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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世界》

前言

　　1995年，由四川省社科院策划，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十册的中华佛学文化系列丛书，我担
当了《心灵锁钥》和《棒喝截流》这两本书的写作任务。《心灵锁钥》主要是从心理层面上，结合佛
教的基础理论，介绍了印度唯识学和中国天台宗、华严宗、禅宗诸宗的大意。很多朋友说，这本书可
以作为佛教基础教材使用并加以推广——就算是对我的厚爱吧。《棒喝截流》则是介绍了中国禅宗的
内在结构和表现形式，对了解禅宗是一本方便入门的读物。当初出版时，印了一万套，结果却没有和
合当初畅销的预期。到了第二年，出版社便将丛书打折清库给处理掉了。　两三年后，这两本书却引
起了较为广泛的注意——许多人打电话来索取。尤其是近几年，这两本书的内容被众多的佛教网站和
个人博客转载，更多的人打电话来询问此书的再版，也曾有几家出版社前来商榷再版事宜。　去年，
我的相关作品和近几年的讲课内容得到南方日报出版社的关注，经过几次接触，他们邀约我出一套有
关国学的普及丛书——北京立品图书公司也加盟参与，计划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学进行介绍
和推广。除了儒家的《论语》、《中庸》、《周易》和道家的老庄外，他们也很重视佛教，尤其是禅
宗的内容，因为广东是六祖大师的故乡和传法之地，禅宗则是广东省历史文化中的骄傲。　今年初，
南方日报出版社首先推出了《禅说庄子》的一、二两册，《信心铭》和《云门宗史话》四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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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世界》

内容概要

佛学是完全彻底的心性之学，它的对象不论是主体还是客体，都离不开精神—心理的本质和现象。佛
学不仅讲心性之理，而且讲心性之用，特别注重对自身心性的改造并直接趋向于涅槃大道。所以佛学
对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这“六根六
尘”，从眼界到意识界的“十八界”，乃至五位百法，都有详尽的说明，并有“八万四千法门”供自
我改造和实践之用。在中国，佛教的各大宗派，经过数十代、一千多年无数高僧们的修行实践，更总
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并自成体系。若论撮大要、奋精神，明心见性、速成菩提的法门，则首推
禅宗。本书为冯学成居士于1995年出版的《心灵锁钥》和《棒喝截流》的合集再版。前者侧重心性之
理，主要是运用佛学来解释人的多层次的精神和心理现象，乃至生命现象。后者则侧重心性之用，介
绍了禅宗各家机锋、棒喝、参话头等种种作略和手段，令你于一念相应中体会什么叫顿悟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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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学成居士，1949年出生于成都。1969年在四川江油当知青期间，认识了著名的海灯法师。经其举荐
，往参本光法师，后来更历参贾题韬老居士、离欲老和尚、遍能老和尚，并于2001年得到当代禅宗尊
宿佛源老和尚的传承。近四十年来，冯学成居士于众多高明中殷勤参叩，饱览经史，深入禅观，从此
意气风发，自在出入于儒学之正大、佛学之精微和道学之幽玄间。1992年起，先后在四川省佛学院、
四川尼众佛学院、云门佛学院、河北省佛学院任教，往来于四川、广东、河北和湖北等地讲学。近几
年在其开办的“龙江书院”开讲了大学、中庸、论语、易经、老子、庄子等讲座，旨在以国学为本，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曾出版禅宗等著作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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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再版前言l心灵锁钥引言——生命和精神的絮语一、心灵与世界的缩写本——从260字的《般若心经》
说起(一)眼耳鼻舌身意——属于“我”的那一切及其他(二)烦恼的人类和人类的烦恼——以苦惑为人
生本质的佛教心理观(三)般若中观的心理效应和佛教的自我否定再生法——从色不异空到空中无色，
从四圣谛到无苦集灭道(四)漫长的精神历程39一——三十七道品和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究
竟道略说二、心灵世界的内在机制与精神王国的地图(一)神秘的小宇宙——三能变缘起的第八识观：
