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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花开》

内容概要

本书是法顶禅师继畅销全球的《无所有》之后的重磅力作，收集了大师所有的精华文章，包括大师三
十多年来所写的随想录、法文等菁华作品及大师在山居生活中感悟到的高深禅理，由法顶禅师的弟子
柳时华亲笔实录，是一部灵动的思想传记，处处闪耀着智慧的灵光。
发人深省的文字，将让您敲开生命的另一扇门，一睹灵魂所在的山上，那清净高远的生命之花的香气
与光彩。每一篇朴实无华、撼动人心的文章，都闪耀着法顶大师所阐扬的精神：在大自然中充实地生
活，从中体会内心的风景。你将从而发现生命的真正内涵，让生活变得简单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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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花开》

作者简介

法顶禅师是当代最具代表韩国修行精神的僧侣。1954年在当代高僧晓峰禅师门下受戒出家、历任韩文
大藏经版译经委员、佛教日报主笔、松广寺研修院院长等职。
法顶禅师因循自然，以身作则的生活如同苍松屹立不摇，其一贯追求人生真理与哲学的态度让世人认
清真正修道者的面貌。时光流逝，禅师所著的《无所有》、《站着的人们》、《水声风声》、《鸟儿
离开的森林很寂寞》、《山上花开了》等随笔集却还长久地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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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花开》

书籍目录

禅师箴言山间独居禅思小径清贫生活智慧抉择简单的幸福洞视内心人生之路湛寂阿兰若少拿多得出离
追寻永恒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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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花开》

章节摘录

　　不要将自己的忧虑和困难归咎于他人，应该把这些烦恼看成是生命的历程。如果心中生起各种烦
恼，就不应该回避，而应该设法克服这些烦恼，勇敢地站起来。　　这些烦恼有何意义，为什么我们
会遭遇这种不幸？深入去思考这些问题，然后再重新站起来。　　不管是谁，只要来到这个世界，就
背负着旁人无法窥视的重担。每个包袱的重量各不相同。人生就是如此，因此，即使遇到困难，也绝
不应该逃避。　　世界上所有的困难，只是要传达一个讯息，那就是，克服它们并培养新的创造力和
意志力。　　圣人日：“以遮障为解脱。”障碍无处不在，在这个世上活着，难免会遇到各种障碍。
我们克服了多少困难，才走到今天啊！所以人生是一场障碍赛，一场还未结束的竞赛。　　解脱是什
么？解脱就是越过这些障碍，从内到外都变得轻松自在的状态。障碍是达到解脱的垫脚石、望大家再
次记得，现在所生活的尘世，既非极乐，也非地狱，而是一个堪忍又蕴含生活趣味的世界。　　遇到
困难时，不要认为这就是生命的全部，也不可认为自己走错了路，那只不过是一生当中，需要跨越的
一道关卡罢了。　　生命的关卡不止一两道，未来还有更多的考验在等待着我们。　　每跨越一道关
卡，我们的精神年轮就会增加一轮，克服难关后，不只生理年龄增长了，精神年龄也会不断增长。困
难能开拓我们的眼界，促使我们渐趋成熟。　　不要对眼前事物的利害关系斤斤计较，而要用一生的
时间去客观地审察。摆脱烦恼的方法或许很多，但首先要懂得知足。　　我们不一定要历经大事，才
能感受到幸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里，也能感受到幸福。　　圣人也曾云：“以疏利为富贵。”意
思是幸福的秘诀不在于财富多寡或事情大小，即使是没有财富、事情很小，很多时候也能让人感到满
足。　　现实是，人们只要一开口都在谈钱，但钱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现在大家过于关注这类的议
题。　　目前的经济衰退，是物欲泛滥的结果，这种不景气也是我们内心贫弱的证据。　　想要心胸
开阔，就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而要从内心开始修行。要超越个体考虑整体，少欲知足，懂得知足，
才能变得宽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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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花开》

