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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欣交集》

内容概要

李叔同是我们时代时厚有才华的几们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他曾
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他的浪漫才情使他即便出世，也选
择在了杭州这个风花雪月、侠骨柔情的地方，使那些看惯“湖山此地，风月斯人”的杭州人士平添了
一分新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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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欣交集》

作者简介

陈慧剑，1925年生于江苏泗阳，少年坎坷，数度失学，未完成正式高中教育。失学期间曾依私塾读少
许旧学，并自学旧诗写作。19岁不告离家，南走江西投军，从最底层的“草鞋兵”做起，数次重度伤
病。后任少尉排长，因厌弃内战，离队出。24岁与吴延琦女士在徐州结婚。1949年再任上尉军官，次
年撤至台湾，离开大陆前在舟山群岛皈依结认仅三月的静安老和尚，师赐法名妙语，时年26岁，彼此
成为信仰坚定的佛教信徒。27岁发表生平第一篇佛教文章。71岁时创办“弘一大师纪念学会”，以传
达弘一大师断然弃物繁华功利、淡泊宁静、静修苦行的正知正见。2001年逝世。陈慧剑著作等身，本
书为其代表作品，获台湾“传记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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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欣交集》

媒体关注与评论

　　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
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他的浪漫才情使他即便出世，
也选择在了杭州这个风花雪月、侠骨柔情的地方，使那些看惯“湖山此地，风月斯人”的杭州人士平
添了一分新的骄傲。　　——林语堂　　　　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
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张爱玲　　　　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
书，幸甚！　　——鲁迅　　　　手书奉悉⋯⋯澄览大师言甚是。文事要在乎人，有旧学根柢固佳，
然仅有学问而无人的修养，终不得事也。古文云：土先器而后文艺，殆见到之言耳。　　——郭沫若

