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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开悟、智慧、禅公案　　人类有感觉器官，而产生了知觉，经由求生存和能生活的一切活动，其
结果是产生了以“后验”为主的知识；人类更有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理性本能和器官，以“恩之思之，
鬼神通之”的逻辑思维，在积累的经验知识的基础上，开拓了想象的理性空间，创建了经验知识之外
的理性知识和科学世界。
　　自古以来，人类亦具有不同于上述二者的智能，它完全不同于知觉经验和思维想象，那就是开悟
所得的大智慧，其特別之处是见闻觉知所不能到，思索智力决不能通，语言文字亦不能确切形容道出
的，如佛曰“不可说、不可说”；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强名之曰道”；
庄子所寓言的“至人”、“真人”、“神人”的境界，均非知觉思维所可达到，只有开悟成功的“顿
悟”、“彻悟”，才能“潜符默证”，得到圆满至极、无欠无余的“大圆镜智”，而见于宗教和哲学
者，尤以释迦牟尼佛所悟的最伟大、最真切、最圆融，所以佛陀是大觉者，其说法和行道四十九年，
都是彻悟所得。
开悟而可通于知觉思维方面，以便于向囿于知觉思维的众生说法施渡。
孟子的所谓“而一旦豁然贯通焉”，世俗的“开窍”，即开晤之谓。
可以说开悟高于知觉、思维，而又通于此二者而有以济其穷，感觉思维所得的是知识技艺，而陪得的
则为智慧，有时且可不外于知识技艺。
　　什么是开悟而达的“顿悟”、“彻悟”？
即我们于所遭遇的疑难、困惑等等，竭尽了一切觉知的经验知识，和可以作为的种种努力，以及思维
判断的方法智慧，而无法解决之后，突然因某种外在情景的突发刺激之下，而豁然贯通了，开窍了，
如梦之忽觉，暗之突明，愚而得智，于前之疑难、困惑，无不明白，无不贯通而得解决之道。
神奇而不可思议的是，由迷至悟，由愚至智既无界线可区分，又无时机可把握。
其基本的是每一个体具有的潜能为主因，以所知觉思维不能解决的疑难、困惑为范围，久久在念，形
成气机的凝聚，于某个无法预知的时间地点由某种外缘的刺激和引发，而顿悟、彻晤（详见下文贰：
“佛性的阐明”）。
其与觉知、思维最大不同之处，是“直感的”、“直觉的”、不知其然而然的。
“顿悟”、“彻晤”所得的是智慧“一通百通”，“一了百了”，如大圆镜的高悬，照鉴了一切，通
晓了事理而无碍，且能由体起用。
知觉、思维及所得，相形见绌。
　　禅宗是源出佛教的教派，其后如蛹的蜕变成蝶，与佛教各派划清界限而独立，自称“宗门”，称
其他各派为“教下”*，全体的禅人，无一不以求开悟为目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基本、全
体的信念。
以开悟成佛的基本观念作为观照，可得出其下述的特点：　　一、自力求悟，不从他力。
不似佛教的重佛、法、僧三宝。
　　二、惟重本来具足的佛性，直至自悟，无一定的悟道方法，故不重视佛教戒、定、慧的定法，即
所谓“逢缘悟达”，故可见桃悟道，被棒被喝、闻雷闻青蛙入水，晒太阳、嗅厕臭等而得开悟。
　　三、禅宗认为自己开悟了，便与佛无异，故不必视佛为偶像，而且多有呵佛骂祖之言。
其实这不是不敬，而是在扫除“圣瑞”，以免禅人“分凡分圣”，起了“分别心”，或贪求心，蔽障
了开悟的契机。
深入一层，方知如此亦是报佛恩。
　　四、禅师、耆宿以其开悟的经验，接引学人的开示，不但是经验谈，而且——从其胸臆中流出，
“垂一言半语，不是心机”，不许走上思而知，虑而解的理路上，只许你会，不许你知，要“如愚如
鲁”，甚至有默然无语和扬眉瞬目、举拳抚掌等等的肢体“语言”，只能参悟，不能讲说，故谓之参
话头、参公案，统称之为参禅。
　　关于话头、公案以至如何参法等等都在下文“禅宗的公案”中作了颇详的阐述。
就禅人的开悟而言，是因前人、他人之悟，以开己之悟。
公案有如定谳的案例，就禅师耆宿而言，乃给与学人的参究“题目”，以之勘验所得的正偏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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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公案是禅人求道和悟道的智慧结晶和蕴藏的宝库。
公案一般简单之至，全无长篇大论，极短的只有只字、片语，正所谓“快人一语，快马一鞭”；但又
奧义深藏，不许道破，亦不许如经疏的注解，而且宗师的开示，学人的问话，无彼此的往复讨论，故
其难亦如“蚊子上铁牛”。
