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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佛法在这文明昌盛、知识发达的时代，掉进了一个矛盾、诡谲的陷阱里。
知识制造了人性的盲点，文明使得生命空洞化。
知识所造就的文明昌盛，是人类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是生命的幸福指数并未因此提升，反而产生了更
多的恐惧、更大的无奈！
　　佛法在世间是人类的宝筏，这是公认的事实，长久以来，人类也一直借由它来处理生命中的一切
难题，并且都能迎刃而解。
然而，自文艺复兴以来，个人意识、自我意识、自由意识，引发了知识的发达，附带的文物“竞胜”
，促进了人类生活的改变，此即是“模仿效应”及“完全竞争”。
这造成了人类愈来愈不会“用生命”生活，而只会用大脑的推理度日。
　　用大脑推理，即是“虚幻”。
譬如，迩来流行“生涯规划”，这是社会名嘴所创造的流行术语。
生涯是需要规划的，但几乎所有致力规划的人都获得相同的答案，即无法兑现。
这便是用“大脑的推理”去规划，它受到了“福报”的限制，所以是虚幻的。
若是一个人的规划是这样的：认真地完成眼前的生活、工作及学习（学习是为扩大作基础），那么随
着因缘的转化，它会自然地兑现，此一兑现的结果并非事前的目的性结论，它就随因缘自然成就。
这就是生命取向的思维模式。
　　生命取向的思维模式，古人谓之“用心”；大脑取向的思维模式，古人谓之“用识”。
两者的厘清是没有办法用“大脑”中的哲学来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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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展开修行的实践，透悟生命的真相，以华严精义阐释禅门三经。
海云继梦倾全力弘扬华严一佛乘的教法。
“海云”是号，“继梦”也是号，你可以“海云继梦”连称，少了“法师”二字也不算失了恭敬。
因为，这些都只是符号！
你问：“海云继梦是谁？
”他是⋯⋯请你接触他的法，直接认识他！
　　人的一生都在往外求，得之喜不自胜，失之惶惶郁郁，心有所求，烦躁即生，终而求神，求佛，
求菩萨。
　　佛，菩萨在哪里？
在你心里，就是你自己！
你从不知道自己内在早有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觉悟的大智慧无量无边地开展，此即如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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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禅门源流　　修行这部分，释迦牟尼佛首先向我们开示，当六根接触六尘
境界，即我们自己本身具有的这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相对于外面的尘境一一眼睛相对于
“色”，即形状、颜色、明暗等等，灯关掉后，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看到，而是看到“没有颜色”；耳
朵所听到的种种声音，记得！
无声，也是一种声音——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相对于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个作
用会同时发生。
　　各位现在眼睛看着我，耳朵听我讲，那就同时发生作用了。
各位坐在这屋子里，感觉空气很好、很舒服，或许一面听我讲经，还一面打妄想，“糟糕！
瓦斯不知道关了没？
”“刚才挤公车，那个人真可恶，竟然把我挤下车，自己先上去！
”你的意业一直在作用。
当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时，其实六根同时都在运作。
　　禅法即是告诉我们，六根接触六尘运作时，必须有一个第七根，将这六个活动看得清清楚楚。
至于第七根是什么？
会不会用？
这是否让你感到茫然无措呢？
　　以眼根为例，眼睛在看时，必须“清楚知道”所见为何，或用耳朵听时，“清楚知道”所听为何
，而这个“知道我在看”或“知道我在听”的意念，就是观自在菩萨所说的“照见”。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要能“照见”，不但要照得清清楚楚，而且要照到五蕴皆空，这样便能度一切苦
