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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十日谈》

内容概要

《禅宗十日谈》作者对禅宗有很深的研究，厚积薄发，以简驭繁，用通俗的文字汇为成一本内涵广泛
的禅宗面面观。通过灵山法会上的“拈花微笑”，从“达摩禅”到“东山法门”、“渐修”和“顿悟
”、从《百丈清规》看禅门戒律、“一花开五叶”等“十日谈”，可以让一般读者得到有趣的禅宗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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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十日谈》

书籍目录

序第一日 灵山法会上的“拈花微笑”——佛教禅学与“教外别传”的禅宗第二日 从“达摩禅”到“
东山法门”——早期禅宗的学说和传承第三日 “渐修”和“顿悟”——慧能南宗禅的崛起第四日 从
《百丈清规》看禅门戒律——禅宗的丛林制度第五日 “一花开五叶”——南禅五家的宗风第六日 “
一颗圆光含万象”——禅宗和道家思想第七日 “自性”与“良知”——禅宗与宋明理学第八日 幽深
清远的诗画意境——禅宗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第九日 “禅拳如一”的少林武功——禅宗和中国武术第
十日 禅意盎然——禅宗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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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十日谈》

章节摘录

　　第一日　灵山法会上的&ldquo;拈花微笑&rdquo;　　&mdash;&mdash;佛教禅学与&ldquo;教外别
传&rdquo;的禅宗　　业露华　　一次，大梵天王率诸天前往灵鹫山听佛祖释迦牟尼说法。为了表示对
佛陀的尊敬，也为了让众生获得大利益，大梵天王将一枝象征纯洁、高贵的金色波罗花献给佛陀。孰
料，佛陀接过花后一言不发，只是手持金波罗花向与会大众展示。在座的诸佛弟子、诸护法天王面面
相觑，莫测高深。唯独侍立在佛陀身边的大弟子摩诃迦叶心领神会，破颜微笑。从此，一种作
为&ldquo;教外别传&rdquo;的佛法以摩诃迦叶为印度初祖，有了自己独立的传承法脉。然而，记载这
则故事的《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是宋代以后才流传开来的，在此之前，从未见过任何人提及。那么
，禅宗起源的真相究竟如何？它是否只是佛教禅学诸多分支中的一支？它同代表印度各教派修持传统
的&ldquo;印度禅&rdquo;又是什么关系？　　佛教起源于印度，然而佛教禅宗则创立于中国，因而禅
宗是中国佛教宗派。它的出现，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同印度宗教学说的融合与吸收，也可以说是
中国古代佛教徒对印度传来的佛教思想的创新和革命。　　唐宋以后，佛教的禅宗发展很快，经过历
代禅师们的发扬光大，很快使禅宗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之一。禅宗的思想学说对中国传统的
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如此，通过中外文化交流，禅宗的教义
学说还传到了朝鲜、日本等邻国，并且同样对这些国家的宗教、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起着
相当重要的作用。近代，西方许多哲学家越来越注意到东方哲学思想和宗教学说中所包含的深奥的精
神内涵，于是东方的宗教哲学和教义思想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广泛流行。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中国、
日本的学者和宗教界人士的宣传介绍，特别是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的大力弘扬，在西方形成了一股对
禅的研究和实践的热潮。禅的思想学说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从&ldquo;灵山法会&rdquo;说起
　　说到禅宗的起源，禅师们就会向你津津乐道地叙说起关于灵山会上，世尊释迦牟尼&ldquo;拈花示
众&rdquo;的故事：　　相传，当年佛祖释迦牟尼经常在灵鹫山上，聚集众弟子演说佛法。有一次，经
常率领诸天前来听闻佛陀说法的大梵天王，为了表示对佛陀的尊敬，同时也是为了能使众生获得大利
益，即以一枝金色波罗花（波罗是梵语音译优波罗、或优钵罗之简称，是莲花的一种。古代印度习俗
，以莲花代表纯洁、高贵之意，佛教中常以莲花代表佛法。）献给佛陀。佛陀未发一言，只是手持此
金波罗花，高高举起，向与会大众展示。当时在座的诸佛弟子、诸护法天王及其他前来听佛说法者，
都对佛陀这一举动不解，莫测高深，不知是何用意。唯有侍立于佛陀身边，一直在用心听佛说法的大
弟子摩诃迦叶，心领神会，悟解了佛陀的意思，便破颜微笑。这时，佛陀已知摩诃迦叶能够担当护持
佛法的大任，便向大众宣布道：&ldquo;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付嘱于摩诃
迦叶。&rdquo;　　这就是禅宗所传的所谓&ldquo;拈花微笑&rdquo;的故事。这则具有浓厚神话色彩的
故事，表达了禅师们这样。一种信念：佛陀在灵山会上&ldquo;拈花示众&rdquo;，是有深刻含意的。
这就是佛祖要弟子们懂得，掌握佛法，必须领会佛教的根本精神。这种根本精神，不是语言文字所能
表达的。大迦叶破颜微笑，恰恰表明了他已经领会了佛陀的思想精髓。于是，作为&ldquo;教外别
传&rdquo;的禅宗，就在这&ldquo;拈花微笑&rdquo;、&ldquo;心心相印&rdquo;的刹那间，被传承流传
下来。而摩诃迦叶，也就成了传承禅宗的西土第一代祖师。　　佛陀于灵山说法，拈花示众，大迦叶
破颜微笑，这一故事见于《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据宋代智昭所作的《人天眼目》第五&ldquo;宗门
杂录&rdquo;中说，当初王安石与佛慧泉禅师谈论禅学，王安石问禅师道：禅家所说的世尊拈花的典故
，出于哪一部经典？禅师回答说：藏经中不见记载。于是王安石告诉他说，我曾经在翰林院，偶尔见
到《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三卷，这部经中所记甚详，等等。此外，在宋代其他一些佛教著述如《佛
祖统纪》、《释氏稽古略》等著作中，也都记有此事。这些材料说明，所谓《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
这一部经典，在宋代以前未见任何记载和著录，至于王安石与佛慧泉禅师的谈论，究竟是否确实，也
很难说。因此，很早就有人对《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提出过许多疑问。只是到了宋以后，禅宗日益
兴盛发展，并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这一传说故事才越传越广，成为禅门一则著名的公案。　　其实，
中国禅宗所说的&ldquo;禅&rdquo;，与印度佛教所说的&ldquo;禅&rdquo;，其内容和含义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对佛教教义及禅宗思想稍微有一点了解，就会很明确地得出这一结论。下面我们就来分别谈谈
印度佛教传统的禅以及中国禅宗所说的禅。　　印度禅和中国禅　　&ldquo;禅&rdquo;之一词，本是
梵文&ldquo;禅那&rdquo;（Dhyana）的略称。其意译为&ldquo;静虑&rdquo;、&ldquo;思惟修&rdquo;等
，即安静地坐在那儿，集中思虑，排除杂念，沉思默想。通过精神高度集中，使心的思虑作用集中到
某一点，从而达到使心宁静，不受客观外界各种因素干扰的作用。这是-一种精神和意念的修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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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十日谈》

