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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大宗派，独特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曾对古代社会的
朝野人士，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使之与中国思想文化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研究禅宗的形成、发展和演化，探求它在各个时期的特点，也因此而成了学术研究领域的一大课题。
本书是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撰写的一部介绍早期禅宗的人物和史事的著作。
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甚便初学者阅读。
兹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授权，将老古1994年版校订出版，以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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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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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度中毒　只履西归　　圣贤的应世，都为济物利生而立志。
但圣贤的事业，都从艰危困苦中而树立，甚至赔上自己的性命，也是意料中事。
达摩大师看到当时印度佛教文化，已经不可救药，看到中国有大乘气象，可以传佛心法，所以他便航
海东来，在中国住了九年。
而且在短短的九年之中，大半时间还是终日默然在少林寺面壁而坐。
如此与世无争，为什么还有些人想尽办法要谋害他?这是所为何来呢?　　有一次，某大学一位哲学研
究所的学生问我：“学禅学佛的人，起码应该是看空一切。
为什么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为了衣钵，还要犹如避仇一样地逃避争夺的敌对派?这样看来，又何必学佛修
禅呢?”这与达摩大师来传禅宗心法，为什么还有人要五、六次谋害他，都是同一性质的问题。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号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本来就有这样丑陋而可怕的一面。
古语说“文章是自己的好”，所以“文人千古相轻”，争端永远不息。
这所渭的文人，同时还包括了艺术等近于文学的人和事。
其实，岂但“文人千古相轻”，各界各业，乃至人与人之间，谁又真能和平地谦虚礼让呢?所以“宗教
中千古互相敌视”，“社会间千古互相嫉恨”，都是司空见惯，中外一例的事。
人就是这样可怜的动物，它天生具有妒嫉、仇视别人的恶根。
倘使不经道德学问的深切锻炼与修养，它是永远存在的，只是有时候并未遇缘爆发而已。
况且还有些专讲仁义道德和宗教的人，学识愈深，心胸愈窄，往往为了意见同异之争，动辄意气用事
，乃至非置人于死地不可。
佛说“贪、嗔、痴、慢、疑”五毒，是为众生业障的根本。
妒嫉、残害等心理，都是随五毒而来的无明烦恼。
道行德业愈高，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所谓“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也包括了这个道理。
印度的禅宗二十四代祖师师子尊者，预知宿报而应劫被杀。
后世密宗的木讷尊者，具足六通，也自甘为嫉者饮毒而亡。
此外，如耶稣的被钉十字架；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饮毒受刑；孔子困于陈、蔡，厄于鲁、卫之间
，其所遭遇的艰危困顿，唯仅免于死而已。
达摩大师最后的自愿饮毒，对证他所昭示的“四行”的道理，可以说他是“心安理得”，言行如一。
后来二祖神光的临终受害，也是依样画葫芦。
　　其次，关于达摩大师的下落，在中国禅宗的史料上，就有好几种不同的传说，最有名的便是“只
履西归”的故事。
据宋本《传灯录》祖师及西来年表的记载，当梁大通二年，即北魏孝明武泰元年，达摩大师以“化缘
已毕，传法得人”，遂自甘中毒而逝，葬熊耳山，起塔(即世俗人之坟墓)于定林寺。
记云：　　“北魏宋云，奉使西域回。
遇师于葱岭，见手携只履，翩翩独逝。
云间师何往?师曰：西天去。
又谓云曰：汝主已厌世。
云闻之茫然，别师东迈。
暨复命，即明帝已登遐矣。
迨孝庄即位，云具奏其事。
帝令启圹，唯空棺，一只草履存焉，”　　其次，僧念常著《佛祖历代通载》，关于达摩大师的死生
问题，曾有论曰：“契嵩明教著《传法正宗记》，称达摩住世凡数百年，谅其已登圣果，得意生身，
非分段生死所拘。
及来此土，示终葬毕，乃复全身以归，则其寿固不可以世情测也⋯⋯”但念常的结论，对于明教法师
的论述，并不谓然。
如云：“故二祖礼三拜后依位而立，当尔之际，印尘劫于瞬息，洞刹海于毫端，直下承当，全身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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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通玄峰顶，不是人间。