厄了，但谈何容易啊！
　　上根上器者，若能从这儿直接修行，当然很容易成就。
对于下根下器者，以及那些自甘堕落、自比为下下根器者，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怎么办呢？
释迦牟尼佛于是教导我们另外一个方便法，这就涉及第二个部分了。
譬如透过“数息观”，他告诉我们，吸气吐气时，将注意力放在鼻头和鼻孔之间，不是鼻尖喔；不能
守住一个地方，否则就会产生执著，造成什么现象？
像一般学气功的人，往下看会低血压，往上看会高血压。
但将注意力放在鼻头和鼻孔之间就不会了，因为吐纳之间，意念要清清楚楚，若掌握住这一点，就好
修行了。
　　如果能掌握住这个修法，按照此关键一步一步修下来，就会产生初住、细住，进入欲界定到未到
定，然后人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初空定、二空定、三空定、四空定，然后灭受想定⋯⋯你会一
再地超越。
这一路走来的修法，称作“如来禅修法”。
我们可以借由禅定，从世间法转到出世间法，这是释迦牟尼佛教下来的一贯修行方式，如果想要避免
着魔的话，这个修法很恰当。
　　但是中国人觉得这条路太麻烦了，想要一超顿入直接进去，于是人对禅的解释就开始分歧——何
谓禅呢？
禅就是“如来的妙明真心”或“妙明真心的涅檠性”，有人直接讲这个部分，而不谈一步一步地修，
易言之，就是这么一坐，即能直达妙明真心的地步。
这样的方法是很快，但很多人一坐就“神了”，发神经了啦，不是神通！
其实古代禅寺里经常有很多病僧、疯僧，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奉劝各位，修行过程中不能贪、不能急，毛毛躁躁地想赶快成就，是不可能的！
除非是有那种成就的人，譬如裴休，他在唐朝时身为宰相，也度了自己的儿子出家。
他儿子是翰林学士，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博士。
当时没有自来水，裴休的儿子出家后，有一回下山到河边挑水，一边挑却一边生气说：“翰林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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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吃水，怎消得了！
”他师父很厉害，他一回到寺里把水放下，就问他刚刚说了什么。
　　“没有啊！
”他答道。
　　“没有？
老僧一坐，千斤担照消不误！
”　　这可把他吓坏了！
他师父可是有功夫的，不容他恣意撒野，纵使爸爸当宰相，照样把你降伏，这就是功夫到啦！
我们刚开始学，丁点成就都还没有，谁敢说自己这么一坐，千斤担消得了？
一地震，保证你第一个逃出去！
　　虽然这种直达妙明真心的修法能直接成就，修的人也很多，但真正成就者少也。
这个修法实有诸多限制，然一旦有成，都是大成就。
这个禅法是中国人特有的，称“祖师禅”，乃从达摩一脉相传下来。
　　达摩是中国祖师禅的第一代祖师，并非禅宗的第一代祖师，这点要先弄清楚。
达摩来到中国前，安世高传下来的禅法便已相当盛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宝志禅师，即梁武帝的国师
。
他在禅宗的境界，不比祖师禅的祖师们差，甚至犹有过之。
傅大士大家应有所认识，听说他是弥勒菩萨转世，他所写的《心王铭》相当有名，其成就也不亚于祖
师禅的大德们，况且他是在家人。
所以不要担心，在家学佛照样可以有大成就。
出家当然殊胜，但比在家来得辛苦，而在家修则是障碍多。
以出家人这一身相出去，大概不会去看电影吧？
否则别人会感到奇怪：“这野和尚怎么跑来看电影！
”当然，应该也不会去弹子房打弹子，所以很自然地在许多地方会有所限制。
在家人虽比出家人有诸多方便之处，但相对的修行的障碍也较多。
　　有一天，梁武帝听说《金刚经》很好，便请傅大士前往讲经。
傅大士一升座，拿起香板，啪！
啪！
啪！
打了三下就下来了，梁武帝问道：“你讲完了？
”　　’　　“有讲就不对了！
”傅大士如此回答。
　　因为《金刚经》讲空嘛！
怎么讲？
结果梁武帝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梁武帝实在也很糟糕，人家讲经他听不懂，后来达摩祖师来找他时，还吹牛说：“我啊！
出家三次，盖庙很多，度人也不少，印经更多，你看功德多吗？
”达摩祖师说：“毫无功德！
”这个回答简直把梁武帝气炸了！
“我做那么多善事竟然没有功德？
”虽然达摩祖师说他没有功德，但并不表示没有福德。
假如梁武帝问：“我福德多否？
”达摩祖师一定说：“甚多！
甚多！
”但也仅是福德而已，并非功德。
