红尘浪里他是“极认真”的，孤峰顶上他也是“极认真”的，“每做一种
人，都做得十分像样”（丰子恺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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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集》

作者简介

李叔同（1880-1942），法号弘一。初名文涛，更名岸，字息霜或惜霜。祖籍浙江平湖。父世珍字筱楼
，清同治四年进士（1865），吏部主事，“精阳明之学，旁及禅宗，颇具工夫，饮食起居悉以论语傥
篇为则，不少违”。娶一妻三妾，叔同出自第三妾王氏，时王氏19岁，而其父已68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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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集》

书籍目录

弘一大师传（代序）林子青讲演录卷　解行次第　佛法大意　佛法十疑略释　佛法宗派大概　佛法学
习初步　佛教之简易修持法　佛教的源流和宗派（存目）　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　略述印光大师之
盛德　敬三宝　常随佛学　泉州开元慈儿院讲录　万寿岩念佛堂开堂演词　普劝净宗道侣兼持诵《地
藏经》　改习惯　改过实验谈　最后之口口　放生与杀生之果报传记卷　乐圣比独芬Beethoven传　乐
石社社友小传　记陈敬贤居士轶事　朽道人传（存目）　汪居士传　汪居士传补遗　庖人陈阿林往生
传　陈复初居士往生传　立钧童子生西事略　崔母往生传　崔曼飞居士诵经荐母记　崔孝子碑铭　记
厦门贫儿舍资请宋藏事　蒋妙修优婆夷往生传　本妙法师往生传　厦门万寿岩瑞山禅师生西传　了识
律师传　法空禅师传　心灿禅师往生传　大中祥符朗月照禅师塔铭　清故渊泉居士墓碣　玉泉居士墓
志铭　南山道宣律祖年谱　灵芝律师年谱　蒲益大师年谱　见月律师年谱杂著卷　一、论说　　近世
欧洲文学之概观　　西洋乐器种类概说　　图画修得法　　水彩画法说略　　石膏模型用法　　呜呼
！词章！　　昨非录　二、杂志　　为性常法师掩关笔示法则　　慈说　　悲智颂　　持非时食戒者
应注意日中之时　　人生之最后　　关于女性异说讨论致竺摩法师书　　辛丑北征泪墨　　乐石社记
　　西湖夜游记　　断食日志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白马湖放生记　　南闽十年之梦影　　祗
园记　　瑞竹岩记　　壬丙南闽弘法略志　　泉州弘法记　　惠安弘法日记　　行脚散记　　庆福寺
闭关为约三章　　乙亥草庵遗嘱　　苦乐对览表　　记梁淡生居士入佛因缘　　县昕释义　　律华详
释　　书昔人联语赠广洽法师跋　　集华严偈赠巨赞法师跋　　为梁胜闻居士书示遗训　　为律华法
师书律偈跋　　释弘一启事文艺卷　一、诗词　　咏山茶花　　甲辰二月望日歌筵赋此叠韵　　七月
七夕在谢秋云妆阁有感诗以谢之　　赠语心楼主人　　重游小兰亭口占　　《滑稽传》题辞四绝　　
为老妓高翠娥作　　戏赠蔡小香四绝　　醉时　　春风　　昨夜　　初梦　　帘衣　　夜泊塘沽　　
遇风愁不成寐　　感时　　津门清明　　赠津中同人　　登轮感赋　　轮中枕上闻歌口占　　和宋贞
《题》原韵　　书愤　　咏菊　　春游　　人病　　为沪学会撰文野婚姻新戏册既竞系之以诗　　《
茶花女遗事》演后感赋　　朝游不忍池　　东京十大名士追荐会即席赋诗　　题丁慕琴绘《黛玉葬花
图》　　题陈师曾《荷花小幅》　　贻王海帆先生　　题梦仙《花卉横幅》　⋯⋯格言·偈语卷书信
卷后记佛门三子之于佛门（代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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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集》

