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脚下光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脚下光明>>

13位ISBN编号：9787508051628

10位ISBN编号：7508051629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华夏

作者：东北

页数：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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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下光明>>

前言

　　人类的双脚曾为人类创造了无量的奇迹。
但是人们不曾想到过脚会同光明连在一起。
事实上人的脚确实可以和光明连在一起。
当一个人了知到人有无限的可能时，双脚非但可以和光明连在一起，而且可以发射出无量的光明。
当人的双脚可以放射出光明时，地心的引力会消逝在脚的光明中，时间空间都会消逝在这脚下的光明
中。
如是之说仅仅是脚下光明的小奇迹而已。
　　对于不相信脚下会有光明的人，这些小奇迹已是匪夷所思，已是超越科学的幻想，是绝不可能的
事。
但是要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中没有什么事是绝不可能的。
人类的幻想在历史中一次一次地成为真实。
昨天的不可能，今天就成为可能。
这是经常发生的。
　　事实是，凡是能被想到的事，早已就发生过。
凡所发明的，早已是事实。
没有什么东西可被新发明，不过是重新经验到而已。
　　脚下光明也是如此，并不是创新的说法。
人类历史上的圣人一再证明的就是脚下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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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脚下光明也是如此，并不是创新的说法。
人类历史上的圣人一再证明的就是脚下光明。
圣人所追求的是脚下光明。
圣人所修习的是脚下光明。
圣人所教导的是脚下光明。
圣人所护持的也是脚下光明。
    释迦牟尼佛就是学习脚下光明、证悟脚下光明、教导脚下光明的人天之师。
释迦牟尼佛将此脚下光明法名为“了一切诸法根本三味”，简称为“诸法根本三昧”。
此“诸法根本三昧”是一切诸佛所证，一切菩萨所行之法。
此诸法根本三昧即是脚下光明法。
    六祖慧能也广传此脚下光明法。
其幼年特殊的特殊命运使得他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就已进入了准确的修行。
慧能为了生活不得不长途跋涉，大量走路。
为了安全他不得不觉知。
就是这样时时刻刻地觉知走路中，慧能脚下升起了无限光明。
慧能乘其光明，往来无量诸佛刹土中。
以此不可思议功德，慧能被五祖选为传人，成为中国禅宗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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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东北，吉林长春人，早年潜心慕道，读遍道藏经典，于老子的清净无为深有领悟。
此后有缘听到《金刚经》梵唱，受到难以言喻的震撼。
在读遍佛藏经典后，又深入实修般若观照。
以其不可思议的因缘，契入了甚深秘义及其至简之法。