由于两人话不投机，达摩祖师在宫廷里住了一星期，梁武帝也不曾去探望。
这梁武帝很小气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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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所有帝王当中最发心的，但碰到自己不相信的人，他还是不理不睬。
　　达摩祖师看看南方无缘，便朝北方去了，到达开封时，认识了一位名叫神光的和尚。
神光和尚很厉害，原来出身儒家，出家后经也讲得很好，于是达摩就在他开讲之际坐在后面听。
神光看到有位外国和尚坐在后面听经，结束后便问他：“我讲得如何？
”　　“你这个如数他家珍宝，说食不饱。
”达摩答道。
意思是说，他所讲的像是挂在餐厅的美食相片，看起来很好吃，但只能看，吃不到，不会饱。
神光以为达摩会称赞他，结果竟作此答，于是很生气地一拳挥过去，把达摩的大门牙敲断了。
在那瞬间，达摩祖师想到自己已证得阿罗汉，而罗汉的血不能吐到地上，否则此地会有三年灾殃，因
此只好和血吞了。
经历过这番遭遇，达摩想想这里也无缘，便继续往北渡过黄河到达嵩山。
　　那天晚上，神光在睡梦中，见到黑白无常前来抓他。
　　“咦！
你们怎么抓我？
我不是了生脱死了？
”神光问。
　　“你哪有了生脱死！
”黑白无常道。
　　“奇怪！
不然怎样才能了生脱死？
”神光又问。
　　“你今天打落牙齿的那位就有办法，他那一法可以了生脱死。
”　　神光一听，悔不当初：“那我能不能跟他学？
”　　“不行，你现在就要跟我们走。
”黑白无常不允。
　　“不行哪！
我尚未了生脱死，岂可跟你们走，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让我跟他学。
”　　于是，神光便溜到达摩祖师身旁，跪着不起，因为他一起，黑白无常就会来抓他。
神光当时的发心非常坚定，心中亦生悔意，他明白讲经再多，还不如修行来得重要。
从此，他便亲近达摩祖师，并改名为“慧可”，如此衣钵相传，祖师禅的法脉便如此一脉传承下来。
　　在这之前，中国本身也有禅宗，称为“如来禅”，至今仍影响中国的禅门教学。
如来禅的教学存有一套可依循的系统。
各位直接学祖师禅是学不来的，因为摸不着边。
想想看，这么一坐，要消千斤担啊！
不要反被压扁成了驼背！
因为你抓不到本心，无法悟道，然而中国人的大头病，造成人人喜欢学大的祖师禅，所以往往一听完
如来禅和祖师禅的介绍后，便都标榜祖师禅的殊胜，而认为一蹴可及。
事实上，一般人多半达不到那个目的，结果通通把它转成世间法了，问题便出在这里。
　　按照华严的境界来看，祖师禅属于“事事无碍法界”，如来禅是“理事无碍法界”。
后者容易学，能够开展，因为有次序和步骤可以循序渐进。
但事事无碍法界是交融的，每一处都可进去，也都可以出来——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切法门皆在
一法门当中，一法门乃一切法门。
然而一般人无此根器，所以一谈到事事无碍法界，便产生一种矛盾的心理，即俗话说的，媳妇抱怨婆
婆：“苦瓜皮粗粗的，我削皮你也骂，南瓜皮滑滑的，我削皮你也骂！
”苦瓜和南瓜要不要削皮啊？
不懂的人乱削一通，当然挨骂啊！
　　同样地，若明白事事无碍法界的话，则随处皆可入；不懂的话，就会犯上述的毛病，做什么都错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非常坛经>>

，因此这样被骂，那样也被骂，最后变成了事法界，也就是世间法。
所以祖师禅的出世无上妙法，一被倒过来，就变成世间的气功强身了。
现在路上的招牌很多，什么九五禅功、大乘禅功都有，气功强身也叫禅功，其实都与禅无关，因为这
些没有达到祖师禅的神妙境界，结果都变成了强身气功。
　　站在世间的立场，强身治病固然很好，无需否定，但强身不是究竟的目的，它是让我们过得更自
在美满，而非借着强身去造业、尽情享乐，那就弄错了。
假如透过强身而体会到无常，进而修学乃至于觉悟，这便是正确管道，称为“禅法”，否则只是气功
而已。
打坐与禅没有绝对的关系，但今日的禅变成了强身、治病，甚至台北还有一种特别的禅，师父一坐，
手一放啊！
就有一道光出去。
那又如何？
要是能治病还好，否则毫无意义嘛！
这样真的能延寿吗？
即使延得再久，终不免一死，意义何在？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非常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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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