如果像胡适之一样以历史的考据法，理性的逻辑法求之，其结果必然是鲜有所得而成为门外汉。
例如：　　药山久不升座，院主白云：大众久思亦诲，请和尚为众说法。
　　山令打钟，众方集，山升座，良久，便下座，归方丈。
　　主随后问：和尚适来许为众说法，云何不垂一言？
　　山云：经有经师，论有论师，争怪得老僧！
（从容录·第七则。
解见下文“肢体呈机类”公案第九则）　　这则公案，如何能以思想方法，语意语法求解？
　　笔者不敏，以禅学的“知解”，于相传一千七百则的公案中，拈出百则，分为十大类，注明出处
，简介公案拈出的禅师，参求公案的内涵，明其慧识的“向上一路”之后，转而以其智慧的光辉照烛
“向下一路”的世俗事理，期破暗启明解粘去缚而得大自在。
公案是禅师耆宿的智慧宝藏，更是中国人和文化胎育下的智慧凝聚，以之为天下人作荫凉，是执笔时
的最大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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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人文价值和真理价值的字眼，它所包含的大智慧是见闻觉知不能到、思
维智识不能通、语言文字所不能表达的超越心智的境界，为一代代文化精英所追寻。
  　本书作者杜松柏先生，以其禅学修为，于1700则流传的公案中，拈出百则，分为十类，注明出处。
向上明其慧识，向下照烛世俗事理，于人生的困惑、苦难颇具破暗启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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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壹　禅宗的特性　　禅宗是佛教的一宗派，也是世界宗教中的特殊教派，简单地说，它是凭借个
人的自力，发挥本具的潜能，以求开悟，“悟解心开”之后，立地成佛，成为与佛陀无差异的大觉者
，得到无欠无缺的大智慧。
在基本的区隔上，悟与迷是相对立的，迷如迷梦，悟则脱出迷梦，得见真实；经由悟而得到的大智慧
，正如照透黑暗的灯光，又如破除迷雾的烈日，消除了所有的遮蔽，一切真实和本来，如实地呈现；
同系一人，迷的前一刻是凡夫，悟后的一刻则是圣者、是佛；迷与悟之间，又无明显界限，而界限却
又如“铁围山”，无数的人终生限隔在这无有形迹的铁围山中，不能超越脱出，一生一世都是凡夫，
如庄子所说的：“大愚者终身不灵。
”　　佛教的许多宗派，都以开悟为目的，唯有方法和修行的方式不同。
各宗基本上都遵守佛陀的教法，以戒、定、慧的修持之道，而形成各自的修行之法，并由僧侣加以护
持、传授，由此形成了同中有异的各大宗派。
各宗所主张的开悟大致分为解悟和证悟：解悟为解知佛陀宣示之理，证悟为依其修行之法，而体达其
理。
　　以开悟的目的而言，禅宗是开悟成佛，正如众所周知的四句偈语所云：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
。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见性成佛”乃指经“明心见性”而达成佛教最高境界即成为佛。
佛乃佛陀梵文之汉语音译的简称，基本的意是觉者、智者，也指诸佛和已证悟成佛者的总称。
禅宗的成佛强调觉悟，而不重佛的果位。
因为由原始佛教至传到中国的大乘佛教的各教派，大都崇拜释迦牟尼；认为佛陀只有他才能当之，而
不敢僭越，僭越了便是大不敬；禅宗有呵佛骂祖的习气，“圣谛亦不为”的“不落阶级”，即不分凡
分圣。
而把佛认为是最高的果位，不是落在阶级上了吗？
而且开悟之后，所得的是与释迦牟尼同样圆满的智慧，也不必以佛为最高果位了。
简而言之，禅宗的开悟成佛，是得到如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大智慧，其形象化的形容词为“大圆镜智”
，在人与道合这一宗教层次上，是无欠无余，如大圆镜的圆满。
　　解悟是解知佛陀宣示的教理，如原始佛教的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及以后的大乘经典。
这些经典很多玄奥难解，如唯识论；有的卷秩繁浩，一部论有达一亿多字的。
求解悟因而非常困难，纵然解悟了，也只是言语议论所能了解的知识层面，而不是自己的开悟，所得
的不是无上的智慧。
禅宗不太看重解悟，认为“依经解义，三世佛冤”。
但也不许悖离经义，故而又说：“离经一字，便同魔说。
”似乎两相矛盾，其实不然：首先开悟要有形而上的理念引导，需要佛陀基本的教法作为导向或意念
