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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是什么》

内容概要

《禅宗是什么:胡适谈禅说佛》是“聆听大师”丛书胡适系列的第四本，以胡适谈禅说佛为线索，遴选
其综述禅宗历史、考证禅宗代表人物、以及谈禅说佛杂记等文章汇编而成。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虽
然不能说全面完整地反映了胡适对于禅宗和佛教的思考和主张，但基本上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代表性
观点。尤其是胡适谈禅宗历史的文章，深入浅出，学理清晰，趣味横生，凸显大师小书的品位，可读
性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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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是什么》

作者简介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
徽绩溪人，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

1917年（27岁）任北京大学教授，1922年（32岁）任北大教务长，1931年（41岁）任北大文学院院长
，1938年（48岁）任驻美大使，1945年（55岁）任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67岁）任台湾“中央研究院
院长”，1962年（72岁）因病去世。

他是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拥有32个博士头衔。1939年还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他
不但兴趣广泛，而且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
有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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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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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是什么》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公元755年，安禄山造反，由河北打到两京（洛阳、长安），唐明皇狼狈出奔，逃往四川。
他的儿子肃宗出来收拾局面。由郭子仪、李光弼两将军逐步收复两京。这时神会已经回到洛阳。正值
政府打仗需款，他就出来帮忙政府筹款。当时政府筹款的方法是发行度牒。但是推销度牒有二个条件
：一是必须有^做和尚；二是必须有人花钱买度牒和尚。这都需要有人出来传道劝说。神会既有口才
，且有甚多的听众，遂由他出来举行布道大会，推行“救国公债。”结果大为成功；善男信女都乐意
舍施，购买度牒。皇帝以神会募款有功，敕令将作大匠日夜加工，为神会兴建寺院。不久，神会圆寂
；时在上元元年（760年），神会年93岁，敕谥为“真宗大师”。神会死后六年（德宗贞元十二年），
皇帝派太子主持一个委员会，研究禅宗法统问题。经许多禅师考虑的结果，承认神会为七祖，也就是
承认他的老师慧能为六祖，解决了这个法统之争。而神会这一派遂得到革命的大胜利。 这七十年来，
在没有正式承认神会为七祖以前，社会上的知识阶级，已经受到神会的影响，杜甫的诗有“门求七祖
禅”的话；那时虽未正式承认七祖，已承认七祖禅了。在神会最倒霉的时候，杜工部的朋友王维，应
他的请求作了《能大师碑》，明认慧能为弘忍传法弟子，得了“祖师袈裟”。王维所写的这个《碑》
，后来被收在《唐文粹》中。杜王二人的文字都是证明当时社会里已有这个新禅宗的看法。 当神会说
法时，曾经有人问他：“菩提达摩是第一祖，由菩提传到慧能是第六祖；那么在印度又传了多少代呢
？”关于这件事，现在文件中发现所谓二十八祖，固然是个笑话，就是神会的答复，也是一个大笑话
。他说：“在印度传了八代”。传一千多年，只传八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不懂梵文，把菩提达
摩和达摩多罗两个人弄成了一个人，所以说出八代。究竟有几代？说法不一。有说二十四代，有说二
十五代，有说二十六代，有说二十七代，甚至有说五十一代的：这都是他们关起门捏造出来的祖宗。
这些材料，都不可靠。我所以说这个故事，就是要说他的老师慧能。半夜得到的袈裟究竟是第几代传
下的，这是一个不能解决、无法审问的千古疑案。 最后，我们看一看，神会革命胜利成功的禅宗是什
么？为什么要革新？为什么要革命？从我在巴黎发现的敦煌材料，和以后日本学者公布的材料（这两
个材料比较起来，我的材料前面多，日本的材料后面多）看起来，我们知道神会的学说主张“顿悟”
。“顿悟”，是一个宗教革命。藉个人的良知，可以毁掉种种繁琐仪式和学说，即所谓“迷即累劫，
悟即须臾”。譬如“一缕一丝，其数无量；若合为绳，置于木上，利剑一斩，“俱断”。人也是这样
。“发菩萨心人，亦复如是。”一切入定出定的境界，都是繁于心。只要发愿心就可以“豁然晓悟，
自见法性本来空寂。⋯⋯恒沙妄念，一时顿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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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是什么》

