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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云和尚年谱》

前言

　　一、传记与年谱　　列传文学之作，以司马迁著《史记》所首创，唯迁史列传，首以出世高人伯
夷、叔齐为点目之睛，而世少注意之者。自东汉以来，则有刘向首著《列仙传》之作，盖其感于身世
而翻然有慕方外之意欤！及至魏晋以后，而有梁僧慧皎著《高僧传》而别开生面，为东土佛教首放异
彩。自此以后，历代踵起，高僧传记，代有其人。尤为禅宗一系，自宋真宗时，有僧道原，采取《世
说新语》之例，首辑盛唐以后禅师语录，汇为《景德传灯录》行世，即与《高僧传》等并驾齐驱，尤
为世人所醒目而迷离莫测者也。　　时至明朝，佛门而有明末四大老之誉者，如憨山、紫柏、莲池、
蕅益各有专著，最为人所称誉者，则为《憨山大师年谱》之作。是书乃憨师侍者福善纪录，弟子福征
述疏，叙理于事，令人可生敬信。但憨师被贬，事涉神宗宫廷子嗣之争，年谱则隐晦不详。时势艰危
之际，事多难言之讳，古今同例，但留为后人考据话柄而已。从此之后，僧俗年谱之作，蔚成风气，
由简而繁，人事史事，交相互涉，是非虚实，求证更繁。　　及至民国，人有仿明末四大老之说，称
虚云、太虚、印光、谛闲为民国佛门四大老，固其然乎，或其不然乎！昔年我在蜀山，有一禅和子与
语，谓虚老乃憨山后身，盖憨山法名德清，虚老法名亦是德清，憨师曾于五台山修行人定，虚老亦曾
在五台山修行人定，今生前世，如出一辙。我则谓此一德清，彼一德清，三世因缘，比量难清，欲参
话头，不一精明。此皆宗门逸事，然当时亦广有传闻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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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云和尚年谱》

内容概要

《虚云和尚年谱(增订版)》采编年体。内容辑录虚云和尚之家世、生平事迹、开示、灵异感应等，并
附记是年大事及当代人物事略：具行禅人行业自化记、观本法师事迹、复仁和尚小传、戒尘法师传等
；佛教文物事略：李汉魂将军重修南华事记、南华寺七众海会塔记、云门山志序、云门大觉寺碑记、
云门寺产纪事、临济正传虎丘隆禅师碑等。卷首载有虚云和尚书函、略传并年谱序。