编辑推荐

　　现代生活充斥了太多物欲，过度追求炫耀装饰的生活，其实就像一座“富足的监狱”。《山中花
开》没有有高深的佛理，或是让人大彻大悟的珠玑，有的只是包含真诚、自然洒脱的文字，却仿若松
树上的甘露，为内心带来最动人的风景，最终让你领会外在的富裕永远比不上内心真正的充实。　　
让生活更简单！让心灵更富有！让自己更幸福！享誉世界的灵魂导师法顶禅师，与你分享幸福生活的
秘诀！不要过度依赖现代文明的工具。找个晚上把电视关掉。不用电灯；点燃一支蜡烛，即使不在山
中。我们也能在《山中花开》间接体会到山中的幽静。 与三两亲友一起啜饮清雅的绿茶，畅谈恬淡的
话题，感受生活的香气；偶尔放下电话，不看报纸，用十或三十分钟，挺直腰杆面对墙壁，问问自己
：“我是谁？”

Page 6



《山中花开》

精彩短评

1、最早读禅师的书是《活着，就要幸福》挺让人彻悟的。以前我觉得像禅师这样的人，只能出现在
古代！怎想在当代，还能有像禅师这样苦苦修行的人！在平静简朴的生活中寻求人生的真谛。《山中
花开》让我们这些浮躁的心灵得以顿悟！
昨天刚刚开始拜读，清晰的记得那句“若能修少欲，虽贫是富人”！
2、需要结合自我经验读的一本书。一遍一遍的读。慢慢就读到了想要寻求的真理。
3、生命的减法
4、初到拉萨之时阅读
5、有内心的东西
6、非常好
7、山中安宁 
8、此书读完，世间必需之品、必做之事骤减。谢谢。
9、风声 水声 无声
10、曾经在我很需要奋斗却被琐事烦心的时候~~平静我的心灵~~然后继续- v-
11、山中花开
12、世界上所有的困难，只是要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克服它们并培养新的创造力和意志力。只有
通过彻底的绝望、自我否定，才能重铸人生。
13、马可推荐我读的。。。
14、看见你看所以我看了好几遍。
15、《山中花开》
16、#地铁读物#每天早上读两遍心经。读几篇小文。
17、选择清贫的生活方式，物质与灵魂。
18、语言很简单，内容无外乎禅师的生活以及所悟，印象最深的是他提出尊重这一个观念。不只是对
人，对物也是如此，认可他价值，承认他的所在
19、拥有得越少，就会越珍惜
20、人生就是要像不断盛开的花朵，全然清新地绽放。
21、喜欢这本书，介绍给朋友看。
22、我原以为是法顶禅师的随记，结果是别人讲的他。
23、法顶禅师的书就不用多说了，朴素的文字，给人带来心的安宁，不管是任何情况下，拿起他的书
就可以从烦燥纷乱中静下来，回归到那种山林自然之中。怪不得他有一本《活着就要幸福》已经被炒
到七八十一本了，字不多，但是每个字拼起来的效果，是最好的灵药。
24、睿智，简洁，朴素，超然，洒脱，灵性与自在
25、“山中花开”更有深意
26、看完后觉得心灵被净化了，书中推崇的基本伦理也是许多宗教所崇尚的，相见恨晚。想买一本随
身带，反复查看，慢慢领悟，好好修行～
27、我自己是很爱这样的境界的。独自盖一座小房子，土的，石头的都可以。很好的禅修的书。
28、实践选择的清贫对我尤为启发，向内探索才能永葆本真。
29、很棒
30、单纯，简朴生活。念佛，念经都是一种行，通过行来释放原来心灵深处的光芒，坚持以行度日，
结果必是开悟。2014、7、4

31、禅师言语，清澈芬芳。
32、非常有爱的一本书。无与伦比的感动。
33、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5月31日捐赠
34、活在世上，我们最需要用心之处，便是亲切地对待身边的人。每一次相遇，都是传递内心温暖的
好时机。
35、重庆心灵成长读书会第一期至第十期讨论书目
36、慢慢到禅宗。

