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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禅之门》

内容概要

《五叶堂问禅集:入禅之门》是净慧老和尚的一部佛学力作，净慧，祖籍湖北新洲，生於一九三三年。
一岁半即由父母送入尼庵抚养。十四岁在武昌三佛寺拜师学经，奠定超脱出世的宗教品格和献身佛教
的理想。一九五一年十八岁时到广东云门寺受比丘戒，得以亲侍中国现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因敏
悟过人，深受器重，一九五二年即成为虚 云老和尚传法弟子。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三年，在北京中国
佛学院学习，是新中国第一批佛教研究生。从一九六三年被错划为 “右派”，辗转北京、广东、湖北
等地接受劳动改造。一九七九年，落实政策后回到北京，在中国佛教协会从事佛教文化宣传工作，参
与创办《法音》杂志，并任责 任编辑；一九八四年，开始担任《法音》主编，同年，当选中国佛教协
会常务理事。一九九三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至今。关于《入禅之门》这本小册子结集的因缘
，在我去年为它写的序言中曾经有所交待，兹不赘述。小册子中的两篇讲座记录稿，一篇讲于十年前
，一篇讲于五年前。我自己感觉到，这十年来，或者说这五年来，不论在学习上还是在修行上，每年
或多或少都有些进步。因此，我对这本小册子的内容越来越觉得它的分量不够——禅的分量不够，入
禅的方法欠具体，入禅之门开得不够大。尤其是关于生活禅与传统的如来禅、祖师禅之间的渊源关系
，未能深入介绍。有此诸多的不足而又将其面世，其目的是想藉此机缘与教界、学界作些交流，并向
诸位善知识请益。《五叶堂问禅集:入禅之门》此次得以面世，多由门下明顺和上海辞书出版社陆海龙
先生帮助，谨此致谢。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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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禅之门》

作者简介

净慧法师（2004年秋摄于粤赣交界处大瘐岭上之梅关古道，当年六祖初次说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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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禅之门》

书籍目录

人禅之门  什么是禅  达摩禅法  四祖禅法  六祖禅法  无门关  生活禅坛经讲座  《坛经》解题  禅宗与六祖
 《坛经》所开示的修和证  定慧等持一行三昧  在家修行的几个要点  见自心佛自性自度  机教相扣啐啄
同时  关于《坛经》中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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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禅之门》

精彩短评

1、和《生活禅钥》一样，这本书也是了解净慧长老禅法的重要渠道。有很多版本，还有英译本。
2、向善之人应人手一本的书，浅显易懂，很不错
3、好书啊!净慧大和尚有才华,写得浅显易懂.
4、阿弥陀佛，好好看看
5、非常值得一读。内容明晰，文笔洗练。净慧法师是真正的高僧。
6、还在门外转，学习中...
7、最近公司领导向我推荐三类书（三本书），一是《道德经》，二是《弟子规》，再是《禅经》。
相关的书籍我几乎都有，可以说都没有真真正正地认真看下去，所以即在当当网上搜寻一下，立马被
《入禅之门》这本书所吸引，立即订购到手，今闲暇之时捧读，约看了有五、六个小时，感受颇深。
“离心别无有佛，离佛别无有心。念佛既是念心，求心既是求佛。”
8、有些地方我还是不懂
9、相当不错~~
10、真的很值得-入门学习之书：深入浅出，融会贯通，出自高人之境界
11、达摩禅法-四祖禅法-六祖禅法-历代祖师无门关-生活禅
12、  囫囵吞枣 不求甚解 读过一遍
13、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14、还没开始看，不过从印刷上看不像正版的，这种书是希望能够买回去收藏的，可惜了。
15、要以审慎的态度去看这本书
16、对于我这种没有任何佛学基础的看上去还是有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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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禅之门》

精彩书评

1、　或许不能称为力作吧，只是将净慧老和尚（不知道这样称呼对不对？当代不知道有没有禅师...) 
过去在上海和新加坡两地所作演讲的整理。但对于像我这样徘徊在佛门之外的菜鸟来说，依然收获不
少。　　　　没有记错的话，净慧是河北赵州柏林禅寺的主持。柏林禅寺, 我去年曾随清华的禅文化
研究社团一起去拜访过，并在那里住了一夜。柏林禅寺修缮得相当不错，尤其那个万佛楼，相当有气
势。听说这都归功于当年净慧不惜远涉重洋募得善款，不能不让人心生敬意。由于这些缘分，对于净
慧和尚在书中提到的许多的关于赵州和尚、柏林禅寺的事情都比较熟悉。像赵州和尚的几个著名公案
：吃荼去、狗子无佛性。不过熟悉归熟悉，说实话，这几个公案我还是没能理解...　　　　因为是演
讲，并且估计当时针对的听众是普通的佛学爱好者，所以显得还是比较平易近人。里面讲到的许多人
物中，菩提达磨、四祖道信、六祖慧能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尤其六祖慧能。仅举两例，一是针对神
秀大师所作偈子的回应：　　　　,----　　| 神秀大师： 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扶拭，勿
使惹尘埃。　　| 六祖：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　　　　神秀
大师也相当的厉害，后来不是说当了国师。但这一对比，更显出六祖的过人才能。另外，针对禅宗的
口号: &quot;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quot;，六祖说，“只这`不立‘二字，就已经
是文字了“. 关于这点，我觉得净慧和尚做的指月亮的比方非常好。别人用手指给你指明月亮的方向
，不能只盯着他的手看，而应该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去寻找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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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禅之门》

章节试读

1、《入禅之门》的笔记-第一讲：什么是禅

        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觉者。佛行住坐卧皆在禅中，“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安详自然喜悦。
第二层次：悟者。开了悟的人，未成佛，也有此境界。
第三层次：行者。修行者、修禅的人有时也有这个境界，但是他的这种境界不能完全打成一片，是有
间断性的。

虽然你的知见与佛平等，但也只是因地中的一种平等，不是果位上与佛等同。
只要你把二元对立的东西彻底放下，当下就是禅的境界。

“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不是禅师无热恼，只缘心静自然凉。”心静是一种什么状态，
就是凉和热这种二元对立的状态不存在了，没有什么热或者不热。二元对立，就是分别心。

要想成佛做祖，先要去掉执着，要远离分别，做到无分别，因为世界上事情本来就是平等的，差别只
是它的相，平等是它的性，我们要离相而证性，这样得到的受用才是究竟。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种种分别：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这个是酸的这个是辣的，这个是甜的这个是苦
的。我们睡觉的时候也是在百般思索，辗转反侧睡不着，睡不着又硬要睡。那不是在睡觉，那是在挣
扎，那不是在吃饭，那是在吃分别。禅者的生活方式跟他对待一切问题一样，超越了二元对立，是在
无分别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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