章节摘录

　　讲演录卷　　佛法宗派大概　　关于佛法之种种疑问，前已略加解释。诸君既无所疑惑，思欲著
手学习，必须先了解佛法之各种宗派乃可。　　原来佛法之目的，是求觉悟本无种种差别。但欲求达
到觉悟之目的地以前，必有许多途径。而在此途径上，自不妨有种种宗派之不同也。　　佛法在印度
古代时，小乘有各种部执，大乘虽亦分“空”“有”二派.但未别立许多门户。吾国自东汉以后，除将
印度所传来之佛法精神完全承受外，并加以融化光大，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伟大悠远基础上.更开展中国
佛法之许多特色。至隋唐时，便渐成就大小乘各宗分立之势。今且举十宗而略述之。　　一、律宗又
名南山宗　　唐终南山道宣律师所立。依《法华》、《涅槃》经义，而释通小乘律，立圆宗戒体。正
属出家人所学，亦明在家五戒、八戒义。　　唐时盛，南宋后衰，今渐兴。　　二、俱舍宗　　依《
俱舍论》而立。分别小乘名相甚精，为小乘之相宗。欲学大乘法相宗者固应先学此论，即学他宗者亦
应以此为根柢，不可以其为小乘而轻忽之也。　　陈隋唐时盛弘，后衰。　　三、成实宗　　依《成
实论》而立。为小乘之空宗，微似大乘。　　六朝时盛，后衰，唐以后殆罕有学者。　　以上二宗。
即依二部论典而形成，并由印度传至中土。虽号称宗，然实不过二部论典之传持授受而已。　　以上
二宗属小乘，以下七宗皆是大乘，律宗则介于大小之间。　　四、三论宗又名性宗又名空宗　　三论
者，即《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是三部论皆依《般若经》而造。姚秦时，龟兹国鸠摩罗
什三藏法师来此土弘传。　　唐初犹盛，以后衰。　　五、法相宗又名慈恩宗又名有宗　　此宗所依
之经论，为《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等。唐玄奘法师盛弘此宗。又糅合印度十大论师所著之《
唯识三十颂之解释》而编纂成《唯识论》十卷，为此宗著名之典籍。此宗最要，无论学何宗者皆应先
学此以为根柢也。　　唐中叶后衰微，近复兴，学者甚盛。　　以上二宗，印度古代有之，即所谓“
空”“有”二派也。　　六、天台宗又名法华宗　　六朝时此土所立，以《法华经》为正依。至隋智
者大师时极盛。其教义，较前二宗为玄妙。　　隋唐时盛，至今不衰。　　七、华严宗又名贤首宗　
　唐初此土所立，以《华严经》为依。至唐贤首国师时而盛，至清凉国师时而大备。此宗最为广博，
在一切经法中称为教海。　　宋以后衰，今殆罕有学者，至可惜也。　　八、禅宗　　梁武帝时，由
印度达摩尊者传至此土。斯宗虽不立文字，直明实相之理体。而有时却假用文字上之教化方便，以弘
教法。如《金刚》、《楞伽》二经，即是此宗常所依用者也。　　唐宋时甚盛，今衰。　　九、密宗
又名真言宗　　唐玄宗时，由印度善无畏三藏金刚智三藏先后传人此土。斯宗以《大日经》、《金刚
顶经》、《苏悉地经》三部为正所依。　　元后即衰，近年再兴，甚盛。　　在大乘各宗中，此宗之
教法最为高深，修持最为真切。常人未尝穷研，辄轻肆毁谤，至堪痛叹。余于十数年前，唯阅《密宗
仪轨》，亦尝轻致疑议。以后阅《大日经疏》，乃知密宗教义之高深，因痛自忏悔。愿诸君不可先阅
《仪轨》，应先习经教，则可无诸疑惑矣。　　十、净土宗　　始于晋慧远大师，依《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而立。三根普被，甚为简易，极契末法时机。明季时，此宗大盛。
至于近世，尤为兴盛，超出各宗之上。　　以上略说十宗大概已竟。大半是摘取近人之说以叙述之。
　　就此十宗中，有小乘、大乘之别。而大乘之中，复有种种不同。吾人于此，万不可固执成见，而
妄生分别。因佛法本来平等无二，无有可说，即佛法之名称亦不可得。于不可得之中而建立种种差别
佛法者.乃是随顺世间众生以方便建立。因众生习染有浅深，觉悟有先后。而佛法亦依之有种种差别，
以适应之。譬如世间患病者，其病症干差万别，须有多种药品以适应之，其价值亦低昂不等。不得仅
尊其贵价者，而废其他廉价者。所谓药无贵贱，愈病者良。佛法亦尔，无论大小权实渐顿显密，能契
机者，即是无上妙法也。故法门虽多，吾人宜各择其与自己根机相契合者而研习之，斯为善矣。　　
佛法学习初步　　戊寅十月八日在晋江安海金墩宗祠讲　　佛法宗派大概，前已略说。　　或谓高深
教义，难解难行，非利根上智不能承受。若我辈常人欲学习佛法者，未知有何法门，能使人人易解，
人人易行，毫无困难，速获实益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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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集》

