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芽的心情》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发芽的心情》

13位ISBN编号：9787122257703

出版时间：2016-2-1

作者：林清玄

页数：24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发芽的心情》

内容概要

本书是台湾名家林清玄继《林清玄散文精选》畅销后，作者亲自为中学生选篇并作序的最新散文精选
，全书图文四色装帧精美；权威收录各时期获奖作品，不仅精挑了入选大陆中小学课本、考卷的经典
文章，更是细选台湾数十年来“中小学生优良课外读物推介”的全部文章。朴素的语言充满智慧和哲
理，独树一帜；书写微乎其微的事物去道出生命的意义，开启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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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清玄
台湾高雄人，连续十年雄踞“台湾十大畅销书作家”榜单，被誉为“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17岁开
始发表作品；20岁出版第一本书；30岁前得遍台湾所有文学大奖；35岁入山修行后写成的“身心安顿
系列”，是20世纪90年代台湾最畅销的作品；40岁完成“菩提系列”，畅销数百万册，是当代最具影
响力的作品之一。文章曾多次入选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中小学华语教材及大学国文选
，还曾被收入大陆高考语文试卷，是国际华文世界被广泛阅读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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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无风絮自飞。
2、正在看中，很不错
3、文章很优美，可以细细品读
4、喜欢林清玄的散文作品，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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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近年中学课外阅读及各类试卷中，最受欢迎的两个人是林清玄和苏东坡。苏东坡受师生喜欢是因
为他的人生故事：他一生经历坎坷，作品精彩，性格开朗乐观，思想兼具儒释道三家，简直太符合国
人审美观和中学考试要求。写在作文中可励志、可观人生，可表理想，简直不能更好用。所以，有些
老师在辅导作文时，全力推荐苏东坡故事，甚至把哪个故事可以对应哪个作文主题都明确指出。而林
清玄受欢迎，则是因为他的散文。林清玄是高产作家，据说已经有十几本散文集，自述三十岁之前已
经得遍台湾文学大奖。作品虽多，读下来会发现文章基调倒是颇为统一：在禅意中寻求生命的积极价
值。老师们认为，无论是苏东坡故事，还是林清玄散文，都可以在不超出中学生理解能力的前提下，
让学生得到内心的滋养和阅读、写作能力的提升。除此之外，林清玄散文在中学“走红”还有一个小
小原因，就是对课外阅读材料的选择，学生和教师的观点难得一致，而林清玄的散文是为数不多的，
师生都能接受的选项。  林清玄先生十几本散文集中，最知名的是两个系列，分别是“身心安顿”系
列和“菩提”系列。这本《发芽的心情》是林清玄先生自十几本散文集精选而成。林清玄年轻时曾闭
关研究佛学两年，对禅宗尤为倾心，同时并不否定个人奋斗和俗世功名。他在自己大部分的散文中都
试图展现一种人生态度：在万丈红尘中要用禅意保持心中的山静水明。例如，他在《上善若水》中写
自己坐很久的大巴车去一处山中寺庙讲课，风尘仆仆赶到才知晓，讲座早已取消，因为主办方的失误
没有通知到他，这是何等恼人！想回台北，无奈天色已晚，只能留宿山中。秉烛夜读《老子》，不觉
烦恼尽消，心下一片清明：“天地都尚且不能永久恒常，何况人的遭遇啊！”再读下去，进而又有所
悟：“生命之流确实像水，流过高山与河谷，流过沧桑与砾石，一站一站地奔向江海，在每一个因缘
与相会中流过，不必积存；在每一次飘风与骤雨里流过，不必住留。”林清玄很善于在日常小事中透
见生命及社会的本质，以禅意解读，得出很聪明的结论，读来很是舒服，这可能是他的散文受欢迎的
原因之一。他受中学生及中学教师欢迎，则除了上面原因外，还因为他的散文结构非常符合中学优秀
作文的标准。林清玄散文习惯以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引入，中间以佛家思想解读，然后联系现实，最后
得出结论——若把这中间的“佛家思想”换成“议论抒情”，就是中学优秀作文的标准结构。以《牛
肉汁时代》为例：作者先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有钱的贵妇去找一位知名的画家作画，并且谈好条件
，这张画像一定要她家里的狗喜欢才付钱。”相信读者读到此处，兴趣都被提起来了。然后作者绘声
绘色的讲，画家一口答应，结果画完后大家来看，小狗果然扑上去舔画像。大家称奇，贵妇欣然付钱
。画家的朋友私下询问，画家才揭出谜底：不过是在颜料中加入些牛肉汁而已，狗如何会欣赏艺术，
但狗可会欣赏牛肉汁啊！作者感叹，我们的时代可炫惑的东西太多，堪称是“牛肉汁时代”。大家追
求的只是事物表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可能不过是掺了牛肉汁的颜料而已。接着，作者又引
了一段禅宗公案，说有一个弟子非常崇拜赵州禅师，于是为他画了一幅画像，问禅师画的像不像。禅
师说：“如果不像，你就把画像烧了。如果像，你就把我烧了。”禅师的意思是，表面事物是无法取
代内心世界的，如果画像真的有本人的神韵，那么“我”就没必要存在了。如果画像没有本人神韵，
那么画像有什么必要呢？禅师更看重人内心的修为，而不是外在相貌。可能很多读者跟我一样，会发
现牛肉汁和禅师画像的故事，如果换成一个文笔犀利的人来写，可能讽刺的意味更浓厚。但是在林清
玄的笔下，却点到即止，不让读者太觉得沉重。而这，已经达到考场高分作文的条件。有学生评价考
场作文是，得中等分容易，得高分难之又难。原因很简单：人在少年时，一点点学习用自己的眼睛看
世界，更多的是关注自身，很少能细致体察他人和社会。这就导致在写作时，语言大而化之、模糊不
清，立意肤浅，所谓“学生腔”严重，自然得分不高。而林清玄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细节之美，在他的
散文中，一片云，一朵花，街上行人，日常人情，处处都能发现禅意。烦闷时，读到林清玄散文，会
如炎夏饮水，清凉愉悦，若稍加用心，还可以弥补一般中学生作文内容空洞，语言浮泛的缺点。退一
步讲，即便不为作文得高分，学生多读读读这本《发芽的心情》，也能滋养身心。有论者认为，林清
玄的散文结构单调，读得多了会审美疲劳，这意见也许有道理，但再好的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目标读
者群，林清玄的散文恰好能满足中学生的情感智力需求。爱读书的中学生读完此书，可能会如书名一
样，写作文的灵感如小草发芽一般，渐渐蓬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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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发芽的心情》的笔记-第111页