Page 5



《悲欣交集》

精彩短评

1、　　临终写下“悲欣交集”的李叔同，堪称全才。 1880年李叔同出生在天津河东区地藏庵（粮店
后街，现已拆迁）。1898年5月奉母携妻，南下上海，先进“城南文社”，后入“上海书画公会”当时
写下“世界龙混杂，无心何不平？岂因时事感，偏作怒号声”诗句；1906年负屐东瀛，在海轮上引吭
高歌：“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鸭寒彻 ，几枝衰柳。破碎山河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
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谈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深情不断凇波溜 ，恨年来絮飘浮萍
泊 ，遮难回首。二十文章警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众生那惜心
肝剖？”
　　    在东京美专专攻油画，是中国最早尝试裸体画画家之一（那时他认识了伴侣雪子），另在音乐
专校攻钢琴，又在藤泽浅二郎门下学西洋戏剧。参加春柳剧社后曾在《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剧
中饰演女主角。
　　    回国后前后在天津工业专业学校.浙江两级师范.南京高等师范任教。李叔同也是个作曲家《送别
》《悲秋》、《惜儿时》广为传播，门下弟子丰子恺、王平陵、刘质平等后皆成为名家。正当他的艺
术生命放出强烈的光辉时，他却毫不怜惜地掷弃了世誉名利、亲友、门生，还抛弃了爱妻，这是何等
的绝断啊？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撇下了雪子，他如此为之是否太残忍了？
　　    
　　    （A：&quot;叔同，你素食我没有异议，然而素食能拯救多少生死？” 
　　    B“有人说素食能吃坏人，其实肉食素食无人能证明那个更接近健康，这个争论如两小儿辩
日---而我只证明素食，因为这样做而已”
　　    ............ 
　　    A“你是居士，叔同，素食会为你招来无端的烦恼，是不？”
　　    B“这个---我有一劳永逸的办法” 
　　    
　　    A“什么？什么办法呢？与世隔绝，与社会隔绝吗？” 
　　    B“在生活上永远隔绝” 
　　    
　　    ----引作者剧本（注A为雪子、B为李叔同） 
　　    
　　    在一般人眼里考虑的人文价值都是从事功和不朽的观念去体认超自然生命的精神，人文主义的
道德的自体虽然也是内在的超越，是客观实践主体价值 ，这种想法忽略了人内在主体的反省和超越。
李叔同从主客未区分前就寻其生命的本源，我想唯有此他才能找到自己的真实面目。他始终不满足于
自己所达到的生命境界，所以他需要一个超越艺术精神生命的存在，这种生命是自觉的，他必须身体
力行，藉此才可亲证明生命的堂奥。为了把握这更高一层的生命境界，所以他毅然决然地诀别了周遭
的一切。他只顾追求自身生命，不顾妻子死活问题，甚至最后连最后一面也无情拒绝，这在若干人看
来也的确是冷酷绝情。 
　　    
　　    同在南方寺院专心研究佛法，把生命主体转向对宗教的阐释，后为律宗一代宗师，雪子则饮恨
返回日本⋯⋯
　　    
　　    我的家濒临大悲禅院，寺内有一间禅房为李叔同纪念堂，室正面是他的画像，墙上挂着他的书
法，桌上陈列着其金石篆刻作品及其生活履历。由于近我每每总带外地朋友参观，这寺庙“偶像”太
多，我只给他跪过，以示景仰之情。
　　    我家附近的天纬路是佛教商品街，本人曾在此购得一书《晚情集》。（弘一法师编选），盖取
李义山“天意怜幽爱，人间重晚情”之意。内有一句为我的座右铭：处众处独，宜韬宜晦。若呀若聋
，如痴如醉，埋光埋名，养智养慧，随动随静，忘内忘外。意即：若不知潜藏，智若无智；智慧是自
己的，知识不是智慧，因戒开悟，顺其自然，内外皆忘，才可成[一真法界]... 我欣赏李叔同的境界，
一个人往往在反省后顿悟，他做到了极至，对世事决绝，做事卓越，令我辈唯有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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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头搁着装帧不俗的这本《弘一大师传》已一年有余,而我还未曾真正意义上的开卷。
　　    所谓 “二十文章惊海内 ”在最为风光霁月的时期,李息霜并不执念于浮华,而是一次次地辗转跌
宕,伴随着起落挑起新的路向。
　　    读到雪子与李叔同的会合,有好些美好的感情重又燃起于心头,艺术的生命与佛中的捏花一笑很是
相近,而美好的感情如同白莲花般洁净而清新,未来充满着天雨散花,可是谁都不知自己将漂流至何处。
有的人冥会于刹那之间,有的人却宁愿坚守更为持久的可能。花开花谢,演绎的是大千世界。李叔同终
究不是凡夫俗子。他的路,他的境界,他的情愫,终归需要一个更高的归宿,毋宁说,正是这一更高的归宿才
能安放他的动荡不安。神藏无骨,修身人的境界,是尘世碌碌中人,怎么都难以向背的。
　　    初读前几卷,渐深渐近,我知道逐步走进的,是一颗丰实而无底的心,是一个浩瀚高深而藏迹无形的
境界。
　　    我一直相信,总有那么一个地方,收纳着亿万世界。而又波澜不惊,一片祥和。
3、红尘和方外都同样传奇的人。很迷恋这个男人。
4、为什么这本书我读不动，读了好久好久。总感觉写得太花哨了，很难展现弘一法师的味道。
5、2005 购于当当 读了一半，文字很差。
6、我还是佛缘太浅吧，居然没读出什么滋味。但读过那一句“人生难得，是万古一瞬之因缘；佛法
难闻，是历劫不遇之机会”，便让我不枉读了全书。
7、只看了一半 后面没有前段精彩
8、05年读的一本好书
9、安然
10、“华枝满春，天心月满”为法师入世与出世亲身证悟，敬仰！
11、推荐此书
只是李叔同对诚子...
12、　　力荐的原因，就是李叔同这个人。
　　其精神感召之大，无可附加。
　　
　　作者也知道自己的水平不够，也告诉了大家。
　　但是某些细节写出来，也是令人向往的。
　　
　　把那华丽的衣裳一脱，就做了和尚。
　　就做了一个甘于被世人遗忘的和尚。
　　
　　我们总想不凡，但其实总归平凡是真。
　　大师言传身教，才是真知；文字书法，皆是皮毛。
13、当初第一次读的时候为什么我没发现它是如此地囧囧有神....OTZ
14、震撼
15、西洋画第一人，上海滩翘首，禅界大师
16、　　    年少的时候初遇《送别》，“......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心有戚戚。
　　     后到杭州游乐，虎跑的清凉幽静和灵隐熙熙攘攘有鲜明的对比，在某个转弯处，竟有大师的纪
念馆，才知道大师是在这里走人空门的。从世间宠儿到虔诚比丘，这是怎样一个转换呢？第一次看到
大师的字，进门是年轻时候的，笔锋有力，气魄潇洒，最后的是老年的，锋芒尽去，像是随手写来，
确是“仙风道骨”，让人喜欢得很。“仙风道骨”，那时我是这样想的，其实不然，那是蜕尽尘俗的
一种简单和超然，平静恬淡，回到原来。
　　 
　　    一去十几年。
　　 
　　    书什么时候买的，忘了，那么厚厚的一本，终于的漫长的这个等待春天的时候看了，看到最末
页，大师圆寂时眼角涔出的泪光，让我不禁泪眼婆娑。我倒是愿意他在凡尘里吟诗作画唱茶花女。而
免受那些守戒之苦。在俗人眼里是苦，在大师眼里是快乐吧。明白又不明白。在佛法里，大师悟到了
什么呢？大师最后的写下的字“悲欣交集”，是一生，是当时，是感悟......,似乎有些明白，却是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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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欣交集》