无限之“我”的阿赖耶识(二)天堂地狱一肩挑——三能变缘起的第七识观：作为自我意识的末那识(
三)驰骋于“时空隧道”的战车——三能变缘起的第六识观：理性的是非得失(四)通往天国和佛土之路
——禅定意识和般若中观的合璧：略谈止观(五)是精神天国的地图还是天罗地网?——以简驭繁、纲举
目张的五位百法三、足天上飘浮的云朵还是连通大海的海眼一念头趣谈(一)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
《大乘起信论))的意识魔方(二)一念三千和圆融三谛——天台宗的意识万花筒(三)理事无碍，事事无碍
——华严宗群星辉映的意识网四、顿悟成佛话念头——禅宗方法略说(一)大机大用和全体起用——从
生命和精神的整体入手(二)杀人刀、活人剑——针对念头的机锋与棒喝(三)念头的剥剔一参话头种种
五、中国圣贤心性观与佛教(一)克己复礼，止于至善——儒家学说对人心性的优化和改造(二)绝圣弃
知，无欲无为——道家学说对人心性的淡化和改造后记棒喝截流引言——从“一从大地起风雷”说起
一、向上一路——精神和生命的妙高峰(一)一粒豌豆的历程(二)众说纷纭话成佛(三)不畏浮云遮望眼(
四)不可言说的“向上一路”二、棒喝截流——理性和认识的断头台(一)理性和认识的空间轨道(二)别
有天地非人间——认识的多层结构(三)香象过河，截流而过(四)佛来亦打、祖来亦打及诸宗禅味三、
机锋转语——对禅境“死活”的检验(一)天性人也，人心机也(二)九十六转语与坐脱立亡(三)棒下无生
忍，临机不让师(四)面对“腊月三十日”的转语四、自家宝藏——顿悟成佛的依据(一)正法眼藏和自
性菩提(二)“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三)骑牛觅牛和海里挖渠(四)顿悟也是多余的吗?五、曲折多
方(上)——五宗七家的武器库(一)父唱子和、如切如磋的沩仰禅风(二)彻骨彻髓、透顶透底的临济禅
风(三)鸟道玄路、月影芦花的曹洞禅风(四)干屎橛和北斗里藏身的云门禅风(五)禅融华严、一句通关的
法眼禅风(六)我手佛手、黄龙三关的黄龙禅风(七)从三脚驴到话头禅的杨岐禅风六、曲折多方(下)—一
试说曹洞《宝镜三昧》(一)全提(二)契境(三)体则(四)潜用(五)透机(六)如法(七)回互(八)知权(九)入微(
十)宗趣(十一)权用(十二)宗教(十三)入化(十四)护持(十五)到家七、日用提撕——油盐酱醋皆是禅(一)
众早寻他千百度(二)知识、修行、生活三部曲(三)也谈“寻思”八、诗文禅风——文字禅欣赏(一)禅诗
“一线观”——五祖法演禅诗品析(二)方内方外的禅诗唱和(三)略谈((碧岩录))后记附录四十年学佛感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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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须证明，还宇宙万物的本来面目。去掉了狭隘自我强加给宇宙的种种片面的主观认识，就是“
人圆镜智”。(五)是精神天国的地图还是天罗地网?　　——以简驭繁、纲举目张的五位百法　佛教唯
识学是一个庞大严密的精神天国，涉及世间和出世间的全部精神领域。从欲界的地狱、饿鬼、畜牲、
人、修罗、天人这六道轮回中的众生，到色界无色界诸天的高级天人，乃至各类阿罗汉、十地菩萨和
佛，都各有其相应的精神领地。为说明这一切的因因果果和层次及界线的分别，唯识学相应的名词、
概念和范畴数以万计，并且精巧严密地编织在这个学识的大系统中。除了专研此学的佛教学者外，一
般的知识分肴见这一系列梵文汉文并川，似古似今，似散文似论文又似韵文的作品就头痛，何况一般
的人了。好在佛教以传法为第一等的大事，为度众生真是绞尽了脑汁，川尽了手段。为了使唯识学系
统明白地为一般信众所熟悉和接受，唯识学川五位百法——类似于图表，类似于地图，更类似于今天
计算机的软件——把全部精神的信息，都绘制或输入其中。一看到五位百法，就如同看见一条精神的
长江大河，主干分明，支流清晰，相互汇融，流归大海。　佛教把一切精神的、物质的、业行的、过
去未来的、善恶不同的内容，分成五个大类，即五位法：一、心法，二、心所法，三、色法，四、不
相应行法，五、无为法。其中前四位为有为法，只有最后一位是无为法，这是因为五位百法的重心在
于对世间众生的教化，故重点在对世间有为法的剖析，为解脱道铺路。而无为是佛菩萨的境界，多说
众生不懂，不说又无以诱导众生，所以相应就简单一些。　第一位是“心法”，心就是识，识有八种
，心法也有八种，这就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第六意识、第七末那识
和第八阿赖耶识。　第二位是“心所法”，也就是“心所有法”的简称。既为“心所有”之“法”，
当然就是“心法”的对象和内容。“心所有法”是五位百法的重心所在，共有六位五十一个“心所”
，占了“百法”总数的一半还多一点。对八识心法，前面已经有过介绍了，但这八识庞大复杂的精神
内容和工作状态都各有其相应的对象和运行轨道，这一切都在“心所有法”中各就各位。　“心所有
法”把各种不同的精神内容分为六大类别，分别是：一、遍行，二、别境，三、善，四、根本烦恼，
五、随烦恼，六、不定。“心所有法”这六大类内容，都因心而起，与心相应，系属于心。没有心的
