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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日腾腾，明日腾腾　　我曾听过一位唱男高音的声乐家说，他是到三十岁的时候才学会怎么唱
歌的。
　　那是他有一次在旅行演唱的途中，住在旅馆听到婴儿的啼哭，婴儿的哭声足足持续了一个晚上，
起先使他感到非常烦扰，到后半夜他突然想到两个问题：　　“为什么哭了一夜的婴儿不会感到疲累
，自己唱了一小时就感到了倦意呢？
”　　“为什么婴儿的哭，每一声都和第一声一样洪亮呢？
”　　于是，他从床上坐起来倾听婴儿的哭声，才发现婴儿的哭声是从横隔膜下发音，再透过胸肺与
喉咙，很专注，用全身的力量发出来的。
他开始学习婴儿，从横隔膜下发音，他说：“那一次使我知道了男高音最好的发声法，就是每次都发
出最好的第一音。
”　　他还从婴儿身上学到了：不管唱得多么高，都要咬住最高的那个音，不使声音爆裂。
而每一个音发出去，在丹田要有一条线系住它，随时可以收回。
　　我听到了男高音的话，非常感动，我觉得，禅在生活中的对应也如是，每一次发声都发出最好的
第一音，时常在生活中捉住直观的第一义。
另外，还要谦卑地学习，即使小如婴儿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懂得学习一切的人，自然会慈悲一切
。
　　这使我想起唐朝有位腾腾和尚，他写过一首《乐道歌》：　　修道道无可道，　　问法法无可问
。
　　迷人不了色空，　　悟者本无逆顺。
　　八万四千法门，　　至理不离方寸。
　　试取自家城廓，　　莫漫寻他乡郡。
　　不用广学多闻，　　不要辩才聪俊。
　　不知月之大小，　　不管岁之余闰。
　　烦恼即是菩提，　　净土生于泥粪。
　　人来问我若为，　　不能共伊谈论。
　　寅朝用粥充饥，　　斋时更餐一顿。
　　今日任运腾腾，　　明日腾腾任运。
　　心中了了总知，　　且作佯痴缚钝。
　　真是一首动人的歌，我很喜欢“今日任运腾腾，明日腾腾任运”的生活观，腾腾有很多意思，它
是向前的、积极的、豪放的、从容的、乐观的、有力气的甚至飘逸飞扬的生活。
　　所以，禅乃不是避世的、无为的、消极的，六祖慧能有一首偈表现了这种特质：　　菩提在世间
，　　不离世间觉；　　离世觅菩提，　　犹如求兔角。
　　菩提既在世间，禅也就不能离开生活独存。
生活里如果要有禅心，就必须发展人的生命中的觉性、般若与菩提。
　　由于觉性，每一天的生活都是禅者修行的功课，周遭的风景、人物、事件，都能有清明的对待。
　　由于般若，我们能以了解和宽容的态度来生活，每一个时空因缘都有智慧的启发，这使我们能有
一种奋勇精进的态度，直到死的瞬间还有一个向前的姿势。
　　由于菩提，我们能以无限的柔软悲悯来看待生命中的一切，打破差别，打破贪嗔痴，澄清染着身
口意的一切毒汁，使纯一无杂的禅定人格展现出来。
　　在《华严经》里，把世界分成三部分：器世间，有情世间，正觉世间。
“器世间”是物质的世界，“有情世间”是感情的世界，“正觉世间”是精神与心灵的世界。
　　一般人的生活，通常住留于“器世间”和“有情世间”，偶尔会有一点点正觉。
学习禅道的人则相逆而行，他并不离弃“器”与“有情”世间，但也不住留，而是奋力一跃地开启“
正觉世间”，以正觉来对应物质、情感、精神的生活，也就是说，生活本身并无二相，然而凡夫以“
器”与“有情”为住，禅者以“正觉”为住，到了正等正觉之境，则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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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修行的人是“与世界同步，却不与世界同向”，“以红尘为道场，而不与红尘同流”，意
思是说，我们要实践一切生活而不被生活所染，要涵摄一切价值而不被价值羁累。
这种感觉，走在烟尘滚滚的台北东区最能感受出来，当人潮在流的时候，当人欲在流的时候，我是不
是有足够的清净与空明，在流动中，还看见天空飘过的白云的影迹呢？
　　禅不是要离开生活，而是要醒着生活。
