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禅宗与道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禅宗与道家>>

13位ISBN编号：9787309016628

10位ISBN编号：7309016629

出版时间：2003-12-01

出版时间：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南怀瑾

页数：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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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禅宗与道家>>

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专题研究的方式，系统阐述禅宗与道家的宗旨、源流、修持和影响的著作。
全书分为两编。
上编为“禅宗与佛学”，对佛教产生的历史背景，大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禅宗的传承，奠定后世禅
宗思想基础的六祖慧能的事迹，禅宗的语录、公案、机锋和棒喝，参禅的方法，禅学与理学的关系，
禅宗对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影响，以及闻名遐迩的丛林制度等，作了精湛的论述。
下编为“道家与道教”，对隐士和方士的由来，养神、服气、饵药、祀祷的派分，老庄之学，齐燕之
风，阴阳五行，神仙丹道，道教的形成与演化，以及道家与道教对古代天文、历算、地理（堪舆）、
物理、化学、医药等自然科学的贡献等，作了深有见地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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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怀瑾，华夏智业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南怀瑾先生1917年生于浙江温州乐清。
自幼接受传统私塾的严格教育，及至少年时期，已遍读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各种功夫。
同时苦心研习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天文历法诸学，并深得其精要。
　　青年时代，正值抗战军兴。
南怀瑾先生毅然辞亲远游，曾任教于中央军校，又入华西坝金陵大学，研究社会福利学，以其服务社
会大众。
其时，每逢假日闲暇，胤以芒鞋竹杖，遍历名山大川，寻访高僧奇士。
复于青城山灵严寺，有缘结识名重一时的川北禅宗大师袁焕仙先生，遂拜门墙，竟毅然辞去中央军校
教官之职，追随袁先生左右，潜心研修佛学。
1943年入峨眉山大坪寺闭关修持,闭关三年间，遍阅《大藏经》万万卷，印证个人修持所得，遂至终身
受益无穷。
1945年，远走康藏，参访密宗各派，得到贡嘎活佛等多位著名活佛、高僧的真传，佛法修持更为精湛
，得到白教、黄教、红教、花教等各教派的印证，被承认为密宗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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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禅宗与理学的关系
（七）禅宗与中国文学
1 隋唐以后文学意境的转变与禅宗
（1）诗
（2）词曲
（3）小说
2 禅与文学的重要性
（1）禅师与诗
（2）宗教与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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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1.禅宗所谓的“教外别传”    并不是根本不要佛学的经教，别有一个秘密或微妙的传授，因为全
部佛学经教的学理，都是为了说明如何修持求证的理论与方法，所以执著经教学理的人，往往把教理
变成思想，反而增加知识上的障碍与差歧，并不能做到即知即行，同时证到工夫与见地并进的效果。
所以教外别传，只是为表示对普通佛教佛学教授法的不同，却不异于教理以外，特别有个稀奇古怪的
法门。
例如二祖神光，在未出家以前，本来就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少年，出家以后，以加上贯通大小乘佛学的
教理，他在知识方面，显然非常渊博而充实，并不须要什么，只自反求已心，就会怀疑知识的学问，
真正用来安身立命，便会觉得完全是两回事了。
所以他要放弃知识的教理，但求实际的证悟，但等到真正悟到实际的真谛，对于所有知识学问的根本
，自然而然就融会贯通，豁然明白其究竟的道理了，所以后来禅宗的沩山灵祐禅师便说：“实际理地
，不著一尘。
万行门中，不舍一法。