在印度，不仅是佛教，这种旨在精神修行的方法还为其他各种宗教的哲学派别所采用。中国唐代僧人
圭峰宗密曾经在他所著的《禅源诸诠集都序》中将各种各样的禅归纳为&ldquo;外道禅&rdquo;
、&ldquo;凡夫禅&rdquo;、&ldquo;小乘禅&rdquo;、&ldquo;大乘禅&rdquo;、&ldquo;最上乘禅&rdquo;
等五种。其中的&ldquo;外道禅&rdquo;即是指佛教之外印度其他各种宗教和哲学派别中流行的各种禅
法。　　禅的修习方法，其渊源可追溯到古代印度吠陀和《奥义书》的时代。在印度最古老的经典《
梨俱吠陀》　（约形成于纪元前20世纪末）中，就已经出现了&ldquo;瑜伽&rdquo;（yoga）一词。所
谓&ldquo;瑜伽&rdquo;，本来的意思是&ldquo;相应&rdquo;，就是指通过静坐调息等方法摄心静虑，达
到精神修炼的目的。到了《奥义书》时代，这一精神修行方法又有了新的发展。　《奥义书》中所讲
的瑜伽，是指通过静坐冥想，深思默虑，进而控制意志，抵御外界的侵扰，从而使主观意志的&ldquo;
自我&rdquo;与客观的宇宙精神，即&ldquo;梵我&rdquo;相结合，达到&ldquo;梵我同一&rdquo;的境地
。到了佛陀时代，这种精神修行方法几乎被各种宗教派别和哲学流派所采用，例如耆那教、数论派、
胜论派等，大多注重这种精神修炼。但各自所选择的具体做法有所不同，因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所
谓&ldquo;外道禅&rdquo;。　　佛教所说的禅，和这些外道禅的不同之处在于：各种各样的外道禅，
大多数主张灵魂说，他们习禅的目的就是要让作为主观精神的人的灵魂（&ldquo;我&rdquo;）与作为
客观精神的世界本体（&ldquo;梵&rdquo;）相结合，从而达到精神解脱的目的。佛教不承认有人的精
神主宰_灵魂的存在。尽管在原始佛教中，对有关灵魂的问题含糊其辞，甚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
总的来说，佛教不承认有灵魂之说。&ldquo;无我&rdquo;作为佛教的基本教义，被称为佛教根本原则
的&ldquo;三法印&rdquo;之一，就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外道多以禅的修炼为最终目的，以获得
禅修的境界为最高境地；而佛教则以禅为宗教修行过程中的一一个阶段，仅仅是将其作为获得最高智
慧的手段和途径。相传释迦刚出家时，曾到处寻师访道，也先后到一些外道的所谓&ldquo;仙
人&rdquo;，如阿逻罗?迦罗摩（数论派先驱者）和郁陀迦?罗摩子等处，向他们学习禅定修炼的方法。
后来他觉得他们的这些修行方法并不能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不能使自己得到最终的解脱，于是便离
开了他们。他经过多年的探索和艰苦的修行，最后终于在菩提树下得悟成道，成了所谓大觉大悟者。
这时他的禅修，因与智慧相结合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全部佛学，可以概括为戒、定、慧三学
。&ldquo;戒&rdquo;，是佛祖释迦牟尼为其弟子制定的各种戒规。这是佛教弟子必须遵守的日常行为
规范和准则，也是佛教伦理观的具体体现。&ldquo;定&rdquo;，梵文音译为&ldquo;三昧&rdquo;，
或&ldquo;三摩地&rdquo;（Samadhi），意为等持，指集中全部精神，使心专注于一境而不散乱。佛教
认为这是获得正确的认识和智慧的先决条件。禅的修行方法就属于&ldquo;定&rdquo;的内容。由于禅
与定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中国佛教往往将两者合称为&ldquo;禅定&rdquo;。&ldquo;慧，，即指智
慧，但这不是通过普通的认识手段所获得的智慧，即并非指我们日常所说的人的知识和聪明才智。佛
教认为，普通的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方法和手段，只能获得&ldquo;知识&rdquo;而非&ldquo;智慧&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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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十日谈》