没有明白。
　　 
　　 
　　     落  花
　　
　　　　纷，纷，纷，纷，纷，纷，...
　　
　　　　惟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
　　
　　　　寂，寂，寂，寂，寂，寂，...
　　
　　　　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
　　
　　　　忆春风之日暝，芬菲菲以争妍；
　　
　　　　既乘荣以发秀，倏节易而时迁。
　　
　　　　春残，览落红之辞枝兮，伤花事其阑珊；
　　
　　　　已矣!春秋其代序以递嬗兮，俯念迟暮。
　　
　　　　荣枯不须臾，盛衰有常数；
　　
　　　　人生之浮华若朝露兮，泉壤兴衰；
　　
　　　　朱华易消歇，青春不再来。
　　
　　 
　　    我能感受的还是春花秋月。
　　
17、知音体，读者体，语文教科书体
18、70
19、看转身的华丽而彻底。
20、这本传记确实不错
21、恭敬诚恳，呕心沥血。
22、　　本可辉煌于艺术，说放便放。
　　学戒，且身体力行，多难的事。
　　大师做到了。
　　简单的生活，丰富的内心，无上的功德。
　　唯有顶礼。
　　默默修行。
23、你说得很好，对于大师，我也是明白，又不明白。
24、月华春满，天心月圆
25、低潮时期看这本书立刻就被挽救了
26、倜傥的才子，艺术的大师，虔诚的僧侣，永远的法师！
27、最近在回校的公车上一点一点啃下的一本书，文字很好，很多观点可能让人有不相为谋的感觉，
不过那份遗世而独立是体会到了~
28、死前写下 悲欣交集，前半生享尽人间富贵，天赋异禀，后半生遁入空门，苦修弘法，奇人。书从
入佛门后讲的太过仔细。读后让人对人生、时空是有一种无常和敬畏之感。又有疑问在心这么能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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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欣交集》