，以知有向上事；禅宗很多的宗师，也精研经典，例如先期依《楞伽经》和后期依《金刚经》；只是
禅宗大多数宗师认为依经解义，会成为一种理障或“陷溺”，往往影响开悟，即所谓“思而知，虑而
解，鬼窟里做活计”。
曾有一位未开悟的祖师在看经，已开悟的弟子作偈语开导道：　　蝇爱光明纸上钻，不能透过几多难
。
忽然撞着来时路，始信平生被眼迷。
　　意谓看经求义，反而迷失了自己的开悟，障蔽了“道眼”。
临济创派的临济大师便说：“经是拭不净的纸”。
即系此意，因为只从经义上求悟，而忘记了向自己求，乃舍本而逐末，反而“可怜无补费精神。
”此也是禅宗“不立文字”之意。
　　证悟乃由佛陀宣示的修行方法而得开悟，这当然是具体的、经验的，甚至是佛教世代传承的共法
，其基本的法门便是戒、定、慧，由此入门、修持而至开悟，是为证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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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际的意义是依照这一修持的共法，修行者以自己的用功、实践，形成突破，加上佛陀的福庇，僧
师的加持，即自力结合了他力，得到开悟。
禅宗基本上不废此法，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此法，所以也多受戒、打坐。
承认这是基本法，但不以为是究竟法。
因为上述的修持功夫，是有为有作，其效用是有限的，悟与不悟的究竟不在此处。
临济大师见门徒打坐修定，便用拄杖打起并指斥道：“打什么瞌睡？
”纵然不足打瞌睡，也会有东想西想，意念纷驰；或一念不起，心如枯木死灰的两种情况，这都在反
对之例，故云：“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
”又临济道：“道不用修，但莫污染。
”就悟道之后而言，悟道是悟的结果，“本来现成事，何必待商量”。
修持与开悟没有必然的关系，修道的人如恒河沙数，悟道的却如凤毛麟角，一部《景德传灯录》的开
悟禅人，算一算真是屈指可数。
再就临济本人的开悟经过而言，《景德传灯录》卷十二的记载如下：　　⋯⋯初在黄蘗，随众参待，
时堂中第一座勉令问话，师（临济义玄）乃问：如何是西来的的意？
黄蘖便打，如是三问三遭打。
遂告辞第一座云：早承激劝问话，唯蒙和尚赐棒，所恨愚鲁，且往诸方行脚去。
上座遂告黄蘖云：义玄虽是后生，却甚奇特，来辞时，愿和尚垂提诱。
来日，师辞黄蘖，黄蘖指往大愚。
遂参大愚，愚问曰：什么处来？
曰：黄蘖来！
曰：黄蘖有何言教？
曰：义玄亲问西来的的意，蒙和尚便打，如是三问三被打，不知过在什么处？
愚日：黄蘖恁么老婆，为汝得彻困，犹觅过在！
师于是大悟，云：佛法无多子。
愚乃掐师衣领云：适来道我不会，而今叉道无多子，是多少来？
是多少来？
师向愚肋下打一拳，愚托开云：汝师黄蘖，非干我事。
师却返黄蘖，黄蘖问云：汝回太速生！
师云：只为老婆心切。
黄蘖云：遮大愚！
老汉待见，与打一顿。
师云：说什么待见，即今便打，遂鼓黄蘖一掌。
黄蘗呤呤大笑。
　　这是临济的开悟经过，真见不到修持的功夫何在？
又与开悟有何关涉？
黄蘖问“西来意”，乃问达摩西来中土，明确的意义何在？
并非问高深的佛家奥义；黄蘖于这一明白简单的问题，不予言语解释，反而三问竟三次棒打；临济不
解何以被打，只寻觅自己提此问的过失何在，失望之余，辞别去作参访的行脚僧。
往参大愚时，大愚指点黄蘖的三次捧打，乃是如此的老婆心——大慈大悲，为的是要令临济的得“彻
困”——彻底的开悟，还觅什么过失？
临济竟然在如此情况下大悟了，竟然说“佛法无多子”——佛法没有什么、并没有多少。
昔迷今悟的巨大差别遂显示出来：向大愚肋下打一拳，表示所悟得的不可落于言说之意；鼓黄蘖一掌
，是泯除了大愚、黄蘖二人的差别，且寓有佩服感激。
黄蘖被鼓一掌，不以为是冒犯，呤呤大笑，乃已知其开悟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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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案宜参不宜解。
参则得智慧，解则得思理。
前人的公案之书，徘徊在二者之间，而偏于参，故甚多迷离仿佛之词，以希求参学者，因指而得月。
现代宗门大多已失参的宗旨，似不必如前人的顾忌，故而着重于解，仍求不落于逻辑的理性思考与判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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