Page 7



《山中花开》

37、禅悟
38、看完后更加明确自己想要简单，朴素的生活。书中很多精华文字：十年经营，修得草舍三间。我
一间，明月一间，清风一间。江山无法入住，那就围绕欣赏吧。学会生活，不要只想着填满，要懂得
留白，空荡的地方，才能听见灵魂的声音。人不要作茧自缚，学会像花朵一样，有持续绽放的勇气。
39、废话
40、2010-83
41、1.法顶禅师的语言真的象初春时，山中的花开，静谧而美好。自然生发中有着生命的活力与气息
，毫不费力地宁静而繁荣。简约素朴寂静而孤独，但这正是他生命的养料，滋养出纯洁喜悦而充满力
量的心灵之花。
42、话语很简单，也只是一般的佛理，基本参照老庄，不知怎么反而觉得很适合阅读。
43、马可,2015-1 读毕：最让我动容处是禅师认同不同宗教只是寻求真理的不同道路，不应该互相排斥
甚至敌对
44、靜靜地，慢慢地讀出書中的精華，讓你起伏不定的，煩躁的心冷靜下來，感悟人生，如何做一個
“出家人”，改變你一生的態度。
45、简单的力量
46、原定书名＜缘不可失，时不再来＞
47、总觉得宗教就是通往心里的哲学，是大众的哲学。但是往往被政治所用。
48、朋友送给的，还是挺治愈系的。 喜欢书里所说简单的生活方式。到底多少，才足够，只有自己知
道
49、减法生活。清贫的活着，才能得到更多。每天净化自己的心灵。生命本来就是通向死亡的过程，
不要恐惧。活在当下，尽力自信的活着！
50、听花开的声音。
51、在我最无奈的日子里唯有学习这份安静
52、最好之一
53、马可推荐 极简是种高尚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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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花开》