所有普度众生、救苦救难的人是多情还是无情，依然抛弃家庭、儿女，那段写兄长写信希望他回天津
探家让人唏嘘。死前留给好友讣告，那家人呢？不知道儿女又有何样的体会和感叹
29、　　我出生在农历的正月初一,
　　因为这个日子,
　　我的命运中的吉祥时常被人提及,
　　都说我命中定贵.
　　而对此
　　父亲也很欣慰着.
　　是信佛的人,
　　儿时就会带我去附件的庙里上香,
　　由此而来,
　　我每每路过寺庙,
　　都能滋生亲切感,
　　渐渐地对佛教文化也倍感喜爱,
　　
　　第一次知道弘一法师,
　　是因为李叔同的&quot;送别&quot;,
　　而后知道李叔同是个出家人时,
　　我竟然十分欢喜,
　　佛家人的艺术由此开始被我关注,
　　
　　悲欣交喜
　　大师的临终遗笔
　　就曾被我对视良久,
　　期待参悟其间的暗语,
　　读着大师一生,
　　我感叹生命的纯粹的可爱,
　　佛曰:我既是佛,
　　静心!
　　
　　
　　
　　
　　
　　
30、因为装帧印刷，评级略高
31、大师的“前世今生”
32、 任由蓑衣风雨生
33、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34、一心向佛·律宗
35、繁华落尽，一代高僧。作者以佛门弟子的视角叙述大师的一生心路，读来清凉，感动。
36、20070911
37、写的很演义，个人感觉不喜，鸡皮疙瘩满地，文风完全⋯⋯只能说与弘一法师这个人相去甚远。
唯一推荐的是丰子恺的配图。不是看书完全是冲图去的。
38、弘一法师是一位地地道道修戒律的法师啊，我觉得他很逗的
39、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40、断断续续看完，写得比较多是出世后，看得比较乏味一些，不过还是会对弘一的精神所感染。
41、有点像小说的笔法。真实性打折。但对人物的描画还是有点感觉的。
42、写法谄媚，与师志不符，插图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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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欣交集》

43、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距离法师最近的机缘，当是07年年末图书馆请来了他的真迹来展示，那是弘一法师63岁圆寂，留
给世人四字绝笔：悲欣交集。其悲为何？欣又为何？
　　
　　可惜错过了,没有亲眼见到。这次从书里见到“悲欣交集”这四个字的复印件，以及其他的墨宝，
均用相机照下来作为纪念了。
　　
　　
44、纷,纷,纷,纷,纷,纷
惟落花委地无言兮
化作泥尘