              一分钟很短，但是，一分钟比五十九秒还长，比一秒钟更长得多，所以，要珍惜每一分钟。

      佛经最短的时间是一刹那，等于七十五分之一秒，一念里有九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灭，因此连
刹那那也是无限。

      佛经里最长的时间叫“阿僧祗”，是不可计算、无量数的意思，据称一阿僧祗有一千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兆年，可是又说，“一念便满无量阿僧祗劫”，因此长短并没有区别。

      一弹指，也是佛经的用语，一弹指有六十五刹那，有的经说一弹指有九百流失生死，有的经说一弹
指之间心念转动九百六十次。还有说而是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一万二千弹指是一昼夜。并不
是佛经不统一，而是时间乃相对的概念，不是绝对的。

      有的人一分钟当千百世用，有的人千百世轮回生死业海茫茫，不及别人的一弹指间。

      一寸时光，就是一寸命光，每一眨眼，命光就流逝了。因此，注意当下，就是珍惜永恒的生命。

      在思想与思想之间，时间一定留有空隙，只要进入那空间，有觉察的力，时间就等于智慧。

      不要期待永恒的理想，若能安住在此刻的时间上，此刻就是净土，就是永恒的理想。

      “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其实，一就展现了万法，就像一秒钟不能从一万年抽出，一万年则是由
一秒钟组成。

      年龄不能作为智慧的依据，因为每个人都是宇宙的老人。上帝未生之前，我就存在了，这是宇宙的
真实。

      有理想、有壮怀的人不因时间消逝而颓唐，而是到死的瞬间还保持向前的心。

2、《发芽的心情》的笔记-第198页

              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因为在水上
写字，无论多么费力，那水都不能永恒，甚至是不能成型的。

      因此，如果我们企图要停驻在过去的快乐，那是自寻烦恼，而我们不时从记忆中想起苦难，反而使
苦难加倍。生命历程中的快乐或痛苦，欢心或悲叹都只是写在水上的字，一定会在时光里流走。

      就像无常的存在是没有实体的。

      实体的感受只是因缘的聚合，如同水与字一般。

      身如流水，日夜不停流去，使人在闪灭中老去。

      心也如流水，没有片刻静止，使人在散乱中迷茫地活着。

      身心俱幻正如流水上写字，第二笔未写，第一笔就流到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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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也是流水上写的字，当我们说爱事，爱之念已流到远处。美丽的爱是写在水上的诗，平凡的爱
是写在水上的公文，爱的誓言是流水上偶尔飘过的可以枯叶，落下时，总是无声地流走。

      身心无不迁灭，爱欲岂有常驻之理？

      既然生活在水上，且让我们顺着水的因缘自然地流下去。看见花开，知道是开花的因缘具足了，花
朵才得以绽放；看见落叶，知道是落叶的因缘具足了，树叶才会落下来。在一群陌生人之中，我们总
会碰到那有缘的人，等到缘尽情了，我们就会如梦一样忘记他的名字与脸孔，他也如同写在水上的一
个字，在因缘中散灭了。