　　禅也不是要忽视人生，而是要在人生的喜乐中光明不动。
　　禅悟不能离开生活，远离生活的禅是空虚的。
　　禅也不能只有生活，只有生活就会轮转而不能出。
　　禅是以觉性为轴心，以坚强的般若为轴，以柔软的菩提为轮，循着戒与定的正轨，平稳地开向前
去。
生活是两岸的风景，生老病死是路旁的客栈，有时住住，有时不住，就是这样了。
　　我喜欢豁堂和尚的词：　　来往烟波十年，自号西湖长；　　秋风五雨，吹出芦花港。
　　得意高歌，夜静声初朗；　　无人赏，自家拍掌，　　响彻千山响。
　　禅心或者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或者是“透彻玲珑，不可凑泊”，但是在生活里，也可以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生命里若能有清净空明的心，纵使是独自一人在深山中高声唱歌，没有
人听，自己给自己掌声鼓励，也会使千山齐响呀！
那是因为：　　善悟者观庭中一树，便可想见千林；　　对盆里一拳，亦即度知五岳。
　　在山林里自歌、自掌，千山为之响动，那么，在红尘呢？
笃信佛教，修行禅法的大诗人白居易有两首诗：　　蜗牛角上争何事？
　　石火光中寄此身；　　随富随贫且欢乐，　　不开口笑是痴人。
　　饱食安眠消日月，　　闲谈冷笑接交亲；　　谁知将相王侯外，　　别有优游快活人。
　　禅，是可用的，但禅也可以不用；禅，是可度世的，而禅也可自在逍遥。
　　可以确定的是，一个人如果有禅心，或者说有清净空明的意愿，他可以活得自在一些，自由一些
，快活一些，幸福一些。
　　怎么样接近禅心呢？
对许多现代人而言，修行几乎是一种奢求，那么读读禅师的诗歌、语录、公案、言行、风格，说不定
在昏喷中可以给我们智慧的启发，禅师“以机锋触人”，所以他们的诗歌言句总是一派天真，自然天
成，活泼有趣，对修行者大有助益，即使是一般人也能在里面品赏到一些修行的消息，从而在生活中
开发禅思，在生命里启动禅慧。
　　这大概是我写作一系列禅宗诗歌，并加上自己笔记的缘起了，由于是笔记，无法像禅学著作一样
严格有条理，也由于是笔记，不免有个人主观的看法，但这似乎也无关紧要的。
　　这就好像篮球比赛中，在战况激烈的时候，教练可以喊“暂停”，暂停虽只有三分钟，却常能扭
转乾坤，反败为胜。
对于为生活奔驰的现代人，生命也需要“暂停”，每天只要三五分钟的“暂停”、“歇”、“空明”
，就会使心胸旷达，正如一株草每天有三五滴露水就可以开出青翠的颜色，在风雨中挺立了。
我的《好雪片片》正是为了渴望“暂停”的人而写的。
　　最后，我们来读一首赵州禅师的偈：　　金佛不度炉，　　木佛不度火，　　泥佛不度水，　　
真佛内里坐。
　　在举世滔滔、人欲横流、风狂雨暴的时代，让我们人人的内里都有一尊真佛坐着吧！
让我们今日腾腾，明日腾腾，解脱羁绊，过一种任运清明的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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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人如果有禅心，或者有清净空明的意愿，他就可以活得自在一些，自由一些，快活一些，幸福一
些。
对于为生活奔驰的现代人，生命需要“暂停”，每天只要三五分钟的“暂停”、“歇”、“空明”。
就会使心胸旷达，正如一株草每天有三五滴露水就可以开出青翠的颜色，在风雨中挺立了。
《好雪片片》正是为了渴望“暂停”的人而写的。
 　　恬淡自然，蕴涵佛理，这是林清玄作品的特色，他的文字如清澈的山泉，和煦的清风，散发着淡
淡的自然气息。
字里行间那富有禅意的世界，让人感觉到感恩与善良，也让人内心充满宁静与关爱，他别样的文字，
犹如混沌世间的一片净土，一缕莲花的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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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清玄，高雄旗山人。

