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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佛93章》

内容概要

洪丕谟被学术界誉为“奇人”、“江南才子”、“上海滩上一枝笔”。《洪丕谟精品集》从书法、佛
道、中医、养生、风水等多个方面体现了洪丕谟的文化贡献。在这些著作中，丕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深入浅出、灵动自如的文笔，或高屋建瓴，或纵横捭阖，充满智慧地从不同的角度，把读者带入
到一个个别具姿彩的洞天福地。本书为丛书的其中一册，以洪丕谟先生数十年来潜心钻研中国传统文
化精髓之功底，将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用通俗浅显的语言娓娓道来，其间引经据典，无不是信手拈来
，读之不忍释卷，习之颇多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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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佛93章》

作者简介

洪丕谟
洪丕谟，男，汉族，1940年11月生于上海，2005年5月22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祖籍浙江省宁波。父亲洪
吉求为留法文学博士，收藏书画甚富。自幼受家庭影响酷爱书法与文学，高中肄业后学中医，获中医
师街。后弃医从文专事法律古籍的教学和研究，并开办书法讲座，学书遍临魏、晋、唐、宋诸碑帖，
尤倾心于汉魏的古朴和宋人意态。擅多种书体，以行草见长，所作朴茂多姿，挺秀俊逸，颇多新意。
作品入选上海市历届书法展览、河南“国际书法展”、香港“集古斋成立六十周年扇面书画展”等，
在多家专业报刊上发表或被多处博物馆、纪念馆收藏及刻碑。精于书学理论研究，先后选注、编纂出
版《历代题画诗选注》、《历代论书诗选注》、《古代书论选读》、《法书要录》、《墨池散记》等
。书法评论文笔犀利，深入浅出，且发人所未发，主要有《形象思维与书法》、《书法应有批评》、
《书法的欣赏与评论》、《书法界弊端种种》等。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写作学会会员，上海市诗词学会会员，香港东方文化中心书画研究部委员，湖
北《书法报》特约撰稿人，华东政法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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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佛93章》

书籍目录

开头的话第1篇 异彩斑斓的佛教世界观及其他1 既是宗教，又是哲学2 佛门&ldquo;大干世界&rdquo;之
谜3 有神还是无神4 四大皆空5 人命在呼吸之间6 苦、集、灭、道&ldquo;四圣谛&rdquo;7 烦恼即菩提8 
普度众生9 聚沙为佛塔10 盲人摸象11 种豆得豆12 一阐提人皆得成佛13 佛教的现代智慧第2篇 佛菩萨和
古今佛学家的智慧14 佛祖降魔成道15 阿难和摩登女16 大智文殊师利菩萨17 五十三参成佛道18 弥勒菩
萨的慈颜和大肚19 僧肇&ldquo;非有非无&rdquo;的思辨智慧20 智永和尚苦习书法的启迪21 慧可立雪断
臂22 慧能大师卓然超群的&ldquo;禅不在坐&rdquo;思想23 &ldquo;六相圆融&rdquo;和金狮子24 太虚大
师&ldquo;学佛先从做人起&rdquo;25 杨度说&ldquo;我即是佛&rdquo;第3篇 佛法与修行26 &ldquo;黄叶止
啼&rdquo;的妙用27 &ldquo;化城&rdquo;的光环28 生公说法，顽石点头29 拔除欲箭，究竟安稳30 困扰
来于自身31 牧牛制心32 平常心是道33 &ldquo;四摄&rdquo;，生活中朴实的修行法门34 &ldquo;布
施&rdquo;度悭贪35 &ldquo;持戒&rdquo;度毁犯36 &ldquo;忍辱&rdquo;度嗔恨37 &ldquo;精进&rdquo;度
懈怠38 &ldquo;智慧&rdquo;度愚痴39 &ldquo;禅定&rdquo;度散乱40 &ldquo;定慧双修&rdquo;和&ldquo;
福慧双修&rdquo;41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42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43 忏悔净心灵44 诸法无我得解脱45 心
灵救济的不二法门46 修习中的理性智慧第4篇 禅的旨趣47 禅波罗蜜48 世尊拈花，迦叶微笑49 达摩面壁
祖师禅50 &ldquo;风幡&rdquo;的典故51 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52 顿悟和见性成佛53 磨砖与禅54 骑驴觅
驴但可笑55 众中惊倒野狐禅56 庭前柏树子57 当头棒喝58 一字禅和无字禅59 参寥不是老婆禅60 枯木龙
吟真见道61 一丝不挂且逢场62 饮酒食肉，不碍菩提63 茶禅一味飚家风第5篇 佛教与人生64 目标相同路
不同65 痴人说梦和梦中说梦66 以欲牵钩法67 方便风开智慧花68 晨钟暮鼓发深省69 做天和尚撞天钟70 
当取则取，当舍则舍71 无求便是安心法72 对于魔的看透73 &ldquo;明&rdquo;与&ldquo;无明&rdquo;74 
不必为周围舆论自寻烦恼75 六根清净，一尘不染76 济公活佛圣训77 滴水和尚78 明月清风，粗茶淡饭
式的享受79 也无风雨也无晴80 春在枝头已十分81 打破生死关82 一失人生，万劫不复83 护
生&mdash;&mdash;人类文明的标志84 佛门的道德规范第6篇 中国佛教文化的智光85 《佛说阿弥陀经》
与科学幻想86 佛法的医疗智光87 六字&ldquo;大明咒&rdquo;88 素食和健康长寿89 禅宗智慧和诗歌创
作90 佛经譬喻的妙用91 天教水墨画罗汉92 禅宗精神与写意水墨画93 禅与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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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佛93章》

