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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雨集》共五册，是释印顺法师晚年对自己作品的再次编集，收录了除专著和《妙云集》以外的各
类文章，内容包括解经、释论、教史、教理、专题、小品等。
论题专一深入，阐述详细完整。

为方便读者阅读，《华雨集》此次收入“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丛书时合为三册整体推出，上册为
《华雨集》(一)，中册为《华雨集》(二)、(三)，下册为《华雨集》(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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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释印顺(1906—2005)，当代佛学泰斗，博通三藏，一生游心法海，讲学不辍，著述宏富，撰写、编纂
佛学著作四十余种，陆续结集为《妙云集》(24册)、《华雨集》(5册)及《印度佛教思想史》、《原始
佛教圣典之集成》、《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等专
著。
印顺法师对佛教的教史、教理与教制作了广泛、深入、系统的梳理与阐释，建立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
系，成为汉语佛学研究的重要典范，受到海内外学术界、佛教界的高度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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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里讲到了空与众生的关系。
佛法上说众生是如幻如化，没有实性的，本性自无，所以众生即空，而毕竟空之中却又不碍众生。
因此，这里问要如何来“观众生”，又要如何来“观空”？
“空及与众生，云何而得生？
”生即是现起的意思。
答复说：“智慧观于空”，用观空的是智慧，亦即般若来悟入空义。
观众生的是什么呢？
“方便观众生”。
方便，并不是普通行个方便的那种方便，而是智慧的巧妙运用。
般若是通达一切法空，而方便却是通达一切如幻如化的有。
经上称般若为根本智，称方便为后得智；亦有称般若为如理智，方便为如量智。
众生虽然本性是空，但亦是如幻有。
菩萨的程度有浅有深，最初时是将这两者分开的；当般若现起时，可以证悟了一切法空，那时是不见
有众生的；等到方便智生起时，照见众生，却不能证悟空行。
在理论上，是可以了解空有无碍，只是证悟到那境界又是另一回事。
如修行的时间久了，也就自然而然地能够将这两者合而为一；这种空有无碍的境界，对于菩萨来说，
必须是相当高深的程度方能够做得到，而且必须是成佛才能够究竟圆满。
所以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说：“般若将入毕竟空，绝诸戏论；方便将出毕竟空，严土化生。
”般若智慧悟入毕竟空时，即离一切的分别戏论，离一切见；而当方便智从空之中现起有时，则“严
土化生”，可以庄严清净的国土世界，度化众生，这都是方便善巧。
所以菩萨在最初的阶段是有出有入，到后来才打成一片。
“智慧观于空，方便观众生”，有了这两种的智慧而后“大悲以教化”。
由于众生本性是空，只因为颠倒才会在生死之中流转不已；菩萨以大悲心来教化众生，使他们得解脱
，而终能“趣向于”不生不灭的“涅槃”。
涅槃即是大解脱，亦即一切修行的终极归宿。
佛也是具备了这两种智慧，只不过佛能将此二者同时生起并且究竟圆满。
无生无有起，一切法如是。
云何生诸行，应当解此义。
无生与无灭，是智所行处，从于誓愿生，此方便所建。
这里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众生的身体有生而后有死，这是必然的事。
我们如果起烦恼、造业，则死后还有生，生后还有死，如此一生又一生永远解决不了。
一般人以为死了以后则一切都结束了，如果真是那样，也就没有什么关系。
但问题却是死后还要再生，脱离不了无边的苦痛，永远没有一个终止，因此佛教人以“了生死”的方
法。
所谓“解脱生死”，一般说来，即是“前蕴灭，后蕴不生”。
现有的身心组织，到死时可以说是完全解散了，不再因业而生起后有，便完全没有了苦痛。
这在小乘说来，就是“灰身泯智”。
有生必有死，这是一定的道理。
想不死，唯一的方法，就是不生，不生则不灭。
如海里的波浪，一个接着一个没有停止的时候，波浪之所以生起乃是由于风的吹动，假使能够将风的
作用停止，没有一丝的风，那么风平则浪静，不再有波浪。
因此谈到涅槃的境界，总是针对我们这以自我为中心的身心组织，由于有生，则有老病死，因而有种
种痛苦烦恼，贪嗔痴等种种问题，而死后仍要再生，尚未了生死。
所以便是要不造业、不受报，而后方能解脱，不生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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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了生死，就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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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雨集(套装共3册)》：我的身体衰老了，而我的心却永远不离（佛教）少壮时代佛法的喜悦！
愿生生世世在这苦难的人问，为人问的正觉之音而献身！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华雨集（全三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