”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我们对于佛学教理的“教”，与教外别传禅宗的“宗”，做一概念的结论：“教”，是教导你
如何修行证果；“宗”，是我要如何求证修行，宗与教，只在教导方法上的不同，并不是目的有两样
。
    2．禅宗的禅    并不是注重机锋转语的口头禅，禅宗不离禅定修证的工夫，以期达到明心见性成圣成
佛的极果。
例如二祖神光，未见达摩大师以前，便已游心《易经》、老庄的道学，而且经过严格的心性修养锻炼
，曾经在香山静坐了八年，对于动心忍性的绵密反照工夫，早已有了相当的根基，拜见达摩大师以后
，大师不但不立即加以教导，反而用难堪的态度与过分的言语刺激他，如果他是一个无实际修养工夫
的人，纵使不是饱以老拳，至少也会拂袖而去，但是他反而愈加诚敬，甚至断臂求道。
就凭他这种精神，我们变更子夏的一句话说：“虽日未人道，吾心谓之道矣!”亦未尝不可，所以他问
达摩安心之法，大师只叫他“将心来吾为汝安?’他便能在“觅心了不可得”的领会下而悟道；后世研
究禅宗，动辄抓住禅宗为言下顿悟，立地成佛的话柄，好像只要聪明伶俐，能言善道说一两句俏皮话
，立刻就算悟道，完全不管实际作学问与作工夫的重点，这当然会落在我其谁欺!欺人乎!欺天乎的野
狐禅了!不然，就想自己不用反省的工夫，只要找一个明师，秘密地传授一个诀窍，认为便是禅宗的工
夫，“敝帚自珍，视如拱璧”，这又忘了达摩大师所说的：“诸佛法印，非从人得”的明训了，近代
谈禅，不是容易落于前者的空疏狂妄，便是落在后者的神秘玄妙，实在值得反省。
    3．达摩大师初传的禅宗    除了二祖神光，是亲受衣钵，继承禅宗道统以外，同时还有几位后学传人
，他们也都有心得，不过才德气魄，略逊神光而已；达摩大师除了传授心法以外，同时还要神光以《
楞伽经》印心，由此可见教外别传禅宗，并不离于教理以外。
《楞伽经》，果然为达摩大师吩咐神光为禅宗的印心宝典，但在大乘佛学的法相(唯识)宗，也认为是
“唯识”学的主要经典，它提出以“无门为法门”的求证方法，并且说明以顿悟与渐修并重，同时把
心法的体用，分做八个作用，便成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等前五识，再有第六的意识，第
七的末那识，第八的阿赖耶识等，所谓一心八识的分析，旧注识有识别、分别的作用，也就是包括感
觉、知觉与精神活动的功能。
第六意识，又分有明了意识与独影(又名独头)意识的两重，所谓独影意识，相当于现在心理学所说的
潜意识的现象。
第七末那识是意根，也就是自我与生命俱来的元始知觉，本能活动的意识。
第八阿赖耶识，是包括心物一元，精神世界与物理世界同根的心性的根本。
由此可知禅宗所谓的明心见性，与顿悟一心的心，不仅是心理上平静的心，实在是要彻底透过宇宙身
心的根元，才能了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真谛。
    《楞伽经》的大略，就是“唯识”学所谓的五法(名、相、分别、正智、如如)，三自性(依他起、遍
计所执、圆成实)，八识(已如上述)，二无我(人无我、法无我)纲要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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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楞伽经》的教理，最重分析的观察，细人无间而透彻心性的体用；禅宗的方法，归纳学理，
注重一心修证而融通教理的工夫，所以后世禅宗便流传一句名言：“通宗不通教，开口便乱道。
通教不通宗，就如独眼龙。
”其实，这个意思，也就是《楞伽经》内所说的宗通与说通的翻版言句而已。
近来有人提出六祖以前的禅宗，名为楞伽宗，以此作为有别六祖以后禅宗的界说，实在是因为不明真
正禅宗心法所致，未免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达摩大师在传付二祖神光的时候，曾经预言说：“吾灭后二百年⋯⋯明道者多，行道者少。
说理者多，通理者少。
”所谓《楞伽》经义，便成为名相之学而流传为说理的思想而已，殊堪一叹!况且有人引用《楞伽》的
一段渐修经文，证明达摩大师所传是渐修的禅，却不管下文顿渐并重的一段，实在是鲁莽灭裂之至。
    其次，一般讲到禅宗，以及研究禅宗的资料，都在宗师们的语录，以及语录的汇书，如《景德传灯
录入《五灯会元》、《指月录》等著作里，寻找或欣赏禅师们悟道机缘的公案，与机锋、转语的妙趣
，认为便是禅机，便是禅宗的心要。
殊不知禅宗既然号称是佛法心宗的中心，关于佛法所有的修持行为，如戒、定、慧等细行，岂有完全
略而不谈之理，所以只认机锋妙语做禅宗的，便人于元、明以后狂禅的流弊，甚之，使明儒王阳明之
学，也连带受此冤诬；同时，因为阳明之学的流弊，更使禅宗连带受谤。
事实上，如果用心研究历代悟道者前后的言行，只要仔细留心历代高僧禅德们的传记，以及专记宋代
以后禅师们言行录的《禅林宝训》一书，便可了解真正禅宗宗师们关于修行的品德，是如何的有肃然
可敬的风范，并非徒事空言，专谈机锋便以为禅；亦非专以默照(沉默)静坐，便是禅的究竟法门。
而且由此可知唐、宋以来禅师们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教育思想的精神，它是如何的配合中国文化思想的
发展，何以会形成宋代儒家理学的原因所以了。