    东北认为，真实的修行应将甚深理论圆满的落实在生命的举首投足中。

    作者与有缘人分享的是，只有成就无上之道，才能明了自性的真实与庄严。
只有开启甚深智慧，才能展现内心的祥和与慈悲。

    东北时常举办各种课程，同有缘人分享开启甚深智慧的般若观照，弘扬中华文化的精髓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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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祖坛经　　风幡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宝　辑　　行由品第一　　时。
大师至宝林。
韶州韦刺史（名璩）与官僚入山请师出。
于城中大梵寺讲堂。
为众开缘说法。
师升座次。
刺史官僚三十余人。
儒宗学士三十余人。
僧尼道俗一千余人。
同时作礼。
愿闻法要。
　　于公元六七七年，慧能大师到宝林寺。
宝林寺是现在的南华寺。
南华寺位于现在广东韶关市南六十里处。
当时的韶关名为韶州，归曲江县管辖。
现在从韶关乘车一时即到。
　　韶州的州长当时名为刺史，姓韦，名璩。
与他的同僚请六祖大师到韶州城中大梵寺讲堂，为大众讲演诸佛顿教秘法。
　　六祖大师依传统仪式登入高座。
此时刺史及他的同僚三十余人。
名儒学士三十余人，比丘比丘尼，道士以及在家居士共一千多人。
同时向大师顶礼问讯，希望得知诸佛所护一脉相传的无上甚深微妙法。
　　大师告众日。
善知识。
菩提自性。
本来清净。
但用此心。
直了成佛。
　　六祖大师于宝座上坐下后对大众说，诸位大德，众生本具心性，也就是佛性或是菩提自性。
此自性不生不灭。
众生下地狱时，此自性不会丝毫减少。
当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时，也不会有丝毫增加。
此自性不可污染，也不可令它更清净，因为其菩提自性本来清净。
修持者欲得成佛，须知佛已在心中。
佛即是自己的清净本性。
此本性百千万万亿劫未曾刹那离开过自己。
自性如如不动，无始以来未曾增减，这就是所有修持者梦寐以求的清净本性。
众生所追求的清净本性不是来自外在，而是早就存在于自己内心之中。
此自性不可能被人为加工出来或以特殊方式制造出来。
此自性既不可用金钱买，也不可用福德换。
因为此清净自性不可以有相得，不可有为求。
　　凡夫与诸佛菩萨的内在佛性是一样的，只差对此自性清楚与不清楚。
若对菩提自性不清楚就是凡夫，圆满清楚此菩提自性就是诸佛。
清楚此自性的路名为菩提路，行此菩提路就是心中升起光明。
若欲心中生起光明，须知光明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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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光明的起点就是自己的双脚。
若能于双脚下升起光明，即可疾得无上菩提。
双脚升起光明的过程名为但用此心。
只要于行走中但用此心，令其心念念清明，如是不起一念，不失一念，即会升起脚下光明，依此光明
可直接明了自心，如此明了自心即可见自己菩提自性本来清净。
只此本来清净即可疾得无上正等菩提。
所以祖师们将若能不起一念即可向脚跟下顿亡知见，称为可与祖师把手共行。
禅宗祖师的知见是于脚下光明升起时消亡的。
　　善知识。
且听。
慧能行由得法事意。
慧能严父。
本贯范阳。
左降流于岭南。
作新州百姓。
　　六祖说，诸位大德，我这么说也许不大好理解。
我自己就是这样明心见性的。
现在请诸位大德听一听，我是如何由一介不识字的樵夫而能得见清净本性，成为如来家业继承者的过
程。
　　慧能的祖父祖母本是范阳农民，晚年得子甚为珍爱。
因家中小康，所以努力栽培以望成才。
卢行瑶聪明伶俐，不负父母所望，于大举之年名列榜首，成为状元，后于朝中任官。
但因他廉洁公正，触怒同僚，终于难逃贬谪之命运，被流放到广东岭南新州做平凡百姓。
　　卢行瑫在慧能一至三岁时期的管教甚严。
是为了让慧能可以为百姓服务，可以为朝廷效力，得以光宗耀祖，完成自己未能完成的心愿。
　　此身不幸。
父又早亡。
老母孤遗。
移来南海。
艰辛贫乏。
于市卖柴。
　　慧能之父卢行瑶为官期间，因不愿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所以屡遭迫害。
先后几次被罢官，最后被贬，流放岭南。
卢行瑶因心中悲愤难抒，积劳成疾，于慧能三岁时吐血而死。
　　卢行瑶死后，就剩下慧能和他母亲，没有其他亲友，无所依靠。
慧能于幼小时就已饱尝人间凄苦。
因不堪欺侮，只好搬至更加荒凉的沿海近山偏僻之处。
　　慧能母亲李氏也是才女。
见到丈夫所受之迫害，悲泣不已，很快双目失明。
慧能的母亲认为家中不幸都是因为读书识字而起，所以将家中书籍烧尽，不许慧能读书识字。
　　从三岁至十岁，慧能的童年期间是在难以想象的艰辛与困苦中度过的。
为了维持生存，慧能只好于十岁许就人山砍柴。
再挑柴到城里变卖。
以此微薄的收人买米买盐，勉强与母亲熬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金刚经》经文开始处有佛同所有弟子于孤独园，经十几里路走向舍卫大城乞食的描述。
这是佛在讲修持者须跟随佛经由漫长的走路训练，方可进入佛的智慧大城。