章节摘录

　　在当今强调竞争的快节奏社会里，人们普遍面临的问题，无论职业、文化、经济、生活，还是家
庭、人事等等方面，几乎都多得成堆成堆，不一而足。这一切的一切，有时常把人们搅得困苦不堪、
焦头烂额。　　如果把这些可能的磨难，当成一个一个的结来看，那么解结的最好方法，就莫过于智
慧了。当然，这种智慧，最好是客观的、对治的、消解的、总持的。　　自然，人类的智慧多种多样
，如果用审视借鉴，有所取舍的眼光，科学辩证地对待中国佛门智慧，倒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因
为人类文化，从来就有着其继承性的一面。　　比如，佛家的如实观、体认观、空观、判教，对于现
代人类所普遍面临的问题，或许就有所启发。如实观是一种客观的智慧，体认观是一种对治的智慧，
空观是一种消解的智慧，判教是一种总持的智慧。　　如实观要求人们，客观、冷静、如实地对待人
生，对待他人，对待自我。不要戴着种种有色眼镜去看待别人，此山不比那山高，到了那山望此山。
原始佛教认为，为了把握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必须破除主观的壁垒，否则人心浮动，作茧自缚，常
常会因得不到一个正确的结论，而把自己陷进痛苦的泥潭。你说脑体倒挂，捏笔杆子搞科研的不如捏
秤杆子做生意的，其实跳出自我，冷静旁观，也不尽然。你捏笔杆子的一天8小时活，工作干净，有
劳保，有退休，他捏秤杆子起早摸黑，活脏活累，没劳保，没退休。表面看来，他暂时多得点，你暂
时少得点，可从客观上如实地一比较，孰得孰失，孰多孰少，还不使你心平气消？　　体认观是人们
在对人间有如恒河沙数的诸多烦恼，作出深层体认，然后用智慧的手段进行对治，最终使自己脱离烦
恼而人于清凉世界的一种观法。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师霍韬晦先生分析：&ldquo;佛教即要我们反观
自己的心灵的无明，一切贪、嗔、痴、慢、疑、恶见等都是从这里来的，故非对治之不可。对治之道
，即在扩阔自己的心灵，获取智慧，使自己从种种不同之见中超出，并在实践上改变自己的狭隘、怀
疑、恐惧、冷酷的气质，使自己日进于高明之境，而不为无明所缚。这就是佛教安立种种智慧以超化
众生分别性的烦恼与俱生性的烦恼的原因。对于今日自身尚陷于无明迷惘、不知病根的现代人，岂非
正有对治之功？&rdquo;　　空观是大乘佛教中观派的说教。所谓&ldquo;空&rdquo;，不是和&ldquo;
有&rdquo;相对的绝对虚无的&ldquo;空&rdquo;，而是说世间一切存在，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缘生则
生，缘灭则灭，刹那生灭，虚幻不实，没有质的规定性和独立的实体。由此看来，当一个人陷入痛苦
烦恼之时，如果启用空观理论进行观照，得知在世间十二因缘的流转中，种种现象当体即空，无所谓
我，也无所谓烦恼。由此推及整个人类社会，人们若能彼此自虚其心，自空其说，各捐成见，容纳别