　　8岁立志成为作家，17岁正式发表作品，才情敏慧，广受文坛瞩目。

　　30岁囊括台湾地区最高文艺奖项数十种，其中有：中山文艺奖、金鼎奖、联合报散文首奖⋯⋯
　　32岁遇见佛法，入山修行，深入经藏。

　　35岁出山，四处参学，写成“身心安顿系列”，成为90年代最畅销的作品。

　　40岁完成“菩提系列”，畅销数百万册，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书之一。
同时创作“现代佛典系列”，带动佛教文学，掀起学佛热潮。
获颁杰出孝子奖。

　　45岁录制《打开心内的门窗》《走向光明的所在》有声书，被誉为有声书的典范。
世新大学选为十大杰出校友。

　　50岁完成“人生寓言系列”三百篇，被选为青少年最佳读本。

　　52岁完成写作奥秘三部曲，《林泉》《清歌》和《玄想》，被选为中小学生优良读物。

　　53岁出版《老先觉的话》，再度被选为中小学生优良读物。

　　他从少年到壮年，出版过一百多本著作，随着阅历的广大，体验的深刻，作品不断提升境界。

　　他从文学到佛学，悲智双运，情境相容，不断创造新局，自成一家之言，被誉为“台湾文化的良
心”。

　　他的文字魅力风靡华人世界，作品多次被编人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的中文
课本，获颁全球华人文化薪传奖。
内地艺文界将其誉为“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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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今日腾腾，明日腾腾1  心眼同时，会心一笑2  不曾一颗真3  你能钉补虚空吗4  出门便是草5  第一
义不可说6  空出我们的杯子7  直心真实，菩提道场8  我子天然9  但尽凡心10  一切水月11  地暖，或者春
寒12  寒山月华白13  雪里梅花14  世界如此广阔15  满目青山16  洗我绮语砚17  曲淡谁能和18  像风一样自
由19  我有一布袋20  发从今日白21  桥流水不流22  一毛吞海23  梅花扑鼻香24  斩春风25  庭前绿苔生26  
大地山河一片雪27  动地一声消息尽28  超群老赵州29  自己的眼目30  三昧华无相31  重看神秀32  禅只如
是33  不风流处也风流34  丈夫气宇如王35  有禅有净土36  禅宗之外的禅师37  清风送白云38  人间好时
节39  平常心是大手印40  禅皮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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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心眼同时，会心一笑　　禅的起源有一个美丽的说法，经典上说：“世尊在灵山会上。
拈花示众。
是时众皆默然。
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
世尊曰：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付嘱摩诃迦叶。
”短短六十余个字，给我们美丽非凡的联想，禅的开始就是这么多了，除了这些，世尊没有再交什么
给迦叶了。
　　我每次想到禅的开始，就好像自己要拈花、又要微笑的样子，心里有着细致的欢喜。
直到有一天，我正喝茶的时候品味这段话，突然生起两个想法：　　一是，当释迦牟尼佛拈花的时候
，幸好有迦叶尊者适时微笑，万一佛陀拈花的时候，灵山会上那么多的菩萨竞没有一个人微笑，这世
界就没有禅了。
　　二是，万一佛陀拈花时，迦叶还来不及微笑，在场的菩萨同时哄堂大笑，那么，这世界也就没有
禅了。
　　因此，“拈花微笑”四个字是多么美。
一个是拈花，那样优雅；一个是微笑，那么沉静。
两者都有着多么温柔的态度和多么庄严的表情呀！
　　“拈花微笑”使我想到．佛陀早就想要拈花，而迦叶也早就准备好微笑了，然后，在适当的场地
，适当的时间，佛陀的拈花与迦叶的微笑，才使得禅有一种美好的开端。
　　现在，佛早就离开这个世界，留存在世界的是山河大地还有无数的众生，如果依佛所说，山河大
地与六道众生都与如来无异。
我们可以这样说，山河大地与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众生，无时不刻都在对我们拈花，只可惜我们不知道