　　慧能用“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暗指他不得不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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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习走路。
这与《金刚经》中佛用故事暗喻学佛就是学习走路，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知慧能对《金刚经》的
领悟之深。
　　时有一客买柴。
使令送至客店。
客收去。
慧能得钱。
却出门外。
见一客诵经。
慧能一闻经语。
心即开悟。
　　山上原本没有路。
慧能走的时日多了，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那幼小的身躯随着山风的吹拂也渐渐高大起来。
说身形高大是同十岁时相比，其实并非高大。
以一般标准而言，慧能的身材算是偏低偏小的。
这也许是因生活艰辛贫乏，或是日日背负重柴所致。
　　慧能虽然身材较小，但筋骨壮实，因此力气不小。
日夜交替，寒暑往来，不知不觉，慧能已三十三岁了。
　　三十三岁的慧能，虽然不修边幅，但他内心清净。
虽然他衣着破烂，但他内心庄严。
虽然几乎一贫如洗，但他内心无限富有。
虽无世间朋友，但却与山河大地，动物植物，亲密无间。
在慧能的生活里，白天是彩色的世界，晚上是彩色的梦。
这一切都是慧能于砍柴的生涯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
　　这几日慧能的彩色梦更加不可思议。
白天的世界也更加亮丽。
慧能知道又有新的奇迹将要发生。
　　慧能今日下山较早，还未到城中就已被人将柴买去。
慧能将柴送至所需客店中。
店主付给慧能柴钱，并说这样的柴每天可以定时送来。
慧能得钱，谢过店主后，刚欲出门，却举步不前。
店主便过来问慧能，小哥还有事吗？
慧能说，这是什么声音？
店主说这是我的朋友在诵经。
慧能便慢慢地循着诵经声来到一扇窗前。
　　此时诵经的人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慧能听到这句经文，一股如雷似电的能量霎时充满全身。
这三十三年中他百思不解的疑难全都消失了。
他一直没有做到的事此时发生了。
他清楚了，明白了。
他找到了一切生命所能找到的最珍贵的宝藏。
他终于清醒了，泪水夺眶而出。
明白走路的慧能找到了走路的经典，脚下光明的人遇到了足下千辐轮，内心展现智慧的人来到了无上
智慧的释迦牟尼佛面前。
　　遂问客诵何经。
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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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经。
复问。
从何所来。
持此经典。
客云。
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
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
门人一千有余。
我到彼中礼拜。
听受此经。
大师常劝僧俗。
但持金刚经。
即自见性。
直了成佛。
　　慧能的奇特行为与反应，强烈地吸引了店主。
店主被慧能的行为所吸引，默默地跟在后面。
店主无法了解一个砍柴的樵夫居然对诵经声有这么强烈的反应，看到慧能听经听得泪流满面，自己也
十分感动。
　　这时慧能问客人，先生刚才诵的是什么经？
客人说，是《金刚经》。
慧能又问，请问先生是从什么地方得到此经？
客人说，我从蕲州黄梅县的东禅寺得到此经。
东禅寺的住持是当今禅宗五祖弘忍大师的道场，有一千多人跟随五祖学习顿教秘法。
我也曾前往东禅寺参拜五祖，听受此《金刚经》。
　　五祖大师经常劝告出家僧人及在家居士，只要经常奉持读诵《金刚经》，即可升起内心光明，依
此光明彻见真如自性，直了成佛。
　　慧能闻说。
宿昔有缘。
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慧能。
今充老母衣粮。
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
慧能安置母毕。
即便辞违。
　　慧能从走路中升起脚下光明，现在他和《金刚经》如此相应。
慧能已知《金刚经》是讲走路光明的经，而五祖弘忍宣讲《金刚经》，就是在宣讲脚下光明。
又从那位居士口中得知依此而修可以直了成佛。
在此之前慧能不知什么是佛，更不知如何成佛，也没有想过要成佛，但此时一听可以直了成佛，身心
又如被强电电击一般，恨不得立即飞到五祖身边。
但路途遥远，家中尚有瞎眼老母，因而心中百般思量该如何安排。
此时店主及围观之人无不同情赞叹慧能。
也因慧能宿世有缘，有一客人取白银十两送与慧能说。
你可先安顿老母，然后再速去拜见五祖。
　　慧能立即回家，将母亲所需准备好后，便辞别母亲，出发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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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脚下光明（六祖坛经探秘）》以金刚心与金刚经相应，以智慧与光明相合，这是从未被揭示的
，每个人都可行的光明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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