精彩短评

1、禅宗
2、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16日捐赠
3、完全是为了做项目而看的书，事实证明其内容也实在是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但实际上作者已经写
得很通俗了）。其实就是大体介绍禅宗的方方面面，但是各家各宗各国思想，实在是理解消化困难。
总之，和禅宗本身一样，就是佛教世俗化的一个过程。不过很考究，看了我才知道类似什么“断臂求
法”和“面壁九年”之类的，其实都是讹传，但更多的是一家之言。至于对错，那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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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十日谈》

章节试读

1、《禅宗十日谈》的笔记-第24页

        【佛学笔记】修行方面的“行入”分为“四行”：一者报怨行：即便今天无过失，所受苦难折磨
都是过去造罪业的结果，应当甘心接受不能心生怨怒；二者随缘行：众生无我，并缘业所转，苦乐齐
受，皆从缘生。缘尽还无，何喜之有；三者无所求行：有求皆苦，无求乃乐；四者称法行，称者，适
当也，修行六度无所行.

全部佛学，可以概括为戒、定、慧三学。“戒”是佛祖释迦摩尼为其弟子制定的各种戒规。“定”梵
文译为“三昧”即Samadhi，意为等持，集中全部精神，使心专注于一境而不散乱。这是获得正确认识
和智慧的先决条件。“慧”即智慧，通过内心体验和证悟才能得到的佛教最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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