在适当的时间里微笑罢了。
　　我觉得，一个人想要进入禅的世界，一定有对世界微笑的准备，这种微笑，是生活的会心。
因为，禅不应该有勉力而为的态度，一个人要得到禅，是要进入自然之道，有一种美好安定的心，等
待心性开启的一刹那，就好像一朵花等待春天。
　　禅是一种直观的开悟，而不是推论的知识。
禅的智慧与一般知识最大的不同，是知识里使用眼睛与意识过多，常使宇宙的本体流于零碎的片段；
禅的智慧是非常主观的，是心与眼睛处在统一状态的整体。
　　以一朵花为例，没有会心的人看花，会立即想到这花是玫瑰花，颜色是红色，要剪下插在那里才
好看，或者要把它送给别人，我是主，花是客，很难真正知道或疼惜一朵花，对待一朵花，我们多的
是理性客观的态度。
现在，我们把这种态度翻转，使它进入一种感性主观的风格，我就是花，花就是我，我的存在就像一
朵花开在世界，我的离去，就好像花朵的凋落一般，我们只是生命的表相，那么，生命的真实何在？
这就是智慧者的看花之道。
与人相处，与因缘会面，如果我们也有像看花一样的主观与感性，我们的“会心”就使我们容易有悟
。
　　在禅里有这样的故事：　　有一个人走在路上，突然听见一阵凄哀的哭声，走过去一看，原来是
一只朝生暮死的小虫在那里哀号。
　　他就问：“你为什么哭？
”　　小虫说：“我的太太死了，我下半辈子不知道要怎么过？
”　　那个人不禁哑然失笑，因为那时已过了中午，小虫再过半天就要死了，不过，他立即悟到，小
虫的半天与我们的半生，在感受上，一样漫长；在实相上，一样短暂！
　　民国初年的高僧来果禅师，有一次在禅定中突然听到一阵哭喊，他步下禅床，寻声而往，看到一
只跳蚤从床上跌下来，摔断了脚，正在那里哀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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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知道了：跳蚤的喜怒与人无异，而人如果只有生命的表相，又和跳蚤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在生活中，一切都是现成的，就在我们的眼前，可是常常被我们变成名相，如果能转回原来
的面目，禅心就显露了。
　　曾经有一位僧人问法眼文益禅师：“要如何披露自己，才能与道相合？
”　　法眼回答说：“你何时披露了自己，而与道不相合呢？
”　　我们在对境时常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境界的漠然，以至于无感；一种是处处着相，以致为
境所迁累。
我们应该时时保有会心的一笑，心眼同时的直观，然后在感性的风格里超越。
　　法眼文益有一首美丽的诗：　　幽鸟语如簧，柳摇金线长。
　　云归山谷静，风送杏花香。
　　永日萧然坐，澄心万虑忘。
　　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
　　在生活的会心里，我们时常做好一笑的准备，会使我们身心自在，处在一种开朗的景况，也使我
们的心为之清澄，那么，不可思议的一悟就准备好了，只等待那闪电的一击。
　　手中的弓箭，离弦射出的时候。
早已在眼中看到天空飞行的雕随箭而落。
这是神射手的境界。
　　闭着眼睛在阴雨的黑夜，知道月亮或圆或缺并不失去，在好天气时，果然看到月的所在和月的光
芒，这是明眼人的境界。
　　当法眼说：“看万法不用肉眼，而是透过真如之眼，即法眼道眼。
道眼不通。
是被肉眼阻碍了。
”使我们知道禅师是心眼合一的神射手！
是处处都有会心的明眼人！
　　因此，拈花的时候，微笑吧！
不拈花的时候，准备好微笑吧！
　　2　不曾一颗真　　这是明朝澹归和尚的一首词，一共只有十六个字，它可能是词里面最短的，
也可能是词里境界最高的。
题名为《咏泪》的这首词，译成白话的意思是，一个人的泪珠落下的时候，就好像铅熔化落下的珠粒
，每一颗都是圆的，但是过一下子检验起来，没有一颗是真实的。
　　这样的境界就有点像《金刚经》里说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或者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甚至使我们想到《金刚经》里最动人的一首偈：　　一切有为法，　　如
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由小处看来，一滴泪虽是悲喜的呈现，但它是不真切的，只是一个情结的幻影。
从大处着眼，人生的悲喜也是空幻的，乃至我们所能眼见与感受的世界，都是虚妄的表现，经过时间