Page 3



《虚云和尚年谱》

书籍目录

序说虚老和尚年谱致净慧长老 虚云和尚年谱序 虚云和尚年谱增订说明 虚云和尚自述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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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云和尚年谱》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予曰：“若能如此，先生功德无量。倘我拜到五台，愿以此功德，一半回向父母，
早证菩提；一半奉送先生，以酬救助之德。如何？” 文曰：“不敢当。你是孝思，我是顺便，不必表
谢。” 文吉在此照应四日，病已大退。 十九日，扶病起香。从兹荷物作食，都由文负担。予妄想顿
息，外无物累，内无妄念，病亦日愈，体亦日强。辰旦至暮，可拜行四十五里，亦不觉苦。 至二月底
，到太谷县离相寺。见知客，礼毕，顾文吉，问予曰：“这位是你甚人？” 告以故，知客厉声曰：“
出门行脚，不达时务。这几年北地饥荒，朝甚么山！甚么大老官，要人服侍！欲想享福，何必出门？
你见何处寺门，有俗人挂单！” 当下听其呵责，不敢回声，予认错告辞。 知客曰：“岂有此理！由
你自便，谁叫你来！” 予听话头不对，即转过话说：“这位文先生，请到客店住。我在此打扰一单，
何如？” 知客曰：“可尔。” 文曰：“此去五台不远，我先回去，你慢慢来。你的行李，不久有人
代你送上山的。” 予苦留不得，取银酬伊。不受，辞去。 后知客改颜悦色，和气送单，到灶房热坑
、上茶，亲做面，陪吃。 奇其举动，又顾左右无人，问曰：“此间常住多少众？” 曰：“我在外江
多年，回来住持，连年岁荒，仅留得我一个，粮亦止此。适才举动，是游戏耳，幸勿见怪！” 予十分
难过，啼笑皆非，勉吃面半碗，即行告辞。彼留住，亦无心答应也。遂到街上旅店找文吉，无着。 时
四月十八，夜月正明，予欲追文吉，星夜向太原府拜香前进。心急起火，次日脑热，鼻流血不止。 二
十日，到黄土沟白云寺（此寺为孚上座道场）。知客见予口流鲜血，不准挂单。勉强过一夜，二十一
早，进太原城，至极乐寺，饱受责骂，不挂单。 二十二早，出城礼拜。北门外遇一青年僧，名文贤，
见予，近前招呼，接过拜凳行李，请进寺内，爱敬如亲。领到方丈，陪茶饭。 谈次，予问：“大和尚
似二十余岁，又系外省人，何以在此住持？” 曰：“我父亲在此做官多年，后在平阳府任上，被奸臣
所害，母亦气殒。我含泪出家。此间官绅旧有往还，故邀至此，早想摆脱。今瞻上座道风，心甚倾服
，请在这里长住亲近。” 予告以发愿拜香缘由。住持甚敬信，坚留十日乃放行，送衣物旅费，予概弗
受。临别，代携拜凳相送十余里，洒泪而别。时五月初一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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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云和尚年谱》

编辑推荐

《虚云和尚年谱(增订版)》为研究我国清末民初大陆佛教概况之珍贵资料。虚云和尚系民国以来，传
法曹洞、兼嗣临济、中兴云门、匡扶法眼、延续沩仰，以一身而系五宗法脈之禅宗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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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云和尚年谱》

精彩短评

1、1.内容难得的一本好书，推荐。2.内容较前版本有增减，前版本中虚老开示全部删减了。3.排版和
印刷一般，有待提升。
2、高僧大德！大师对待佛学，他有着严谨的认真和刻苦的执着！
3、类似年谱
4、观虚老一生历程之跌宕多舛，惟憨山老人堪可比拟，此二人固圣者也，行化犹艰辛若此，吾等道
上吃些许小苦、遭些许白眼，又算得什么！
5、曰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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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云和尚年谱》

章节试读

1、《虚云和尚年谱》的笔记-第161页

        这段有趣又感人！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南华放春期戒坛。三坛毕，将解界，曹溪驻防军第十六团
团长林国赓来见，携一槛，中有物，白质黑章，毛甚泽，喙突尾修，盖狐也。团长曰：‘此物来历颇
奇。初于广州白云山为猎者所获。或曰广州拆城。开马路。从城垣逸出。被获。吾友某甲以四十元得
之。初拟作补品烹之。以快朵颐。以其目灼灼有光。且解人意。不忍宰。囚而置于广州动物公园中。
甲旋以事系缧绁。非其罪也。顾案久不决。会有为扶鸾者。甲妇欲叩吉凶。及坛未言而乩动。所示恰
中其隐。判是囚狐之报。并示南华寺现有高僧主化。宜速将狐送往放生。讼事可解。妇骇。设法赎狐
。甲固与林团长善。林适返韶关团部。故托之带送到寺云。’住持云公闻而纳之。乃为狐说三归五戒
法。纵之后山林麓。每归就寺求食。僧饲之。自受戒法。即不食肉。喜果饵。修寺工匠。戏以肉块搀
果与食。狐觉哇之。奋前爪践擦数四。怒目睨匠。若怼其相欺者。遂窜去。数日不返。一日为乡人所
逐。猱升十丈许之树巅。抱枝长嗥。沙弥白方丈。云公出而展望。一见老和尚即趋而下。跃揽衣袂。
若驯犬之见主。乃携之归。恐受猎者侦伺。为所获。乃设柙以畜之。间或纵之出。则盘桓寺中。不复
栖林薄。一日蒋公忽莅寺。卫弁十余随行。先不关白。至曹溪门见白狐。弁拟举枪。蒋制止。狐摇首
掉尾导蒋前行。至大殿中。即飞跑至方丈。衔公衣下楼。与蒋会晤。具说因缘。均大笑。狐每见云公
坐。即伏禅榻上。见公闭目坐久。时捋公须以为戏。公开目视之。辄谓汝有灵性。勿野也。或出山门
外与店家小儿女嬉。某年月日。不知如何竟被车辙轹至重伤。匍匐不能起。老和尚视之。犹勉强挣扎
。以伤示老人。老人知其不治。愍其痛楚。乃开示之曰。‘这个皮袋。无足留恋。汝须放下。忏悔过
去宿业。一念之差。堕于异类。复遭恶报。撄此痛苦。此是宿业报满。愿汝一心念佛。速得解脱。’
狐似会意。点首者再。呃逆三声而逝。陈尸二日不变。老人忆百丈为野狐下一转语。脱野狐身公案。
遂备棺依亡僧例。津送葬于南华山后。乃为铭曰。
 