精彩书评

1、这本书,让我有很深层的反思。的确,我有很多时候会买了不该买的东西，买回来又不一定珍惜，又
或者贪新厌旧，于是有些东西用得并不多，有些东西会拿出来发现买了都没有用过。总之，因为要得
越多，却更多的不珍惜，也许只有一样实用的东西的时候，反而会比较珍惜，而且又会用得比较长久
。“心被什么束缚了？”越多持有，越多束缚。现在改变自己，从买东西开始，如果要看书，那就只
买一本，看完了再买第二本，绝不允许自己多买粗读，要慢嚼细咽，也许会更容入与感受这本书。让
家里每一样东西都是自己最喜欢的唯一的，虽然不多，但每一样都会珍惜，学会欣赏享受清贫的生活
。心的清贫原来就是心的自由。
2、喜欢禅宗，就是喜欢她的睿智，简洁，朴素，超然，洒脱，灵性与自在。第一次看法顶的书，是
一本台湾出版的《无所有》，书中反映了法师无所有的思想，读来沁人心脾，心中一阵清凉。前两天
在西安出差时看到了这一本，欣然购之。我非常认可法顶禅师的清贫观点，特别是他坚持寺庙必须清
贫的想法让我感叹。法顶认为“真正的修行和教化，是不可能在享受和挥霍中实现的，富裕容易让人
生病，但清贫能让我们心情平和。”所有的宗教之乱都是从奢华与腐败开始的，中外无有例外。宗教
如此，社会如此，人也是如此。法顶说：“单纯的生活使心灵平静，也能开拓最宽广的视野。想生活
得单纯，就要常常自律。可以不看的就不看；可以不听的就不听；可以不读的就不读；可以不吃的就
不要吃。所以尽可能地少看，少听，少穿，少吃，这样我们才能脱胎换骨，升华自我。”以前我以为
的简朴清贫生活是减少消费，节约能源，多少带有环保的意识，虽然衣服啊，摄影啊，旅游啊都放弃
了，也不大买DVD，CD了，可是依然喜欢买书，喜欢阅读，音乐，电影，其实，如果是真的清贫，
应该正如法师所说，不但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生活的清贫，甚至是思想的清贫。这种说法是非常符合
佛教观点的：自净其意。所以清贫的不仅是物质，还有精神生活。其实简朴清贫生活不但给我们自己
带来好处，也给社会，人类乃至地球带来好处。人们都习惯于做加法：得到名，得到利，得到财富，
得到快乐，得到物质，得到职称。。。。。。不停地去索取获得，最终这些东西除了一时快感外，更
多是无尽的包袱。其实，生活不仅仅是加法，更聪明的是做减法：减去不必要的物质，东西，从而让
自己从占有的包袱中解放，解脱出来，恢复以前活灵活现的生命。想想，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往往是拥
有最少的时候，从儿童开始，到学生，到青年，到结婚，到家庭，越到后面，我们得到越多，我们的
快乐也越少。统计上有个边界效应，有的东西得到一定的程度，其实并不能带来多少快乐了，这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是减法。从清贫生活，到孤独生活，都是减法。当我们减去压在生命上的灰尘石头时，
我们的心灵才能更好的呼吸空气，接受阳光的照耀，最后生命之花才能美丽的盛放。让我们学习减法
生活吧，这样我们才能让我们的心中的花儿盛开。又：看看《猜火车》，再对比这本书（还有菜根谭
》《围炉夜话》《格言联壁》《呻吟语》等书），你就知道面对现在世界的问题，解决的出路在那个
文明里了。
3、清贫的德行有些书，你捧在手上时会感到一种巨大的加持力，内心陷入很深的静默。而当你翻阅
时，你会心如止水，并且书中言说的点滴，都会如细水一般润泽进你的内心。在面对它的全部过程中
，你是那么安静而柔软，内心空灵而澄明。而当你放下它时，你又感到自己和眼前的世界都焕然一新
，散发光芒。读韩国的法顶禅师的作品《山中花开》时，我便有这样的感受。在城市生活的我，面对
独居山中的法顶禅师，禅师以他空性中流露的智慧一再告诉我们：清贫的德行。禅师说，当拥有一个
的时候，就不再要第二个。禅师所告诫我们的是减少自身的欲望，减少对外在的索取，而应内心谦卑
心怀感恩的面对世界。融入进自然的母体中，过一种外在清贫而内心丰腴的生活。在佛法中，以爱欲
为苦本。佛法如是，道家也提倡清心寡欲，儒家也同样拥有着“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
中”的境界。“无欲则刚”。清贫的德行，并非只是要求着自己外在的简朴乏少，关键在于内心的少
欲与知足。“清贫的德行”，首先所讲的便是这样少欲知足的生活状态。贯彻进生活中，便自然会时
刻保持生活的简朴，和内心深处的谦柔与感恩。禅师在书中也经常说到，要我们问自己“我是谁”。
这也是“清贫的德行”中所内涵的品质。便是对自我本真的回归。在这物欲横流，喧嚣和浮躁的社会
中，保持生活的简朴而自得其乐已属不易，而能在喧嚣中，仍能如实倾听到自己内在的声音，则更为
重要。禅师告诉我们“只做自己”，甚至以一名佛教僧人的名义告诫我们要“成为新的佛”，这种洞
见是何等清明而具有勇气。禅师也告诉我们应回归自然的母体，与自然和谐为一，在回归自然中回归
自我。在现代社会中逐渐物化的我们，在对自然母体的确认与回归中，也重获了自我生命的生机。禅
师又说“清贫”的“贫”字字形是上“分”下“贝”。因此拥有“清贫的德行”，一需要的是回归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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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花开》