存在，也就没有这些“心所有法”；不与心相应，“心所有法”就毫无意义；不系属于心，这些“心
所有法”就离题万里，与心无关了。所以心被称为“心王”，是主子，而“心所有法”是臣民。心法
一起，心所必然相应；心所起时，心法也必然相应。其相互的统属关系是明白的。　“心所有法”的
第一大类是遍行，共有五个心所。分别是：触、作意、受、想、思。这五个心所，为眼耳等八种识所
共有，周遍于一切心，所以名为遍行。这五个心所是从感觉到认识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八个识活动
得以开展的基础。遍行的定义是“具遍四一切，为所行故”。四一切即一切性、一切地、一切时、一
切俱。不论时间、地点、性能、类别，全都包括在其中了。也应当如此，人的精神既涵盖一切，没有
这四个一切，就成了空话。触，不是狭义触觉的触，而是广义的，包括六根、六尘、六识的相互接触
，所以又称为“三和合”，是根尘识三者的交会点；离开了这个交会点，认识及认识的对象和内容全
都失去了依据。总的说来，它能和合一切心和心所，依根缘境，不相离散，这是触的性能，也是后面
受、想、思三个心所得以成立的依据。　作意，其性能是警心，向心识发起开动的讯号，这是认识产
生的内在第一动力，没有作意的发起，八识的能动作用就不会现起。如作意于眼，眼识功能就起；作
意于耳，耳识的功能就起等等。　受，受与受蕴的受义相同，都是以领纳为义。领是领取，纳是受纳
。既有触和作意两个感觉前提，受的功能就出现了——接收到并容纳了它应该接收和容纳的信息；受
不仅是被动地对信息的接受，还有心理的感受和承受。因顺、违和非顺非违的三种外部信息，而产生
苦、乐、爱、喜、合这五类心理感受和承受。　想，想与想蕴的想义相同，都是以取象为义。取象并
非仅指对形象的回忆，而是能将过去色声香味触法等种种“领纳”储存后的事物信息再浮现于意识之
中。　思，思与思蕴的思义相同，都是以造作为义。造是发起，作是作用。造是思维对所取之境象进
行破立。作是对造在行为上的实施。由于造作的行为有善恶二重性，以至使身语意三业具有邪正、善
恶两重属性。　总之，遍行这五个心所是全部“心法”——精神活动展开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认识活
动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有了遍行，后面的心所才有存在的依据。　“心所有法”的第二大类是别
境。别境与遍行不同，遍行五个心所覆盖了一切心法，带有普遍性；而别境是缘各别的境相而得以生
起，不能覆盖一切心法，只能对部分精神心理内容起作用，带有特殊性和个别性。别境也有五个心所
，分别是欲、胜解、念、定、慧。　欲，欲在这里不是指贪欲的那种粗糙欲望，而是指轻妙广泛的精
神追求，具有善、不善和无记三种属性。人们对自己所喜爱的事物，都有希望和追求，并可为之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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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舍。这是精神深处的一种内在冲动力。胜解，胜解是决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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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师承海灯法师、本光法师，现为云门宗传承人之一的冯学成居士，是当代少有的对佛教的认识圆
润无碍，对禅宗的见地透顶透底的佛学大师。通过《心的世界：佛学·心理学·禅》，你或许能于一
念相应中体会什么叫顿悟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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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众盲摸象，各说异端，忽遇明眼人又作幺生？” 
2、我的禅宗释家，佛禅哲学，兼顾心理学。
3、厚实、朴素、真诚的佛学读物。
可以看出作者的修为。
4、目前我能理解的一本较为通彻的对佛学的介绍。。
5、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5月31日捐赠
6、虽不如南怀瑾大师，但也算还可以看的书
7、比较高深，读第一遍有些不太懂；后来在一位懂佛的朋友指点下才慢慢理解，悟到一些很精深又
很朴素的道理
8、2011年11月29号在南理工图书馆借到。
9、有
10、唯识宗基础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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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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