不落不昧　因果抵对　
不快漆桶　虚空粉碎　
狗子佛性　有无何碍
古路枯椿　苍鹰气概　
狐死兔泣　两皆褦襶　
异类中行　当观自在
 

2、《虚云和尚年谱》的笔记-第290页

        師父說：直坐便是。 尝言：“禅宗虽一超直入，非上根利智不能修。末法众生，障深慧浅，惟依
持名念佛法门，得了生死，往生极乐国土。初入手与禅是二。及其成功，二而不二。惟念佛须摄心观
照，句句落堂。落堂者，著实之谓也。句句著实，念念相应，久之自成一片。由事一心，而至理一心
，能所两忘，自他不二，与参禅有何差别？故经云：‘若人但念阿弥陀，是为无上深妙禅。'

3、《虚云和尚年谱》的笔记-第319页

        有趣，明個要親去驗看。
秋九月，重浚明月湖，及疏导青溪，掘出一巨石，字迹漫漶，稍有可认识者。此盖佛印了禅师住持本
寺时，东坡入山访印公，曾于溪边共坐此石，后建桥纪念，名为谈心石、佛印桥。今师浚河修桥，将
此石置之桥亭，存古迹也，并系以诗曰：
坡老崇佛夙愿深，寻山问水去来今。
青溪桥畔谈心石，谈到无心石有心。
昔日金山留玉带，钝机偶滞故缘情，
云来卷出谈心石，为筑溪桥记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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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云和尚年谱》

4、《虚云和尚年谱》的笔记-第349页

        不禁珠泪成行⋯⋯掩卷难平。
 云居山地势本高，时际深秋，寒风凄厉，万山木落，簌簌有声。古树参天，幢幢乱影。室内则一灯如
豆，户外已滴露成珠。回顾牛棚内，只有一老人静卧其中，且去大殿颇远。第觉幽磬遥闻，经声断续
，待送此老人去也⋯⋯
“⋯从前的事不必说了。我近十年来，含辛茹苦，日在危疑震撼中，受谤受屈，我都甘心。只想为国
内保存佛祖道场，为寺院守祖德清规，为一般出家人保存此一领大衣，即此一领大衣，我是拼命争回
的。你各人今日皆为入室弟子，是知道经过的。你们此后如有把茅盖头，或应住四方，须坚持保守此
一领大衣。但如何能够永久保守呢？只有一个字，曰'戒'”⋯⋯