’入此门来，不存知解者也。
乌有动静去来彼此时分而可辩哉!”　　又：盛唐以后，西藏密教兴盛。
传到宋、元之间，密宗“大手印”的法门，普遍弘开。
而且传说达摩大师在中国“只履西归”以后，又转入西藏传授了“大手印”的法门。
所以认为“大手印”也就是达摩禅。
禅宗也就是大密教。
　　　　天嘉二年(公元五六一年)，他在定中感应到过去的七佛和他同在，释迦在前，维摩在后。
唯有释迦屡次回头对他说：“你要递补我的位置。
”　　陈太建元年(公元五六九年)，大士示疾，入于寂灭。
世寿七十三岁。
当时，嵩头陀已先大士入灭，大士心自知之，乃集诸弟子曰：“嵩公已还兜率天宫待我。
我同度众生之人，去已尽矣!我决不久住于世。
”乃作《还源诗》十二章。
　　傅大士《还源诗》：　　“还源去，生死涅盘齐。
由心不平等，法性有高低。
　　还源去，说易运心难。
般若无形相，教作若为观。
　　还源去，欲求般若易。
但息是非心，自然成大智。
　　还源去，触处可幽栖。
涅盘生死是，烦恼即菩提。
　　还源去，依见莫随情。
法性无增减，妄说有亏盈。
　　还源去，何须更远寻。
欲求真解脱，端正自观心。
　　还源去，心性不思议。
志小无为大，芥子纳须弥。
　　还源去，解脱无边际。
和光与物同，如空不染世。
　　还源去，何须次第求。
法性无前后，一念一时修。
　　还源去，心性不沉浮。
安住王三昧，万行悉圆修。
　　还源去，生死本纷纶。
横计虚为实，六情常自昏。
　　还源去，般若酒澄清。
能治烦恼病，自饮劝众生。
”　　新语云：傅大士生于齐、梁之际，悟道以后，精进修持，及其壮盛之年，方显知于梁武帝，备
受敬重。
而终梁、陈之间，数十年中，始终在世变频仍、生灵涂炭、民生不安中度过他的一生。
但他不但在东南半壁江山中，弘扬正法而建立教化，而且极尽所能，施行大乘菩萨道的愿力，救灾济
贫，不遗余力。
当时江左的偏安局面，有他一人的德行，作为平民大众安度乱离的屏障，其功实有多者。
至于见地超人，修行真实，虽游心于佛学经论之内，而又超然于教外别传之旨，如非再来人，岂能如
此。
中国禅自齐、梁之间，有了志公和傅大士的影响，因此而开启唐、宋以后中国禅宗的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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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傅大士者，实亦旷代一人。
齐、梁之间禅宗的兴起，受其影响最大，而形成唐、宋禅宗的作略，除了以达摩禅为主体之外，便是
志公的大乘禅，傅大士的维摩禅。
也可以说，中国禅宗原始的宗风，实由于达摩、志公、傅大士“三大士”的总括而成。
僧肇与竺道生的佛学义理思想，但为中国佛学思想超颖的造诣，与习禅的关系不大，学者不可不察也
。
后世修习禅宗者，如欲以居士身而作世出世间的千秋事业，应对于傅大士的维摩禅神而明之，留心效
法，或可有望。
如以有所得心，求无为之道，我实不知其可也。
　　附：有关傅大士的传记资料　　太建元年，岁次己丑，夏四月丙申，朔，大士寝疾，告其子普建
、普成二法师曰：“我从第四天来，为度众生。
故汝等慎护三业，精劝六度，行忏悔法免堕三涂。
二师因问曰：脱不住世，众或离散，佛殿不成，若何?大士曰：我去世后，可现相至二十四日。
乙卯，大士入涅盘，时年七十三，肉色不变，至三日，举身还暖，形相端洁，转手柔软。
更七日，鸟伤县令陈锺耆来求香火结缘，因取香火及四众次第传之，次及大士，大士犹反手受香。
沙门法璇等曰：我等有幸，预蒙菩萨示还源相，手自传香，表存非异，使后世知圣化余芳。
初，大士之未亡也，　　语弟子曰：我灭度后，莫移我卧床，后七日，当有法猛上人将织成弥勒佛像
来，长镇我床上，用标形相也。
及至七日，果有法猛上人，将织成弥勒佛像，并一小铜钟子，安大士床上。
猛时作礼流泪，须臾，忽然不见⋯⋯。
太建四年(公元五七三年)九月十九日，弟子沙门法璇、菩提智瓒等，为双林寺启陈宣帝，请立大士，
并慧集法师、慧和阁梨等碑。
于是，诏侍中尚书左仆射领大著作建昌县开国侯东海徐陵为大士碑。
尚书左仆射领国子祭酒豫州大中正汝南周弘正为慧和阁梨碑(以上资料，皆取自唐进士楼颖撰述。
徐陵碑文，取材略同，并无多大出入，均为可信)。
　　　　然禅用为显，属在神通。
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结为凝酥，过石壁而无壅，擎大众而弗遗。
”　　这是说明由东汉安世高、西晋法护翻译禅经，以及晋代佛驮跋陀的再传禅定的修法以来，因修
禅定而证得神异等的奇迹，遂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事业，影响大增。
　　东晋以后有关习禅的史料与论评　　在东晋的时期，除了佛驮跋陀的传译禅定修法与译出六十卷
《华严经》以外，鸠摩罗什也同时传授禅法。
唐代高僧道宣律师著《续高僧传》，他对于有关习禅者的论评说：　　“自释教道东，心学唯鲜。
逮于晋世，方闻睿公(僧睿)⋯⋯时译《大论》(《大智度论》)有涉禅门。
因以情求，广其行务。
童寿(鸠摩罗什)宏其博施，乃为出《禅法要解》等经。
　　自斯厥后，祖习逾繁。
昙影、道融，厉精于淮北；智严、慧观，勤心于江东。
山栖结众，则慧远标宗(净土宗)；独往孤征，则僧群显异。
”　　这是概论东晋以后的风气所扇，习禅者愈来愈多的情形。
从此以后，历经宋、齐、梁、陈，佛教的弘开和修习禅定的风尚，更加普及，上至帝王大臣，均偃然
从风。
至于北魏情形，《魏书·释老志》及司马温公所论甚详，不及备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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