寂,寂,寂,寂,寂,寂
何春光长逝不归兮
永绝消息
45、原来很早就读李叔同了 后来同感对感叹号太多的不喜欢 文笔也很大条 繁华落尽返璞归真 这样的
真人真事大概不少..
46、前些日子刚看完的书，虽然感觉作者存在部分神化性的描述，有些地方文笔也感觉不自然。但作
为一本初步性的了解弘一法师的传记还是可以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虽然，我并不完全持这观点，但这终归是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
47、虽然不欣赏这种叙事手法,但作为有旧学底子的作者写文化奇人,还是值得一看的
48、眼界大千皆泪海，为谁惆怅为谁颦。深深地感佩于法师的赤诚专一。旅日部分处理的过于生硬，
大概是材料不足的缘故；而云水生涯部分投入的感情又过于充沛，作者其情可悯，但不免沉溺、造作
。
49、06.8
50、途中醒悟便成佛
51、大二上期末复习期间浏览
52、高山仰上,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53、看了这本书后，让我一点都喜欢不上他。。
54、重新认识佛学，浅读李叔同的一生的某些时刻，对自己一路来的一些想法有醍醐灌顶的作用，配
上丰子恺的插图，浮躁中易得静心。
55、　　这本书挺让我失望，坚持看了大半还是没法把它读完，作者很想把这位传奇大师的神韵写出
来，但一直没让我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弘一大师。弘一大师出家前很多事情都不可考了，尤
其是在日本留学的那些年份，这也是让作者难写的原因吧。反正我看此书时常常想起《曾国藩》这样
写得好的人物传记。
　　
56、平静的读完，平静的影响，平静的融入弘一法师波澜壮阔的人生，平平静的感动，平静的挣扎，
平静的想僻世，平静的理解情的细腻，何时能平静的放手？
57、，，，
58、里面丰子恺的画其实挺不错的。但是，文字吧，挺失望的。虽然坦诚，但是吧。。。哎。。。
59、作为了解性的人物传记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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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距离法师最近的机缘，当是07年年末图书馆请来了他的
真迹来展示，那是弘一法师63岁圆寂，留给世人四字绝笔：悲欣交集。其悲为何？欣又为何？可惜错
过了,没有亲眼见到。这次从书里见到“悲欣交集”这四个字的复印件，以及其他的墨宝，均用相机照
下来作为纪念了。
2、案头搁着装帧不俗的这本《弘一大师传》已一年有余,而我还未曾真正意义上的开卷。所谓 “二十
文章惊海内 ”在最为风光霁月的时期,李息霜并不执念于浮华,而是一次次地辗转跌宕,伴随着起落挑起
新的路向。读到雪子与李叔同的会合,有好些美好的感情重又燃起于心头,艺术的生命与佛中的捏花一
笑很是相近,而美好的感情如同白莲花般洁净而清新,未来充满着天雨散花,可是谁都不知自己将漂流至
何处。有的人冥会于刹那之间,有的人却宁愿坚守更为持久的可能。花开花谢,演绎的是大千世界。李
叔同终究不是凡夫俗子。他的路,他的境界,他的情愫,终归需要一个更高的归宿,毋宁说,正是这一更高的
归宿才能安放他的动荡不安。神藏无骨,修身人的境界,是尘世碌碌中人,怎么都难以向背的。初读前几
卷,渐深渐近,我知道逐步走进的,是一颗丰实而无底的心,是一个浩瀚高深而藏迹无形的境界。我一直相
信,总有那么一个地方,收纳着亿万世界。而又波澜不惊,一片祥和。
3、年少的时候初遇《送别》，“......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心有戚戚。后到杭州游乐，虎
跑的清凉幽静和灵隐熙熙攘攘有鲜明的对比，在某个转弯处，竟有大师的纪念馆，才知道大师是在这
里走人空门的。从世间宠儿到虔诚比丘，这是怎样一个转换呢？第一次看到大师的字，进门是年轻时
候的，笔锋有力，气魄潇洒，最后的是老年的，锋芒尽去，像是随手写来，确是“仙风道骨”，让人
喜欢得很。“仙风道骨”，那时我是这样想的，其实不然，那是蜕尽尘俗的一种简单和超然，平静恬
淡，回到原来。一去十几年。书什么时候买的，忘了，那么厚厚的一本，终于的漫长的这个等待春天
的时候看了，看到最末页，大师圆寂时眼角涔出的泪光，让我不禁泪眼婆娑。我倒是愿意他在凡尘里
吟诗作画唱茶花女。而免受那些守戒之苦。在俗人眼里是苦，在大师眼里是快乐吧。明白又不明白。
在佛法里，大师悟到了什么呢？大师最后的写下的字“悲欣交集”，是一生，是当时，是感悟......,似
乎有些明白，却是仍然没有明白。落  花　　纷，纷，纷，纷，纷，纷，...　　惟落花委地无言兮，化
作泥尘;　　寂，寂，寂，寂，寂，寂，...　　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　　忆春风之日暝，芬
菲菲以争妍；　　既乘荣以发秀，倏节易而时迁。　　春残，览落红之辞枝兮，伤花事其阑珊；　　
已矣!春秋其代序以递嬗兮，俯念迟暮。　　荣枯不须臾，盛衰有常数；　　人生之浮华若朝露兮，泉
壤兴衰；　　朱华易消歇，青春不再来。我能感受的还是春花秋月。
4、我出生在农历的正月初一,因为这个日子,我的命运中的吉祥时常被人提及,都说我命中定贵.而对此
父亲也很欣慰着.是信佛的人,儿时就会带我去附件的庙里上香,由此而来,我每每路过寺庙,都能滋生亲切
感,渐渐地对佛教文化也倍感喜爱,第一次知道弘一法师,是因为李叔同的&quot;送别&quot;,而后知道李