编辑推荐

《禅宗是什么:胡适谈禅说佛》是一本深入浅出，学理清晰，趣味横生；有大师小书品位的读物，使深
奥的禅理变得格外简明易懂。学禅不能不懂的难得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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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是什么》

精彩短评

1、非考据党遇见理论部分就扛不住了
2、论证有据有理，揭示了禅宗的伪假编造历史，发人深省！
3、一句话概括：《叉叉传》闭眼瞎说
4、读了演讲稿的几篇，涨知识。考证的文章没读下去。
5、考据真可怕
6、2014年看过的书，再次翻阅，如同从未看过，是当时没有认真看，还是没有将它纳入我的认知体系
里，或是其他原因，值得思考。
7、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11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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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是什么》

精彩书评

1、本书是由胡适先生的一本著作集，当代中国出版社的版本。主要讲解了禅宗是什么，中国禅宗的
发展，禅宗史与王阳明的理学的继承与发展禅宗在中国的历史和发展，禅宗的真历史与假历史。限于
本人的学习兴趣，主要集中在禅宗的方法论上，捎带对禅宗的历史的章节做了一个概览。本书的结构
按如上标准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1)�给出禅宗的定义，主要介绍了印度禅的特点：戒、定、慧，
印度禅就是用种种的方法来制服人的心，而中国禅宗的方法则是一种实际教学法，完全靠自己自得自
知的方法。2)�接着介绍禅学在中国的发展，分为四个小章节：（1）印度禅（此处略讲了一点瑜伽与佛
教的关系，很有意思）。分为方法和目的两大部分，讲的很清晰，值得一读。（2）中国禅宗的起源
（3）中国禅学的发展与演变（4）中国禅学的方法。这部分是我最感兴趣，重点谈谈自己的感悟。仿
照上学时的习惯，先给出概念，再给出相关的公理、定理及结论。（a）概念：顿悟分为四种：顿悟
顿休（还没理解，理解后再谈）、顿悟渐休、渐修顿悟及渐修渐悟/*相关的例子，比较好懂，*/（b）
禅学的方法：不说破、疑、禅机（即，普通以为禅机具有神秘性，其实，真正的禅机，不过是给你一
点提示而已）、行脚及悟（从“不说破”起，到“桶底脱了”，完全觉悟贯通，以上所讲禅学的方法
，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自得）（c）结论：印度禅求悟的目的也就不过是用智慧来解决生死大事，找寻
归宿，所以说这种革命还是不彻底，从禅学过渡到宋代的理学，才更见两大进步：一、以客观的格物
替代了主管的“心理“，辨明事物的是非真伪，到后来，便可能达到豁然贯通的的可能性。二、目标
也变了，理学家无不是从诚意、正心、修身做起，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超度个人，不是最终
的目的，要以个人为出发点，做到超度社会，这个目标的转变，起进步更伟大了。3)�禅宗史的一个新
看法：个人觉得与上一节类似，略。4)�禅宗的历史和方法：讲了佛教的兴起、繁荣、衰败的历史进程
。在此抄下朱熹的诗句，作为对禅宗方法的一种“悟“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
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5)�禅宗的真历史和假历史：略，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可以读读，谈了谈很有
意思的事。6）  宗教的禅法：本章主要研究古代所谓的“禅法“是些什么东西，用的是敦煌、关中及
庐山三处所处的禅经作为研究资料。/*《修行道地经》的《劝意品》（九），写一个擎钵大臣的故事
，修行心不放逸。这个故事最有文学意味，而且是一个哲学的寓言，有兴趣的人可以读一读。*/7）佛
学杂记：没读懂，略。第二部分：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且相关部分不是本人的学习兴趣，略。但关于
历史的部分还是挺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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