一检验，都会变灭、消失。
　　一颗眼泪的形成，是悲喜因缘的“缘起”。
　　一颗眼泪的消失，是时空实相的“性空”。
　　一切的“缘起”，都通向了毕竟的“空义”。
　　“缘起性空”不只是用以形容宇宙的变化法则，也是禅的中心思想。
在禅心里，凡是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意念所能触及的事物，都是缘聚则生，缘散则灭，
禅是要透过这种因缘，开发出那能涵容一切的“空性”，也就是自性、佛性、法性。
　　禅里讲这种“缘起性空”的公案很多，仰山禅师初参性空禅师时，听见一位僧人问性空：“什么
是祖师西来意？
”　　性空说：“如果有人跌落了千尺的深井，你不用绳子就可以救他上来的时候，我才告诉你。
”　　仰山听了，大惑不解，后来，仰山去参耽源禅师，谈到性空禅师的回答，就问耽源说：　　“
那井里的人，既然不用绳子，要怎样才能救上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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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耽源笑了起来说：“你这个糊涂虫！
到底有谁在井里呢？
”　　仰山为之一愣，洞然明白。
　　因为，本来就没有人在井里，用什么绳子呢？
　　我们拿这个公案，再来对照青原行思问石头希迁的问题就更明白了。
　　青原问道：“你是从曹溪六祖慧能那儿来的吗？
那么，你去曹溪，得到了什么？
”　　石头说：“我去曹溪之前，就没有缺少什么呀！
”　　青原又问：“既然如此，那你去曹溪做什么呢？
”　　石头坦然地说：“如果我不去曹溪，怎么能知道我本来就没有缺少什么呢？
”　　你看，石头说得多好，一切的缘起是在追求性空，但性空并不由外求得，性空是人原来就具有
的。
因而缘起性空正是一体的两面，性空是本质，缘起是现象，“性空”是禅之所以不可说的理由，“缘
起”则是禅师留下那么多语录与公案的理由，悟到自性本空的禅师，可以坦然自在地看待缘起，未悟
的人则可以因观照种种缘起，走入空性的道路。
　　我们再回来看仰山禅师，仰山悟后去追随沩山禅师，有一天，师徒两人在田埂上行走，沩山对仰
山说：　　“你看，这一块田，这边高，那边低。
”　　仰山说：“不对，是这边低，那边高。
”　　沩山说：“如果你不相信这边高的话，那我们一起站在田埂中间，往两边看看，到底是哪一边
高。
”　　仰山说：“不要站在中间，也不要只看两边。
”　　沩山说：“那么，我们不要用眼睛看，我们用水平来量好了，因为再也没有一样东西比水平更
平了。
”　　仰山说：“水也没有一定的体性，水在高处是平的，水在低处也是平的。
”　　听到徒弟仰山如此说，沩山师父高兴地笑了，他赞叹仰山说：“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奈何
得了你了！
”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因为相信因缘的起灭是真实的，总会预设一个标准来衡量人间世事，不
幸的是，这个标准正是执著的根源，往往正好障碍了真相，连水平都不能测量田地的高度，人又用什
么标准来测量呢？
心里有了标准，心里有了测量，心里有了比较，心里有了执著，都不能让我们走向圆融的道路。
　　圆融的道路，就是性空的道路，性空是一种光明，一种清净，是对因缘起灭的翻转，是对人生之
镜的粉碎，是对善恶因缘的无染——因为再好的因缘也像用笔在镜子上写字，笔再好，字再美，词采
再富丽，也会弄脏了镜子。
　　这不是说在人生里不能悲喜流泪，只是说，要看清每一滴泪，终是虚幻，不要执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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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美丽的辞藻问题短暂的，只有真正的思想才可以恒久。
一切佛法的写作都是在帮人找钥匙。
　　——林清玄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林清玄说禅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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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