叔同是个出家人时,我竟然十分欢喜,佛家人的艺术由此开始被我关注,悲欣交喜大师的临终遗笔就曾被
我对视良久,期待参悟其间的暗语,读着大师一生,我感叹生命的纯粹的可爱,佛曰:我既是佛,静心!
5、力荐的原因，就是李叔同这个人。其精神感召之大，无可附加。作者也知道自己的水平不够，也
告诉了大家。但是某些细节写出来，也是令人向往的。把那华丽的衣裳一脱，就做了和尚。就做了一
个甘于被世人遗忘的和尚。我们总想不凡，但其实总归平凡是真。大师言传身教，才是真知；文字书
法，皆是皮毛。
6、这本书挺让我失望，坚持看了大半还是没法把它读完，作者很想把这位传奇大师的神韵写出来，
但一直没让我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弘一大师。弘一大师出家前很多事情都不可考了，尤其是
在日本留学的那些年份，这也是让作者难写的原因吧。反正我看此书时常常想起《曾国藩》这样写得
好的人物传记。
7、本可辉煌于艺术，说放便放。学戒，且身体力行，多难的事。大师做到了。简单的生活，丰富的
内心，无上的功德。唯有顶礼。默默修行。
8、临终写下“悲欣交集”的李叔同，堪称全才。 1880年李叔同出生在天津河东区地藏庵（粮店后街
，现已拆迁）。1898年5月奉母携妻，南下上海，先进“城南文社”，后入“上海书画公会”当时写下
“世界龙混杂，无心何不平？岂因时事感，偏作怒号声”诗句；1906年负屐东瀛，在海轮上引吭高歌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鸭寒彻 ，几枝衰柳。破碎山河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
。行矣临流重太息，谈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深情不断凇波溜 ，恨年来絮飘浮萍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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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难回首。二十文章警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众生那惜心肝
剖？”在东京美专专攻油画，是中国最早尝试裸体画画家之一（那时他认识了伴侣雪子），另在音乐
专校攻钢琴，又在藤泽浅二郎门下学西洋戏剧。参加春柳剧社后曾在《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剧
中饰演女主角。回国后前后在天津工业专业学校.浙江两级师范.南京高等师范任教。李叔同也是个作
曲家《送别》《悲秋》、《惜儿时》广为传播，门下弟子丰子恺、王平陵、刘质平等后皆成为名家。
正当他的艺术生命放出强烈的光辉时，他却毫不怜惜地掷弃了世誉名利、亲友、门生，还抛弃了爱妻
，这是何等的绝断啊？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撇下了雪子，他如此为之是否太残忍了？（A
：&quot;叔同，你素食我没有异议，然而素食能拯救多少生死？” B“有人说素食能吃坏人，其实肉
食素食无人能证明那个更接近健康，这个争论如两小儿辩日---而我只证明素食，因为这样做而已
”............ A“你是居士，叔同，素食会为你招来无端的烦恼，是不？”B“这个---我有一劳永逸的办
法” A“什么？什么办法呢？与世隔绝，与社会隔绝吗？” B“在生活上永远隔绝” ----引作者剧本（
注A为雪子、B为李叔同） 在一般人眼里考虑的人文价值都是从事功和不朽的观念去体认超自然生命
的精神，人文主义的道德的自体虽然也是内在的超越，是客观实践主体价值 ，这种想法忽略了人内在
主体的反省和超越。李叔同从主客未区分前就寻其生命的本源，我想唯有此他才能找到自己的真实面
目。他始终不满足于自己所达到的生命境界，所以他需要一个超越艺术精神生命的存在，这种生命是
自觉的，他必须身体力行，藉此才可亲证明生命的堂奥。为了把握这更高一层的生命境界，所以他毅
然决然地诀别了周遭的一切。他只顾追求自身生命，不顾妻子死活问题，甚至最后连最后一面也无情
拒绝，这在若干人看来也的确是冷酷绝情。 同在南方寺院专心研究佛法，把生命主体转向对宗教的阐
释，后为律宗一代宗师，雪子则饮恨返回日本⋯⋯我的家濒临大悲禅院，寺内有一间禅房为李叔同纪
念堂，室正面是他的画像，墙上挂着他的书法，桌上陈列着其金石篆刻作品及其生活履历。由于近我
每每总带外地朋友参观，这寺庙“偶像”太多，我只给他跪过，以示景仰之情。我家附近的天纬路是
佛教商品街，本人曾在此购得一书《晚情集》。（弘一法师编选），盖取李义山“天意怜幽爱，人间
重晚情”之意。内有一句为我的座右铭：处众处独，宜韬宜晦。若呀若聋，如痴如醉，埋光埋名，养
智养慧，随动随静，忘内忘外。意即：若不知潜藏，智若无智；智慧是自己的，知识不是智慧，因戒
开悟，顺其自然，内外皆忘，才可成[一真法界]... 我欣赏李叔同的境界，一个人往往在反省后顿悟，
他做到了极至，对世事决绝，做事卓越，令我辈唯有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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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悲欣交集》的笔记-第260页