5、《虚云和尚年谱》的笔记-第233页

        精彩！ 七始日，师上堂开示曰：“若论个事，本自圆成，在圣不增，在凡不减。如来轮回六道，
道道皆闻；观音流转十类，类类如是。既然如是，求个甚么？觅他何来？祖师有云：才有是非，纷然
失心。未挂船弦，正好吃棒。可怜哪！自家宝藏不开，却来茅房担草。这都是一念无明，狂心不死，
所以捧头觅头，对水称渴。大德们，何苦来！何苦来！既不爱惜草鞋钱，我自不怕弄恶口。（振威一
喝）振威一喝）释迦老子来也！参！

6、《虚云和尚年谱》的笔记-第51页

        三十岁那年，失却所有。现在看来，悉数福报。明一师以前也多次讲到，过于贫苦和富贵都不利
于学道。细想来真是这样，朝不保夕的时候谁会想到解脱？富贵舒适的话就更不会想要放下了。近日
来觉得行于世间多被世事困扰，一点定力也无，到处随波逐流，不知该如何处身于世方可自守。今次
上山，与明一师聊天的时候问及此惑。师说，在家居士当先善家，家事料理清楚再修行，需知修行是
件奢侈的事情⋯⋯方渐明了。比如在场合中应酬，要故意端稳修行的架子，定要与事无争，也只是另
种我执罢了。故此，行事时即行事，方便处即修行便是。
陈太守兰卿，原籍浙江绍兴，生长昆明。归一昆明西山岩栖和尚，志心念佛，常持《金刚经》，工画
兰草螃蟹，人争宝之。其早年回籍应试时，初到杭州，宛如故里，忽忆前生系西湖玛瑙寺僧⋯⋯其生
平福报甚厚，子孙数十人，虽信佛念佛却无再披缁之意。光绪三十年，余往昆明福兴寺，常相往来，
屡警之，弗省也。经云：“富贵学道难。”惜哉！

7、《虚云和尚年谱》的笔记-全书

        又思昔日玄奘法师欲求经西竺，于十年前，先习方言，日行百里，复试绝粒，先由一日起，以至
若干日，以防沙漠荒碛，绝水草也。古德苦行有如此者，我何人斯，敢弗效法！乃辞去职事，尽散衣
物，仅一衲、一裤、一履、一蓑衣、一蒲团，复向后山中作岩洞生活。

“你知道古人持身，还知道古人持心否？观你作为，近于外道，皆非正路，枉了十年功夫。岩栖谷饮
，寿命万年，亦不过如楞严十种仙之一，去道尚远。即进一步，证到初果，亦不过自了汉耳。若菩萨
发心，上求下化，自度度人，出世间不离世间法。你勉强绝粒，连裤子都不穿，未免显奇立异，又何
怪功夫不能成片呢！”予被老人痛处一锥，直透到底。

山顶只一破庙，无遮蔽。至此，已不能行。歇下，不进饮食。日夜泻数十次，起动无力。庙在山顶，
无过往行人，瞑目待毙而已，无悔念也。

此三年中，除为疾病所困、风雪所阻，不能拜香外，一心正念。礼拜途中，历尽艰难，心生欢喜。每
每藉境验心，愈辛苦处，愈觉心安。因此才悟古人所谓“消得一分习气，便得一分光明。忍得十分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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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云和尚年谱》

恼，便证少分菩提”。

予念往昔法会之盛，今日人事之衰，叹息不已，思欲有为，而不知机缘之何在也。

此两年间，身行万里。除渡海须航外，余皆步行。水驿山程，霜风雪雨，碛砂峻岭，岛屿榔椰，境风
日变，心月孤悬，体力增强，步履轻捷，不特不觉行旅之苦，反思昔日放逸之非。古人谓“读万卷书
，须行万里路”，良有以也。

以死为待，在禅堂中，昼夜精勤，澄清一念，不知身是何物，经二十余日，众病顿愈。

一日，于途中遇一洋兵，以枪相向，问：“怕死否。”予曰：“倘该死汝手，任便！”洋兵见予神色
不动，曰：“好的，你去。”