      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会感到恐惧、惊怖、忧伤与苦恼，那是由于我们只注视写下的字句，却忘记字是
写在一条源源不断的水上。水上的草木一一排列，它们互相并不顾望，顺势流去，人的痛苦是前面的
浮草总思念着后面的浮木，后面的水泡又想看看前面的浮沤。只要我们认清字是写在水上，就能心无
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

      不能认清生命的历程是写在水上的字的人，是以迷心来看世界，世界就会变成一张网，挑起一个网
目，就罩在千百个网目的痛苦中。

      认清了万法如水，万事万物是因缘偶然的聚合，这是以慧心来观世界，世界就与自己的身心同时清
净，冲破因缘之网而步上菩提之道。

      在汹涌的波涛与急远的漩涡中，顺流而下的人，是不是偶然会抬起头来，发现自己原是水上的一个
字呢？

      这种发现，是觉悟的开始，是菩提的牙尖。  

3、《发芽的心情》的笔记-第117页

        人生的幸福在很多时候是得自于看起来无甚意义的事，例如某些对情爱与知友的缅怀，例如有人
突然给了我们一杯清茶，例如在小路上突然听见冰果店里传来一段喜欢的乐曲，例如在书上读到了一
首动人的诗歌，例如偶然看见桑间濮上的老妇说了一段充满启示的话语，例如偶然看见一朵酢浆花的
开放。。。总的来说，人生的幸福来自于自我心扉的突然洞开，有如在阴云中突然阳光显露、彩虹当
空，这些看来平淡无奇的东西，是在一株草中看见了琼楼玉宇，是由于心中有一座无情的宝殿。

4、《发芽的心情》的笔记-第78页

        真情无悔，众生要站在平等的位置，互相体贴、爱惜，不要法海禅师不在了，还在自己“搬砖运
石，砌成一塔”，成为无情无趣的人。

5、《发芽的心情》的笔记-第23页

        我们大致上都可以同意，关于教育，人格比学人更重要，智能比知识重要，一个孩子若有健全的
人格，而且有生活的智慧，不仅他自己会过得平安快乐，也会成为社会的正面因素。如果我们教了许
多有学问、有知识的人，人格不健全，生活贫血，那么是整个教育、整个社会的悲哀。

6、《发芽的心情》的笔记-第50页

        我们的记忆正如一条流动的大河，我们往往记住了大河刘静的历程、河边的树、河上的石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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畔的垂柳与鲜花，却常常忘记大河的本身，事实上，在记忆的版图重叠之处，有一些不变的食物，那
就是一步一步踏实地、经过种种历练的自我。

7、《发芽的心情》的笔记-第21页

                              天下太平的线索，
                      就是每一个人都确立了生命的好本质，
                      可叹的是，
                      这个社会愈来愈重视包装而忽视品质。

      有一回去参加有关青少年的座谈会，与会的专家都大谈教育问题，最后轮到我发言，我说关于教育
我的看法很简单，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好的小孩教不坏”，第二句话是“坏的小孩教不好”。

      与会的人都大感惊诧，因为既然是这样，教育就无用了，还需要教育干什么呢？
这两句话并不是反对教育的功能，而是说透过教育所能做的事物实在非常有限，这个观点是从佛教的
观点出发的，因为从因果律上看，每一个孩子投生到这世界就好像是一粒种子，种子虽小，却一切都
具足了。

      假如这一粒是榕树的种子，那么就要以榕树的特质来帮助种子的成长，但是不管多么努力照顾，榕
树的可能性是已变成大的榕树，二变成小的榕树，三根本不发芽成长。纵使用尽一切资源，也不可能
使榕树的种子成为松树，或成为现在最贵的红杉树。
教育可以做的范围大概如此，即使再天才的教育家也不应该渴望把榕树变成松树，比较不幸的是，我
们目前的教育，似乎都是在努力着，希望每一个小孩子都成为红豆杉，于是耗神费力地做改变种子特
质的工作，这是因为大家都相信红豆杉才是最有价值的缘故。其实，国宝级的红豆杉固然可以做雕刻
、做家具，平凡的榕树有何尝不能做风景，不能让人在庙前乘凉呢？

      教育，是在使一棵红杉树，长成好的红杉树，尽其所用；也在使一棵榕树长为好榕树，不负其质，
如果教育是使红豆杉变成榕树，或榕树长得像红豆杉，那就完全错了。
齐头式的教育，将会使许多红豆杉或榕树不能长成为它们本质的样子。

      只有立足点平等的教育，是草木自己成长，每个人的本质才能得以发挥。

8、《发芽的心情》的笔记-第113页

        时间从未变过，因为钟表、日夜都不是时间；但时间也从未住留，因为整个宇宙都是时间的痕迹
，时间的道场，在为我们说缘起的法，生灭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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