        人生，便是一场即悲且喜的过程，但中间没有一件事足以任人们轻视；世间每一个动机，每一种
事物形态，不管强者、弱者、女人、小孩，他们的心灵感受，都会发生不可想象的力量，原因是他们
既是生物，自然有情感，有情感便有动力，有动力，便可毁灭事物，也可成就事物。复次，他们也有
圣贤的情操，企图被尊重、被崇爱、被同情；但惟有一点，不愿被欺骗，不愿被蒙蔽；因此，他们那
颗形式上是骄傲的心，在实质上，便是赤子之心。

在佛法修持上，是善不抵恶的；在世间名器上，是功不抵罪的......

因此，婴行啊，我们要学着包容一切，这样方能养成不分亲疏厚薄的悲心，才能平静地看世界。只有
如此，人间才有无限的美丽展开，佛陀不在内，不在外，而在你的灵性中间；你的灵性有美可圈可点
，世界自然有美皆备，无美不收。

2、《悲欣交集》的笔记-第318页

        弘公说：“我自己出家到现在，生活上一点一滴都是自己来。别人为我做生活上的小事，便感觉
折福！各位老人，我们是一群无福无慧的人，生在五浊恶世，事事要别人服侍，不是有罪吗？而且别
人还有自己生活上的事啊！.......”

3、《悲欣交集》的笔记-第342页

        所为名利，如水向下流，你一念动，便会往下游跑，再从那个漩涡拔出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凡是陷在名利中的人们，本身实在是掉在污水里，久而不知其臭，这是非常可悯的，这正如人在花径
，久而不闻其芳。

P344
诸位要晓得：我的性情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发大惭愧，能够晓
得自己的德行浅，修养薄。那我才能努力用功，改过迁善！

一个人如果事情做完满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加他贡高我慢的年头，生出
种种过失来，所以还是不去希望完满的好！

我自己起了个名字，叫“二一老人”，“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认识老了，可是没有
值钱处！弘公自心深处涌出一股自责的哀思。

4、《悲欣交集》的笔记-第385页

        有一次，我到普陀山，那是他六十四岁了，可是什么事，都是他自己操劳。直到去年，他圆寂之
前，已是中国佛学的泰斗，他还是每天抹桌、扫地、洗衣服、添灯油......