汝此强辩，阎罗老子未放你在，孽镜台前不怕人多口。须知古时人障轻，可重见处，不问工夫。故六
祖云：“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今之人习染深厚，知见多端，纵有一知半解，皆识心边事。须
从真实功夫朴实用去，一日彻底掀翻，从死中得活，方为真实受用。纵得小小受用，生死之际，依然
不能作主。从悟门已入，智不入微，道难胜习，舍报之际，必为业牵。须以绵密功夫，坐断微细妄想
，历境验心，不随境转，一旦悬崖撒手，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方为自在人。此亦不过是小休歇场，
还有后事在。

要知道禅宗这一法，原不以定为究竟，只求明心见性。若是真疑现前，其心自然清净。 由于疑情不断
，所以不是无知；也因没有妄想，所以不是有知。虽然没有妄想之知，但就是一支针掉在地上，也能
听得清清楚楚；你每天绕着我走几圈，我都知道，只因疑情之力，不起分别而已。虽然不起分别，因
为有疑情在，功用不断，所以不是枯定。虽然不是枯定，这亦只不过是功用路途中事，并非就是究竟
的。所以过去这七天，我只是觉得好像一弹指间就过去了，如果我一生分别心，便会出定了。参禅办
道的人，必须将此疑情，疑至极处，一旦因缘时至，打破疑团，摩着自家鼻孔，才是真正的道契无生
啊！

烟霞何幸伴苍颜，屈指今经五十年。山海如常人物邈，沧桑无定古今迁。禅心已定窒无物，悲愿常增
佛有缘。只此一生清白业，更无余事记心田。

偷闲半世岁时迁，勤怠从来天地悬。三业不游安乐地，六根长远色空天。分人分我总非道，计有计无
不是禅。久矣浑忘尘世事，莫将余习到云边。

学得无为远世缠，六根清净一还源。逍遥物外千声佛，坐破蒲团几炷烟。历刮尘劳风腊腊，本来面目
月圆圆。身安意肯烟霞裹，不作神仙胜是仙。

交一个读破万卷书邪士，不如交一个端正愚夫。

大法未明，多取证一分神通，即多障蔽本分上一分光明，素丝歧路，达者惑焉。

大道无难亦非易，由来难易不相干；等闲坐断千差路，魔佛难将正眼观。

知幻即离，尚有所在，不能谓为能所倶忘也。

台宗设三观以为用功次第，而禅宗无次第。

学道人随处都是家乡，放下便是道场，居士安心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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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智何分，波水一个。莫昧瓶盆，金无厚薄。性量三三，麻绳蜗角。疑成弓影，病惟去惑。凡身梦宅
，幻无所著。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大觉圆明，镜鉴森罗。空花凡圣，善恶安乐。悲愿渡生，梦境斯
作。劫业当头，警惕普觉。苦海慈航，毋生退却，莲开泥水，端坐佛陀。

勉诸法侣，莫空过日。幸护胜因，得佛法利。若不勤修，善根抛弃。幻身梦宅，刹那变易。去圣时遥
，魔威难避。心念无亏，顿绝冤弊。四仪冰雪，严持毗尼。弘法利生，遵崇佛诲。身心济世，自他均
益。拔众生难，刀山不畏。死生业定，何须忧虑。菩提愿满，顿超圣地。休为吾忧，吾无悲喜。残年
既尽，更有何惜。掷尸水内，障从此毕。一省柴烧，免污净地。二不劳人，免伤财费。结水族缘，同
证菩提。吾愿足矣，圆成实际。励汝来学，各须努力。