我，二是在回归自我的同时少欲知足的生活，三，便是需要把自己所拥有的最大程度的与他人“分”
享。把“清贫的德行”所带给自己的喜悦也一并分享给他人。在如今这样一个物质的时代，一个自我
膨胀与满足的时代，一个在在物欲中异化的时代，禅师提倡这样一种“清贫的生活”，尤为可贵。在
《山中花开》，这本书中，禅师不仅告诉我们该具备怎样一种“清贫的德行”，也带给我们对于我们
如今所处时代的种种深刻的反思。《山中花开》书中提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修行人去拜访另一个
更伟大的修行人，他并非去听那位大师的教诲，而只是看他系鞋带的样子。真正的修行、德行，是内
化在生命中，而散发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那位大师系鞋带的姿态，便是无声而又丰腴无比的教诲
，同样，法顶禅师在书中的每一个措辞和言说的语气都本身具有着丰富的加持力。你面对他，便是面
对博大的心灵之源本身，从中汲取无穷的心灵的养料。我的言词是鄙陋的，我的所言也只是禅师心灵
汪洋中的一渠，而更多的，要留待每一个人自己去发现。2009.02.15 凌晨上海·黄浦 玉山草堂附：禅
师语录——摘自《山中花开》不要过度依赖现代文明的工具。找个晚上把电视关掉，不用电灯；点燃
一支蜡烛，即使不在山中，我们也能间接体会到山中的幽静。与三两亲友一起啜饮清雅的绿茶，畅谈
恬淡的话题，感受生活的香气；偶尔放下电话，不看报纸，用十或三十分钟，挺直腰杆面对墙壁，问
问自己：“我是谁？”
4、行走在山路的时候，总是会被泥石间跃出的不知名野花所吸引，红的、蓝的、黄的、白的，或者
黄白相间，没有任何预约的形状，却比城市里修剪得工整的园艺来得更让人心生喜悦。这又仿佛像是
人的心灵世界，常有各种的事务呈起，落下，山并不会因花朵而牵绊，城市的生活更像是修剪的花枝
，少了一份从容天然，却多了一层刻意慌忙，纵然努力给花草提供再多的肥料，也无法了断日增的烦
恼。法顶禅师这样归结修行的概念，他说：“修行是什么呢？修行就是消除业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断绝烦恼、断绝欲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修行也绝非打斋念佛，如何断欲得道，禅师只是这样补
充：“当我的心灵非常澄澈宁静时，就会产生一个重心，有了重心，就会有完整的心灵”。夏天来临
时，人会比较烦躁，骄阳烈日烘烤、公车地铁拥扰，还没开始工作，已觉得无趣，有一个凉茶的广告
语叫人“消消火”，除了中医里道出的人体内的各种火种，心灵常植一片清林，俨然是当务之急了。
法顶禅师如是观：“明白了原来不懂的东西，并不是开悟，通过日常的行动来浇灌心灵深处本具的花
种，与时节缔结因缘而开花结果，这才是真正的开悟”。现代人赖以增长的知识，是对物质世界的不
同角度的观看，一块碳石，经过催化的巨变，成为钻石，但并不能改变其碳原子的本质。在法顶禅师
看来，开悟并非是通过改变得来，而更像是一种培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清贫，财富往往会成为
心灵贫瘠的主因，法顶禅师身体力行，对清贫的理解，禅师说道：“把拥有的物品减到最少，让心灵
得到升华，成为宇宙生命的一部分，这便是清贫”。清贫不是让自己困窘，不是机械地拒绝财富，而
是保持生存必要的物质就好，就像花草拥有了土壤和水份，也不会再囤积养料的想法，这就是“成为
宇宙一部分”。除此之外，“拥有得越少，就会越珍惜，我们也会变得越富有，我不断强调，不能把
这种生活态度看成是消极的人生观，这是睿智的人生选择”。读法顶禅师的文字，适合在山间的竹林
、溪水旁的木屋，又或是湖心的亭宇里，只因文中可以读到写字的人心境中流露出的山水，以及那些
并非只是抒怀畅意的智慧，不限于此更重要的则是，哪怕是身处烦嚣闹市，任鞠身择一位置，翻开禅
师的《山中花开》，相信在心里头，仍是可以觅得一二处恬静的。诚然这是需要拥有一颗单纯的心，
哪怕是在世间人际的枪林弹雨中走来，这颗对平静向往的单纯的心，仍然能够牵引着自己走回到那片
刻的天堂，正是禅师所言：“单纯才是幸福，在秋日午后不受干扰地糊窗纸，当阳光从窗棂射入时，
感觉多门幽静，多美美好啊！这就是一种简单的幸福”。保留着享受单纯所带来的简单幸福的能力，
你也就保留了心中山花常开的季节。
5、远离城市的喧嚣，回归自然！一切在自然中~~~~~大师的意境不是尘世间的凡人所能够做到的，
他已经到达了一种境界··································
············································
············································
··生命的关系不止一两道，未来还有更多的考验在等待着我们，每跨越一道关卡，我们的精神年轮
就会增加一轮，克服难关后，不只生理年龄增长了，精神年轮也会增长。你所拥有的东西，只不过是
暂时拥有而已。幸福的条件是什么？幸福就藏在美丽、珍惜、爱与感谢之中。什么是尘世？必须忍耐
，才能存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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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山中花开》的笔记-幸福的条件