食后用舌头舐碗，到干净为止。到中午，吃饭一碗，大锅菜一碗，饭菜吃完，还是用舌舐碗，到干净
无粒米残汤为止。——师与客人同桌，见有人碗里留饭粒，一定大声说：“你有多大福气，这样糟蹋
粮食，当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也学佛啊？......”同时，要有人以冷茶倒入痰盂，师也万盛责备
，毫不留情！

勤劳，惜福，注重因果，专心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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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悲欣交集》的笔记-第316页

        ——现在，您的病，好些了吗？
——唉，你问我这些，是没有用的。你该问我念佛没有？病中有没有忘了念佛？这是念佛人最重要的
一着，其他都是空谈。在病中忘了佛号，在何时何地不会忘却佛号？

6、《悲欣交集》的笔记-第213页

        那是一种世间最简陋的生活，印祖整天没有笑容，床头板上写一个“死”字，好像“死”在等着
他。但似乎也为这儿准备一切。印祖为自己料理生活的一切，绝不要他人插手。

弘公亲侍这种生活整整七天，啊！他这才领悟到，一代师表，在平稳独行的岁月中，不放过一秒时间
，不浪费一寸空间，印祖的床在佛堂下面，一张旧凳子，一张旧桌子。低床，旧被，与世间正常的生
活，无疑地落后若干世纪。

——这便是真正的戒行，庄严地戒相；因为他的心中已没有物质观念，所以他的生活境界已成空灵明
净。

7、《悲欣交集》的笔记-第106页

        最后，子恺说：“我们的李师，最不同于别的先生！他的日文好，但我们从没有见他说过一句日
语；她在日本读了五年大学呢！别走了眼。他的英文也比我们的英文先生棒，而我们没听他卖弄过一
句英语；他的国语，不用说了，足够教我们的国文老师。但他所主持的，却是音乐与绘画两科，他拿
各种知识来充实这两科，质平！我们的李师深不可测！”

P104
从事他们这种艺术的人，应该以品的为基础，文艺是品德的花果。

8、《悲欣交集》的笔记-第156页

        “戒律”的定义，是制心守身的规范。沉心静虑，纯化气质，才能产生智慧。追求佛道最重要的
前提便是“戒”。它在日常生活上，使每一个献身于佛道的人们，从衣食住行娱乐上，化除“掉以轻
心”的积习，使那些乐于严格自我陶炼的人们，由形式的戒文，轨正那颗瞬息万念的心。没有严持戒
律的佛教行人，如谈到高深的定力与大智大慧，那便是一片谎言！佛言：“佛灭度后，以戒为师！”
是千古不移的真理！

9、《悲欣交集》的笔记-第48页

        他羼入日本社会，为的是求知识，对一种专门知识、艺术，不到入迷的程度，是不能得到其中三
昧的。

P64.
做一种工夫，不入迷，总难成功，你说对吗？当我们绘画时，你叫我，我常常如入梦境，忘其所以；
其实，那一瞬间，我正把三魂六魄投射在那张画的人物上。在演习时，我的心则沉在角色的情感里。
迷一下子有何关？只要不执迷不悟，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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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悲欣交集》的笔记-第299页

        弘公把他五十年来反照功夫做十项总结。

第一、人们要学“虚心”，虚心并不是怯懦。

第二、人们要学“慎独”，单人独处的时候，如对神明；只有在这时候，才能见到谁是百炼金身！

第三、人们学“宽厚”，在那种以恕待人的心情下，应该把自己当做释迦、孔子；善待每一世人。

第四、要学“吃亏”，不要计算你计算机上的一分一秒，上苍忌讳世人刻薄与刁巧，老聃说：“天道
无亲，常佑善人。”

第五、要学“寡言”，舌头，是一口双锋的利剑，它一旦出了灾祸，一边伤自己，一边伤别人。

第六、“不说人过”，关注你自己的口舌，这与第五项异曲同工；时人最大、最浮薄的毛病，便是道
人长短。

第七、“不文己过”，不文，便是不狡辩弯曲。把过恶东推西诿地掩饰，实在不是大丈夫行为。

第八、“不履己过”，盖履己过，隐忍不说，便是自欺欺人。六、七、八项，事实，是说明一件事—
—要光明磊落地做人。

第九、是“闻谤不辨”。弘公说，他三十年屡次经验，“息谤”，靠的是“无辩”，吃小亏，不遭大
祸；

第十、是“不嗔”，“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嗔”是“心贼”，除之不易，但是，学圣贤的
人，除不了嗔，从此便休入“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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