夫药无贵贱，愈病者良。法无高下，契机者贵。

用功最忌助长，欲速便是偷心。

学佛当以明心见性为本，断恶修善为行。须知佛心无殊，众生一体，至于杀生食肉之事，尤万万不可
也。

分别美恶是凡夫，不知香臭是木石。离此两边，试道一句。

禅宗虽一超直入，非上根利智不能修。末法众生，障深慧浅，惟依持名念佛法门，得了生死，往生极
乐国土。初入手与禅是二，及其成功，二而不二。惟念佛须摄心观照，句句落堂。落堂者，著实之谓
也。句句著实，念念相应，久之自成一片。由事一心，而至理一心，能所两忘，自他不二，与参禅有
何差别。

俗有言：“秀才是孔子之罪人，和尚是佛之罪人”。初以为言之甚也，今观末法现象，知亡六国者六
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灭佛法者，僧徒也，非异教也。

以生死可置之度外，而因果不敢昧于毫厘。

请各法侣，深思熟虑，生死循业，如蚕自缚。贪念不休，烦恼益苦，欲除此患，布施为首。净参三学
，坚持四念，一旦豁然，方知露电。悟证真空，万法一体，无生有生，是波是水。

明白时，生也好，死也好，男也好，女也好，无有生死男女及一切诸相。不明白时则不然。须知世间
法相，皆属幻化，如空中华，如水中月，无有真实。惟有一心念佛，为往生资粮。（《虚云和尚年谱
》）

8、《虚云和尚年谱》的笔记-第32页

        不明觉历！扬州高旻寺住持月朗到九华，称今年高旻有朱施主法事，连旧日四七，共打十二个七
，赤山法老人已回寺，仰诸位护持常住，都请回山。将届期，众推予先下山。
    至大通荻港后，又沿江行。遇水涨，欲渡，舟子索钱六枚，予不名一钱，舟人迳鼓棹去。又行，忽
失足堕水，浮沉一昼夜。流至采石矶附近，渔者网得之，唤宝积寺僧认之。僧固赤山同住者，惊曰。
“此德清师也。”舁至寺，救苏，时六月二十八日也。然口鼻大小便诸孔流血。
    居数日，迳赴高旻。知事僧见容瘁，问：“有病？”曰：“无。”乃谒月朗和尚。询山中事后，即
请代职。予不允，又不言堕水事，只求在堂中打七。高旻家风严峻，如请职事拒不就者，视为慢众。
于是表堂，打香板，予顺受不语，而病益加剧，血流不止，且小便滴精。以死为待，在禅堂中昼夜精
勤，澄清一念，不知身是何物。经二十余日，众病顿愈。
    旋采石矶住持德岸送衣物来供，见容光焕发大欣慰，乃举予堕水事告众，皆钦叹。禅堂内职不令予
轮值，得便修行。从此万念顿息，工夫落堂，昼夜如一，行动如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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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夕夜，放晚香时，开目一看，忽见大光明如同白昼，内外洞澈。隔垣见香灯师小解，又见西单师
在圊中，远及河中行船、两岸树木，种种色色，悉皆了见。是时才鸣三板耳。翌日，询问香灯及西单
，果然。予知是境，不以为异。
    至腊月八七第三晚六枝香开静时，护七例冲开水，溅予手上。茶杯堕地，一声破碎，顿断疑根，庆
快平生，如从梦醒。自念出家，漂泊数十年。于黄河茅棚，被个俗汉一问，不知水是甚么。若果当时
踏翻锅灶，看文吉有何言语！此次若不堕水大病，若不遇顺摄逆摄、知识教化，几乎错过一生，那有
今朝！因述偈曰：
 