    现在为了简便，暂且举出禅宗的佛学思想，与北宋开创理学几位大儒的理论，作一比较，大家便可
知道他们受到佛学思想薰陶渊源的所自了，但是我说的影响与比较，并非就是照钞或翻版，只是限于
影响，而且更没有批判他们优劣的意思，这点我须有慎重而保留态度的声明。
不过，宋代理学的大儒们，在他们毕生治学的历史记载上，都有过“出入佛老”若干年的纪录，然后
又有好像憬悟知非的警觉，认为人禅为逃禅，人道为遁世，便又翻身人世，归于儒家思想，以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态度，不管他们后来是如何的推排佛、老，但在他们治学的过程中，有
互相吸收融会的地方，那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例如：周濂溪的学说，如他的名著《通书》，及《太极图说》等，骤然读之，完全在阐扬《周易·
系传》与《中庸》的内义。
实际则为融会佛、道两家学术思想，尤其偏向于原始儒、道不分家的道家，与老子的思想。
    程明道(颢)的名著《定性书》，如：“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出庄子语意》，无内
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
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其性之无内外也。
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昭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等语
，大都揉合《庄子·齐物论》的内义，融会禅宗三祖僧璨大师《信心铭》的道理。
《信心铭》：    至道无难，惟嫌拣择。
但莫憎爱，洞然明白。
毫厘有差，天地悬隔。
欲得现前，莫存顺逆。
违顺相争，是为心病。
不识玄旨，徒劳念静。
圆同太虚，无欠无余。
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逐有缘，勿住空忍。
一种平怀，泯然自尽。
止动归止，止更弥动。
惟滞两边，宁知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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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通，两处失功。
遣有没有，从空背空。
多言多虑，转不相应。
绝言绝虑，无处不通。
归根得旨，随照失宗。
须臾返照，胜却前空。
前空转变，皆由妄见。
不用求真，惟须息见。
二见不住，慎莫迫寻。
才有是非，纷然失心。
二由一有，一亦莫守。
一心不生，万法无咎。
无咎无法，不生不心，能由境灭，境逐能沉。
境由能境，能由境能。
欲知两段，原是一空。
一空同两，齐含万象。
不见精粗，宁有偏党。
大道体宽，无易无难。
小见狐疑，转急转迟。
执之失度，必入邪路。
放之自然，体无去住。
任性合道，逍遥绝恼。
系念乖真，昏沉不好。
不好劳神，何用疏亲。
欲取一乘，勿恶六尘。
六尘不恶，还同正觉。
智者无为，愚人自缚。
法无异法，妄自爱著。
将心用心，岂非大错。
迷生寂乱，悟无好恶。
一切二边，良由斟酌。
梦幻空花，何劳把捉。
得失是非，一时放却。
眼若不寐，诸梦自除。
心若不异，万法一如。
一如体玄，兀尔忘缘。
万法齐观，归复自然。
泯其所以，不可方比。
止动无动，动止无止。
两既不成，一何有尔。
究竟穷极，不存轨则。
契心平等，所作俱息。
狐疑尽净，正信调直。
一切不留，无可记忆。
虚明自照，不劳心力。
非思量处，识情难测。
真如法界，无他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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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急相应，惟言不二。
不二皆同，无不包容。
十方智者，皆入此宗。
宗非延促，一念万年。
无在不在，十方目前。
极小同大，忘绝境界。
极大同小，不见边表。
有即是无，无即是有。
若不如是，必不须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但能如是，何虑不毕。
信心不二，不二信心。
言语道断，非去来今。
    程伊川（颐）的名著《四箴》，除了发挥孔子的仁学以外，所有内外功用的内义，大如套用志公禅
师等的偈颂相似，恕文繁不录，容待以后有机会，另作专题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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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代序举办宗教哲学专题讲演的旨趣(代  序)                                刘  真    近两年来，政大教育研究所经常每周
举行学术讲演一次。
讲演的范围，甚为广泛。
举凡与教育有关的各种问题，如政治、经济，杜会、历史、心理等无不涉及。
我的意思，就是希望研究所的同学，能够具备多方面的知识，不要专在教育本身这门学问内兜圈子。
