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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要法门》一文是唐朝的华严大师--清凉国师答复顺宗皇帝修学的心要，它是古今中外的经典
之作。
《心要法门》文字优美、文简义约，读来虎虎生风。
除僧肇的《肇论》，及僧璨《信心铭》外，于文于理尚无出其右者。
　　《心要法门》一文，是针对世人意识中的二元对立性而发。
所以，行文的重点，就在破脑筋的意识状态，及纯粹的逻辑推理?换言之，就是在破二元对立的执妄观
念。
故其文体亦以对仗工整而见长。
在这短短的507个字当中，清凉国师在理论性文章的领域里，为我们写下了旷世的特殊成就。
这种洗练的文字成就，除了《老子》、《系辞》外，尚未有能与之辉映者。
　　就法义的阐述而言，本文虽然也是属于"破立双举"的文章，但就其论理的技巧以及行法的修学规
范而言，则本文仍属于"但破文章"的系统。
以其思想之纯熟，而能彻底的"破妄"，故其观念的表达，自然而能"显真"。
所以，文中论理的技巧，多用"破妄"、"显妄"、"彰执"的方式，而不以"立真"的方式呈现。
这种行文方式称为"破妄显真"，其重点仍在于内心的经验、体验与感受。
　　清凉国师在《心要法门》中，很巧妙地将华严思想与禅行的行法相结合。
当然在这简短的507字中，不深入做宏观的探讨是无法了知的。
首先由义学、行法、教学法及禅法思想的形成，来探讨唐朝时代的佛法思想背景：　　一、义学方面
：唐朝的华严思想，尤其是比丘系的系统，是承袭北方地论师的华严思想。
由智俨的《搜玄记》，可以知道比丘系的华严思想，是以汇总方式而集大成的。
贤首的《探玄记》，与清凉的《华严疏钞》都是承袭此一思想源流的。
既然是搜集、汇总而产生，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绝对的依存关系。
　　二、行法方面：不论是佛图澄的佛法、菩提达摩的禅法，或安世高以来的禅数之学，都以北方为
重镇而互相交融。
安世高的禅数到了菩提达摩的时代，反而成了祖师禅的前行与熏习阶段课程。
在历史上也属于准备成熟阶段。
所以，达摩一到，经过三代的调整与适应，中国的祖师禅法更斐然有成。
　　三、在教学法方面：在大小禅法的过渡中，般若与佛性思想的萌芽，以及老庄、《周易》思想的
重新董订，使佛、道两家思想相交融，造成中国思想界的成长与扩大。
并且由"知之"的领域，步入了"行之"的领域；致使在中国大地种下了卓然有成的修行方法。
这当中由"知"到"行"，或称由"修养"到"修行"的生活领域扩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教学法的一种突
破与蜕变。
这种教学法的改变，造成了中国思想界，尤其是佛教的大变革、大革新两方面，都产生了新生命。
　　四、中国禅的形成：中国禅宗泛指禅、净、律、密四大宗派，中国佛教则指唯识、法性、天台、
华严四大教派。
中国佛教中的禅修及教下思想，都融入了中国道家的思想理念。
在义学上对于佛法的诠释、分析、解读几乎离不开中国传统的哲思范围。
甚至对于佛境的诠释与证验，也全部都是中国人生观的穷尽与超拔。
而在行门的指导与楷模上，则是以老庄的自然平静，与《周易》的天行健相交融i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称为中国佛教，比纯佛教是较为“恰当”的。
　　在此一大前提下，佛教本身也激荡出几番涟漪。
首先是安世高的《安般守意经》及《阴持入经》中，出现了"心"、"空"、"般若"的思想概念。
但因这些经典皆属行门，故对义理并未深究。
其后的魏晋玄谈非但未促进禅法的精进，反而使般若之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也为后来的义学奠定了
百家争鸣的深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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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达摩的禅法便是在这一块沃壤之上落地、生根、成长、茁壮，乃至百花繁盛。
　　清凉国师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及学风、道风之下，展开了他的思想建设。
这其中他广泛而灵活地运用中国人所熟悉的传统的"思维模式"及"语言模式"，来表达佛教深邃的心灵境
界。
在他浩瀚的著作中，《心要法门》是最成功的代表作。
而他在中印文化的交融上，更可谓是大成就者。
他使当时以及现代的中国人都能够清楚地明白"修行的要领"在哪里，以及"为什么"。
　　这种情形就像现代人受了西方教育，满脑子西方的思维及语言模式。
若要将东方这种深邃的心灵境界，表达出来让大众了解及经验，那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西方的思维模
式"及"西方的语言模式"来表达最有效。
清凉国师深得个中三昧。
今日吾人欲将之重新表达，无非就是再一次运用新的思维模式及语言模式，重述一遍而已。
值此付梓之际，聊述于兹，以明述而不作之意!　　《心要法门》的特长是在破"心境的二元对立性"、"
主客的二元对立性"、"能所的二元对立性"，这种两边偏执的对立性，是人类意识发达的大脑产物。
以此"妄执"分别妄境，各以为真、各以为正，所以是非竞起，善恶对立；殊不知这种妄执皆是一隅之
见，不但不能促进个人乃至人类全体之福祉，反而干扰了人类原本可以复元、恢复本来面目的"生命情
操"。
所以，清凉国师但以破妄执的立场，陈述世人的"通病"，并以此自然地彰显了真理存在的标的。
他这种不指而显、不立自彰的行文笔法，不但可当"真理大师"的雅号，更可荣登"文字大师"的宝座。
　　但在译文及批注中，笔者没有清凉的文字情操，无法达到那样高的水准，唯有依于今日西式逻辑
的思维模式及语言模式，勉力去揣摩，或许还能让人如实了知的地步，唯盼抛砖引玉，远识大德共襄
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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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云继梦法师以最浅白的现代语言、最贴近你我生活的实例、最洞彻人性与心灵的穿透力，将《
心要法门》的神髓重新开展、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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