        “要跳脱庞杂的信息，首先要懂得沉默的意义。......我们应该进入沉默的世界去看一看。”

“若没有足够的自制力，就会臣服在物欲的世界里。......唯有彻底改变内在，才能纠正我们被误导的
价值观。”

2、《山中花开》的笔记-第16页

        坐禅与修行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获得自由。想要获得内心真正的自由，就需要不断地自我检讨，
像“用斧头巧开冰面好获取水源”那样。

3、《山中花开》的笔记-智慧抉择

        “印度诗人迦比尔咏道：
听到水中的鱼说口渴，我笑了。
真理就在其中，我却不明白，一直在树林中寻觅。
......
若想去远方，无论要去哪里，都去看看吧。
到这城市，到那山林，
但若你没有找到灵魂，世界也依然只是幻想。”

4、《山中花开》的笔记-禅思小径

        “如果社会只注重头脑智力，人们的心就会丧失能让温暖注入的空间。你看！所有的否定、谤议
、欺瞒与尔虞我诈，不都是奸巧的头脑智力在起作用吗？”

“永远都不觉得满足，是现代人的通病。大多数人长期处在精神饥荒的状态。”

“人生的道路此起彼伏，有上坡路，也有下坡路，而我们只能选择其一。上坡路虽然艰辛，但它是人
类的道路......；下坡路虽然好走，......但最终会落入深渊。......上坡路让我们奋勇向前，不经历困苦，是
不可能重获新生的。”

5、《山中花开》的笔记-出离

        只有通过彻底的绝望、自我否定，才能重铸人生。

6、《山中花开》的笔记-第38页

        因必要而活，而不要因欲望而活。我们必须明白欲望与必要的差别。欲望是基本需求之外的渴望
，必要则是生活的基本条件。

7、《山中花开》的笔记-第175页

            当今的我们正处于很难活出特色的年代。信念和个性不仅要受到周围的挑战，甚至会成为众矢

Page 11



《山中花开》

之的，因为这其中包含着在傲慢流淌的江水中无尽漂流的命运。

    回顾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用手感知现在过得怎么样。曾经被誉为“无冕之王”耀武扬威的报
纸，以及杂志、电台和电视等大众媒体每天都在催促我们，让我们变成整齐划一的俗物。

    这些东西正在剥夺我们的色彩，榨取我们的灵魂，扰乱我们的思考能力和对价值的判断能力。这种
力量近似于毒品，在我们体内兴风作浪。我们习惯了盲目而庸俗的附和，很难坚持自己的信念。

    于是，今天的我们越来越相似。就像小区里的楼房，人和人看起来也都差不多。不仅动作，连思考
方式和个性都日渐相似。于是，固有名词反而显得累赘。用一系列符号或者普通名词代替我们的称呼
也未尝不可。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人并不满足于平凡的日常生活，而总是追求生命的展开，也就是创造性的
活动。即使冒着风险，也要活出自己的风采。这是生命的欲望。那么多人宁愿牺牲宝贵的生命，也要
攀登崇山峻岭，难道是因为山在那里吗？我们的确是看到了山，才去登山。然而山并没有呼唤我们，
而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涌起了爬山的冲动。这种使我们必须去挑战的力量，就是生命力。

    为了进行创造性的活动，我们需要掌握丰富的知识和信息。因为我们要和很多同胞共同生活，如果
不了解这些信息，则很难生存下去。人们需要记住大量的法律条文，还要为接受知识和信息而支付昂
贵的学费，在激烈的竞争中冲破狭窄的门。

    我们活着，究竟需要掌握多少知识？每个人都不一样，肯定是越多越好。越是懂得多的人，就越是
有用，越会受到尊重。

    不过这中间又有个问题。我们在生活中的确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然而有时候过多的知识会埋没人本
身。人本来就喜欢计较，知识分子尤其喜欢分辨和计较。人是喜欢思考的动物，很难保持单纯，于是
人们作茧自缚，落入自己设置的陷阱。