  因为教育与任何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对宇宙、人生、杜会了解愈多、愈深，则对教育问题看
得愈客观、愈真切。
    不过，教育究竟系以“人”为主体。
也可以说，教育乃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精神交感作用。
故欲求教育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必须施教者自身先具有高尚的人格。
我国古来之所以特重“人师”与“身教”，理即在此。
    基于这种原因，所以教育研究所计划从本学期起，在一般性的学术专题讲演以外，开始举行一系列
的。
宗教哲学。
方面的专题讲演。
今日对杜会影响力较大的各种宗教，敦请大家平素所最敬佩的宗教家或富有研究的学者，作若干次专
题讲演。
我井非要研究所的同学将来成为某一宗教的信徒，而只是希望各同学在听过讲演之后，对其立身治学
能获得在一般学问中不易获得的启示和见解。
    我自幼生长在一个宗教气氛非常浓厚的家庭中，但迄今我尚非任何一种宗教的教徒。
  虽然如此，我总觉得一个人能够多读几本宗教书籍或多听几次宗教讲演，一定会在有形或无形中，
可以得到不少的益处。
    目前杜会上，由于物质文明的不断进步，若干人常不免一味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
但以个人收入有限，而物欲无穷，遂产生种种不良的风气。
对于造成这种不良风气的少数不肖分子，固须“齐之以刑”；但就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来讲，则“道
之以德”，似更为重要。
    关于“道之以德”的方法，自然应该加强学校的伦理教育；但在伦理教育之外，如果对一般人尤其
是教育工作者，能于其生命中多少灌输一点宗教的意识，使他们性灵上得到一种启示，从而了解人生
不仅要注意物质生活，而且更要重视精神生活。
物质生活的满足，常须仰赖于外力；精神生活的满足，则可求之于内心。
一个具有高度宗教修养的人，不但不屑措意于世俗的荣辱得失，声色贷利；甚至对最重要的生死关头
，也都看得很轻。
    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自系以儒家思想为基干。
  而儒家思想中之天人合一观念，何尝与宗教思想没有相通之处?故有些国家常视我们的儒学为儒教；
而我国古代大儒，其传道、弘道乃至殉道的精神志节，亦可与若干宗教家相媲美。
宋代理学家二程兄弟向周濂溪问学时，濂溪所言甚少，仅勉以应“寻孔颜乐处”。
我们细细体味此寥寥数字，含蓄着何等恢廓坦荡、超然物外的境界!这岂是一般仅仅记诵章句，如今日
之徒知致力于书本知识者所能企望于万一?所以我常以为，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大儒，他们本身也许没
有任何宗教的信仰；但是他们的立身行事，却于无形中表现了宗教家那种崇高的人格与献身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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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禅宗与道家》由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撰写的《禅宗与道家》原名《禅与道概论》。
佛教将“戒”（戒律）、“定”（禅定）、“慧”（智慧）称之为“三学”，认为一切法门尽摄于此
，应当精勤修学。
这中间，戒、定属于修行实践，慧属于教理思维。
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台北时，曾以“如何修证佛法”为主题，对学生开设系列讲座，前后凡二
十八次。
这些讲座的内容，经记录整理，便形成了本书（初名《融会显密圆通修证次第》）。
书中以“见”（见地）、“修”（修证）、“行”（行愿）为重点，以《得严经》、《法华经》、《
增一阿含经》、《起世经》、《华严经》、《瑜伽师地论》、《现现在严论》、《宗镜录》、《指月
录》、《密宗道决策广论》、《菩提道次第广论》等佛典为资料，对佛教的修持方法作了简洁明了的
阐述。
既有要点提示，又有例证说明。
问世以后，不仅在海峡两岸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且被译成英文，流传于西方国家。
兹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授权，将考古最新版（2001年1月第2版第20次印刷），
校订出版，以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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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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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