编辑推荐

　　美术前辈吕凤子：“严格说来，中国传统绘画的改良运动的首倡者应推李叔同为第一人，根据现
有资料来看，李叔同应是民国以来第一位正式把西洋绘画思想引入我国进而启发了我国传统绘画需要
改良的思潮，而后的刘海粟、徐悲鸿等在实质上都是接受了李先生的影响，进而成中国传统绘画改良
运动的推动者。”　　赵朴初居士：“近代中国佛教，自清末杨仁山居士倡导以来，由绝学而蔚为显
学，各崇夫德，禅教明宗，竞擅其美，其以律学名家，戒行精严，缁素皈仰，薄海同欤者，当推弘一
大师为第一人。”（《弁言》）　　夏丐尊：“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
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家，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率以倾心两极，吉祥善逝。其行迹如真而幻，不可
捉摸，殆所谓游戏人间，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者耶？”（《弘一大师永怀录》）　　朱光潜：“佛终
生说法，部是为救济众生，他正是以出世精神做人世事业的。入世事业在分工制下可以有多种，弘一
法师从文化思想这个根本上着眼。他持律那样谨严，一生清风亮节会永远严顽立懦，为民族精神文化
树立了丰碑。”（《朱光潜全集》第十卷）　　丰子恺：“我崇仰弘‘法师，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
一个人’。凡作人，在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作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
物欲，安念等所阻碍，往往不能作得十分像‘人’。其中九分像‘人’，八分像‘人’的，杠这世间
已很伟大；七分像‘人’，六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也
已经足难得的‘上流人’了。像弘一法师那样的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实在少有。所以使我
十分崇仰。”（《（弘一大师全集）序》）　　曹聚仁：“他可说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艺术家，他能
诗词，长音乐，可说是把西洋音乐介绍到中国来的销一人，也是介绍西洋画给中国美术界的先驱画家
；他是创立话剧的祖师，首先在日本组织春柳社，上演小仲马的《茶花女》，他亲自扮演茶花女。中
午削发出家，又是中国佛学界的律宗大师。高山仰止，这样一位大师，真使我们表心敬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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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集》

精彩短评

1、过去只知道他是佛学大师，读了此书 才了解 真正的灿烂之极归于平淡是怎样的境界。
2、呵呵我的阅读进度啊.顶礼.
3、美术前辈吕凤子：“
4、王世襄是杂家，说收藏家也好，但王老就很低调的说是玩不好