人，岂不大妙？　　在佛门智慧中，判教可谓总持的智慧。因为佛典如海，佛法浩大，没有一个总持
、判定的教法，就无以统摄佛的种种言教。我国佛教如天台宗的&ldquo;五时八教&rdquo;，三论宗
的&ldquo;三藏三法轮&rdquo;，法相宗的&ldquo;三时教&rdquo;，律宗的&ldquo;二教&rdquo;，华严宗
的&ldquo;五教十宗&rdquo;等，都可认为是各宗总持自己那套学说的&ldquo;判教&rdquo;体系。由于判
教涉及佛教专门理论，所以就其现代智慧来说，霍先生曾经作过这样归纳道：&ldquo;人的问题，在对
一家之义起执：一方面封闭自己，一方面抹杀他家他理之存在，于是人之世界分裂，相轻相害，终至
生大苦。也许人之无明非得吃大苦，付大代价不能超化。&rdquo;&ldquo;但在客观上，此智慧之出，
又关乎对别人义理之了解，所以判教之智慧，尤为必要。今时世界四分五裂，人心浮嚣。究其原委亦
是知识界分裂的结果。西方文化原是一重智而向多方活动之文化，故其所成立之知识世界，亦是一分
途独立，各自发展的世界。&rdquo;　　记得我友曹正文兄曾经写过一篇名为《一个人可以活两次》的
文章。文章曾举唐末文人温庭筠为例，温年轻时为人放浪不羁，出入于歌楼酒馆，&ldquo;能逐弦吹之
声，为侧艳之词&rdquo;，为当时的士大夫之流所不齿。中年以后，温在悟彻之后，一改以往旧习，先
后任方城尉和国子监助教，治理地方，颇有政绩；为人师表，作风严谨。连他昔日的朋友都说温庭筠
完全变了一个人。　　迷途知返，重新做人是一个方面；从过去的烦恼人，转变为现在的快活人、自
由人，又是一个方面。如果佛教的现代智慧能够启发你的心智的话，那你就先得冷静地估计一下，自
己如果活得很拘束、很烦恼，甚至竟是误入迷途的羔羊，那就赶快及时回头，通过佛门智慧努力转化
自己，重获新的理想人生。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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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佛93章》

精彩短评

1、我看了一半了
2、没事学学佛语，挺好的。
3、宗教哲学
4、包装精美，佛教普及书
5、学佛入门。
6、修身养性的一本好书！
7、我比较反感这种严肃的题材被写成心灵鸡汤⋯⋯很多话都套用了这样的句型：“亲爱的朋友，如
果你希望你的人生⋯⋯那你就⋯⋯吧，正如佛法中所说的⋯⋯”。而且还有的比较高深的内容，感觉
作者也没有讲清楚；而讲不清楚了，就索性拈花一笑读者自己理解了。不过话说回来，还是被科普到
一点佛教知识的。
8、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22日捐赠
9、学术大家，关于佛的一些文章集结。
10、攒钱不如攒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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