    我们知道多少？这句话意味着我们有多么复杂。当我们片面依赖于外界知识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语
言和思维就被剥夺了。现代人的问题不在于接触太少，反而正因为接触得过于频繁，才导致人与人之
间的疏远，从而变成不能扎根大地的彷徨的流浪者。不需要借助弗罗斯特的比喻，生命之树被灰色的
理论埋没，渐渐枯萎。

8、《山中花开》的笔记-第46页

        上坡路虽然艰辛，但它是人类的道路，组后能够达到顶峰；下坡路虽然好走，但它是禽兽的道路
，最终会落入深渊。

9、《山中花开》的笔记-第73页

        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必需品，而是摆脱了多少不必要的束缚。心情放轻松，就能幸福在握。懂得
生活的人，就算拥有的比别人少，也能在单纯、简朴中寻得生活的喜乐

10、《山中花开》的笔记-第21页

        我们过分在乎外在的事物，才会让心灵荒芜。就算拥有更多物质，内心仍会感到无比空虚，完全
没有头绪。

11、《山中花开》的笔记-山间独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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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作家盐野七生，就曾在作品中写道：‘不对世俗妥协，正直生活的人，就是有魅力的人。
’”

“我们过于依赖现代文明的工具，从而磨灭了自身无限的可能与潜能。我们犹如工具的奴隶，只要这
些东西稍微出现故障，就会感到束手无策。”

12、《山中花开》的笔记-洞视内心

        不要依赖任何人，不要只专注于听闻，应该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活，遵从本初最无染的心。

13、《山中花开》的笔记-第14页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生都仰赖山林的人来说，
山林已不仅仅是大自然。
山林犹如巨大的生命体，
有永不凋零的胸怀。
山林不只有花开花谢，还有诗、音乐、思想与宗教。
伟大的思想与宗教，
不是从砖泥建造的教室里诞生的，
请正视这一事实，它们是在纯净污染的大自然草丛中萌芽的。
                                                             ——摘自法顶禅师随想集《水声风声》

14、《山中花开》的笔记-追寻永恒的自由

        回归本来面目即是完整存在的内涵。

15、《山中花开》的笔记-第74页

        所谓‘无所有’不是指什么都不要，也不是让我们成为穷光蛋，而是指不去拥有不必要的事物。
清贫比富裕更有价值，是一种更高贵的生活理念。清贫生活不是消极的生活态度，而是充满智慧的人
生抉择。

16、《山中花开》的笔记-第9页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外在与内心是否一致，是衡量人性真诚与否的尺度与标准。

17、《山中花开》的笔记-第11页

        在大自然中充实地生活，从中体会内心的风景。外在的富裕永远比不上内心真正的充实。

18、《山中花开》的笔记-第8页

        事实上，一个人的住所能反映出主人的内心世界；屋宇内的一切，代表了主人的思想境界与生活
方式。

19、《山中花开》的笔记-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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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稻草的革命》：“我在思考如何尽量放手。”农耕者不是要思考应尽力去做什么，而是要
思考不要做什么。那不是怠惰，而是为了更接近“在更宽广的自然规律中构筑的农耕”而努力。

我们是不是患了一种病，一种沾染了就会远离本质，将身心深陷在无用之处的惯性疾病？

20、《山中花开》的笔记-湛寂阿兰若

        为了某件事情人为地、一味地努力去寻找正确的方法，本身即是在远离正确的方法。

“不用舍众生心。但莫染污自性。”

21、《山中花开》的笔记-第19页

        其实不只独居的人会感到寂寞，世上大多数人都是背负着自己的影子而活。回首望见自己的影子
时，谁不感到孤寂？若无法领受寂寞的感觉，此人必定是麻木不仁的。
与别人同居，可能会逐渐忘却对生活应有的感激之情，忘记生活的意义，丧失个性和光彩。因此，独
居者总会有些怪癖；简言之，就是个性倔强，所以注定要一个人独自生活。

22、《山中花开》的笔记-少拿多得

        担心匮乏欠缺的那种心态本身就是匮乏欠缺和贫寒。

过度消费必定会带来大自然的毁损和环境的污染。

23、《山中花开》的笔记-清贫的生活

        “如果生活中没有困难，自满就会丛生，变得自以为是，不懂虑及他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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