此书绝对是大师级的档次

看此书得静
5、李叔同是很有名，但是对学佛的人来说，这本书里面有太多无用的东西，价值有，但是对不起这
么厚的书！
6、还没看，翻了下，蛮喜欢！
7、喜欢弘一大师的话，这是一本好书
8、很好 很给力~~很好很给力
9、同时买了很多李叔同的书籍
10、好书，慢慢读了。还没有读完一次啊
11、送别
12、挺好的，纸张，内容都不错。力挺
13、律宗、净土
14、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15、让去的人安息,让活着的人坚强.
16、我在帮丰子恺研究会考订弘一大师歌曲全集的时候，对着此书和繁体字版的歌词，真是触目惊心
，几乎此书所印的所有诗词都有谬误。奉劝喜爱之人应着力看繁体版。
17、内容全面，就是字太小了
18、给妈妈买的书，名家之作，非同凡响
19、内容很全面；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法师质朴、平实的人生；法师一生在僧俗两界建树很多，是
非常值得值得学习的榜样；尤其是持戒修行的人，建议多看看法师对一般人持戒的看法。
20、怀一颗少年激进的心，跳过了前面开坛讲经的部分没看，留待年长后阅历多了再行揣摩，对他也
是尊重。杂著卷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大概也是唯一能看得进去且看明白的一部分。弘一法师能人多
才，学贯中西，不得不说是借了“极认真”的福，是俗尘你我都该顶礼学习的地方。
21、弘一大师的作品，能学到不少禅理！
22、书香留于指尖.慢慢品读.
23、很敬仰的人
24、书很精致，古色古香的感觉！
25、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26、每当听到《送别》，就想起弘一大师李叔同。早年看过他的简介，不是一般的才情雅致。今天捧
着这本《李叔同集—佛门三子文集》，总之我很敬佩他，他本人就是一本书 。一言难尽⋯⋯ 非常喜
欢他的作品 ⋯⋯画作、书法，音乐、钢琴。我还是觉得他入佛门才更精彩，俗世间他只不过是成为艺
术家文学家，但不会得到无量大智慧！唯有修行才能使一个人彻底脱胎换骨，换来永恒！这本书中弘
一大师的书法一个时期和一个时期的境界不一样，真的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建议看看。

27、弘一法师的书法最近看涨噢~
28、大家的作品，版本也还不错
29、可以。
30、明者戒太察；刚者戒太暴
31、一页页的翻阅，感觉得到一位老者慢悠悠的用朴实的语句向你讲述他领悟的人生哲理，亲切，又
富有哲理
32、内容丰富，体现了法师对佛、人生的境界，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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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集》

33、应该没有几个人能达到这种境界
34、书稍有破损，不过不影响看。
35、从大沉迷到大清醒，可助我等平凡人找到执著的自信。若认为佛理奥妙，可以从格言部分开始读
起。任何事业最终都回归到哲学道理上。李叔同最认同的是“世事不要求完满”，以之观用世事，无
不令聆道者获益匪浅，受用终生。在此与各位共勉。
36、我等观其一生之行径,乃是真正的才士/名士/教育家/高僧大德.有大才华,有大悲心,有大智慧.书信言
词间之谦卑.我等仰头瞻仰有恐不及,真乃奔逸绝尘.思想文化之栋梁/重器,国家民族之幸事.
37、回家的幸福从读书开始～～
38、这本书主要以李叔同本人的文字资料编辑而成，内容很全面，精要。
39、说实在的我可能还没到年纪，看不太懂，还要再学习学习
40、因为此人的字写的好，才觉此人定是大文豪，可也是一位名僧。为此我又先后购了此人的解经与
说佛还有一本谈艺，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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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寻到此书两年了，可一直读不完，一直在读，在学，在试图去懂。需要思考学习和领悟的一本书
，可以做工具书，可以做宗教用书，可以做传记，亦可作文集......很全面。“李叔同先生”、“弘一
大师”集一切大智慧于一身，又如此清凉的大师！
2、　　李叔同,20世纪的传奇人物；他精通古诗曲词、书画篆刻,被誉为“中国西洋画传播第一人”。
他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从翩翩佳公子到缁衣苦头陀的人生选择更令世人称奇以至疑惑。而在丰子恺的
眼中,李叔同的选择理所当然:他只是爬上了人生的“第三层楼”。　　“他(李叔同)怎么由艺术升华到
宗教呢?”当时人都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
家是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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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
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
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
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
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　　还有一种
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
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
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
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　　世间就不过这三
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得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
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
师,是一层层走上去的。　　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
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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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
能过瘾。文艺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酒量很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我酒量
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口高粱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故我对于弘一法师的
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的。
3、这本书买了许久，一直搁置在床头，没有读。我想，这就是缘分。我与佛，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环境，来相遇。我不敢说皈依，更不敢轻言戒律。但大师之寥寥数言，如山泉经过我的人生
，洗涤我尘污心灵。我愿心间常种莲花。我愿慈悲、自律、惜福。我信因果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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