杯子扑落地　　响声明沥沥
虚空粉碎也　　狂心当下息
 
又偈：
 
烫著手，打碎杯　　家破人亡语难开
春到花香处处秀　　山河大地是如来
 

9、《虚云和尚年谱》的笔记-第43页

        美耶！岁行尽矣，万山积雪，严寒彻骨。予独居茅棚中，身心清净。一日，煮芋釜中，跏趺待熟
，不觉定去。

10、《虚云和尚年谱》的笔记-第18页

        读到此处，想起在山上本师讲到此节时说：“知客有福供养了大和尚，却无福供养文殊菩萨⋯命
也！”说时本师笑着，我想到此处，又回顾山上的时光，也是笑了起来。其实师有此一思，已是极有
意思的了，况复开示我良多！思念～然思念又如何？良师益友，知其在，足矣！ 至二月底，到太谷县
离相寺。见知客，礼毕，顾文吉，问予曰：“这位是你甚人？”
告以故，知客厉声曰：“出门行脚，不达时务。这几年北地饥荒，朝甚么山！甚么大老官，要人服侍
！欲想享福，何必出门？你见何处寺门，有俗人挂单！”
当下听其呵责，不敢回声，予认错告辞。
知客曰：“岂有此理！由你自便，谁叫你来！
予听话头不对，即转过话说：“这位文先生，请到客店住。我在此打扰一单，何如？
知客曰：“可尔！。”
文曰：“此去五台不远，我先回去，你慢慢来。你的行李，不久有人代你送上山的。”
予苦留不得，取银酬伊。不受，辞去。
后知客改颜悦色，和气送单，到灶房热坑、上茶，亲做面，陪吃。
奇其举动，又顾左右无人，问曰：“此间常住多少众？”
曰：“我在外江多年，回来住持，连年岁荒，仅留得我一个，粮亦止此。适才举动，是游戏耳，幸勿
见怪！”
予十分难过，啼笑皆非，勉吃面半碗，即行告辞。彼留 住，亦无心答应也。遂到街上旅店找文吉，无
着。

11、《虚云和尚年谱》的笔记-第174页

        谈及唯心、唯物、唯神诸论有何偏颇，以及佛教认识世界之原则，虚老有言：
所谓唯心唯物、有神无神，皆是识心分别计度耳。或云：“若是，佛学亦唯心论耳。”佛学虽说唯心
，然与哲学上之唯心论悬殊。哲学上之唯心论，于心执有，于物执无，释迦所谓以攀缘心为自性，执
生死妄想，认为真实者。唯物论者，于物执有，于心执无，释迦所谓颠倒行事，误物为己，轮回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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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取流转者。唯神论者，划分物质实体与神灵实体为截然不同之两个世界，释迦所谓惑一心于色身
之内，认一沤体，目为全潮者。

       各执偏见，或因近视，认牛之影像为牛；或以管窥牛，见牛角者则认牛角为牛；见牛头者则认牛
头为牛。本无不是，弊在不见真牛全体。佛教则溯本穷源，将真实白牛清楚指出，若因指观牛，未有
不见真牛全体者。故欲救唯心、唯物论之偏闭，舍佛教莫属。

        ⋯⋯

       真如觉性，既立真妄，于是有“不变”与“随缘”之别。平等不变，离差别相，无圣无凡，非善
非恶，真实如常，不变真如也；随缘生灭，起差别相，有圣有凡，有善有恶，随缘真如也。就不变真
如言，万法即真如，非心非物，非神也；就随缘真如言，真如即万法，即心即物，即神也。

       唯心论者，错认识神，就随缘真如，以为即是真心，而倡唯心论；唯物论者。囿于边见，就随缘
真如，即物之见，而倡唯物论，又据唯物而倡无神论。唯神论者，亦囿于边见，妄生分别，就随缘真
如，即物与神之见，而倡唯神论。

       殊不知心即物，物即神。心物与神同一理体，有物则有心有神，无心则无神无物。然此“有”非
有无之有，乃非有而有之妙有；此“无”非断绝之无，乃超有无之妙无（此“妙有”、“妙无”与下
说之“无生之生”与“有生之生”，其义颇奥，非语言文字可到，故为禅门要关）。唯心论、唯物论
、唯神论者，均未明斯义，互相攻击，实则皆无不是，亦皆非是。一研佛学，自可涣然冰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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