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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弘一大师与李叔同这两个名字，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都留下了声响，他在僧俗两界都散发着光
和热。
出家前的李叔同是当时蜚声海内，集绘画、书法、音乐、金石、篆刻以至诗、戏剧等多种才华于一身
的全才艺术家和教育家，是近代中国文化艺术史和艺术教育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卓越人物。
　　出家后的弘一大师遍览诸经，精习律宗，使南宋以来湮没无传、中断700多年的南山律学得以重新
恢复并发扬光大，被佛门尊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他年少轻狂的时代，一如当时文人风流的行径，过着琴棋书画、风花雪月、声色犬马的人生；中
年时却突然“自以为顿悟”，披剃于杭州虎跑定慧寺，遁入空门，断绝尘缘，超然物外，几乎废弃了
所有的艺术专长，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给世人一片惊愕。
　　李叔同作为在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一代艺术大师，一代艺术教育名家，他的遁世，曾经引起了一
片哗然。
即使在今天，很多的研究者还将他的出家与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周作人的附逆并称为中国现代文学
艺术史上的三大谜。
　　而对李叔同的遁世，历来的研究者们也在多方考察的基础上，得出了多种的猜测：有人说他是自
幼受家庭的影响；有人以为李叔同是因家业破产而出家；有人认为他是因对现实社会的苦恼而遁世出
家；有人认为他是因投身革命的理想幻灭，顿感前程暗淡，所以，他索性看破红尘；甚至还有人说他
是因婚姻感情方面的打击；他的学生丰子恺先生则以人生境界的更高追求来解释他的出家⋯⋯　　但
无论真实情况如何，从大师的自述来看，出家对他本人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自己高兴，朋友开心，
这就叫人感动了。
　　当年，“李叔同”消失时，有人感叹尘世中少了一个真名士，“弘一大师”诞生后，有人又在庆
幸，佛门多了一位高僧。
　　李叔同遁入空门后，恪遵戒律，清苦自守，说法传经，普度芸芸众生。
他抱着一片爱心引导同好者由此岸走向彼岸，用心至善至美！
他终其后半生精研佛学，将失传700余年、佛教中戒律最严的南山律宗拾起，被崇奉为律宗第十一世祖
，与虚云、太虚、印光大师并誉为“民国四大高僧”。
即使是为僧，也把它做到“家”的分上，做到极致，李叔同真的就是李叔同，一个独特的李叔同。
　　赵朴初居士为弘一大师李叔同百年诞辰所写献词尤能概括法师的一生，诗云：“深悲早现茶花女
，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
”　　李叔同是演完了一场人生大戏，落幕了。
但谁能真正品出其中的韵味呢？
他自己就曾这样感慨：人如花，不久时；人如浮萍，无定处；人如烟花，现一时；人总归于一己，踏
五大；人至山巅无他路；自古圣贤皆寂寞，悲欣交集谁了然？
　　《不笑烟花只笑禅——李叔同的人生感悟》一书，将和我们一起，带着轻松、愉悦和崇敬的心情
，走近弘一大师李叔同“悲欣交集”的一生。
他阅尽繁华盛宴聚散如梦，饱览悲欢往事转眼成空。
短暂的欢乐，常常让人来不及享受就匆匆消失，恍惚犹如过眼烟云。
于是，他将目光转向宗教，转向佛祖拈花时伽叶的微笑。
他明白了，原来这一笑，便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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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和我们一起，带着轻松、愉悦和崇敬的心情，走近弘一大师李叔同“悲欣交集”的一生。
他阅尽繁华盛宴聚散如梦，饱览悲欢往事转眼成空。
短暂的欢乐，常常让人来不及享受就匆匆消失，恍惚犹如过眼烟云。
于是，他将目光转向宗教。
转向佛祖拈花时伽叶的微笑。
他明白了，原来这一笑，便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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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专注于享受生命本身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　　公元1880年，清光绪六年庚辰，李叔同诞生于天津
河东地藏庵前一进士府宅中，幼名蹊，人天津县学而名文涛。
父李世珍，字筱楼(一字小楼)，道光举人，同治进士，官吏部主事。
叔同生时，其父已68岁，生母王太夫人才19岁。
无论在俗时和出家后，弘一对生母一直是眷眷不忘的。
　　李叔同的父亲以进士身入仕途，又在天津成功地经营盐业，还是沽上有名的钱庄银行家，终于成
为家资巨富的名门望族。
生于豪门巨室的李叔同，其实有难言的隐痛，他一生都很少提及早年的生活详情。
不可避免而言及，出家后的弘一以佛徒之身，只说些与佛因缘有关的诸事。
但他曾对最亲近的学生之一的丰子恺说过自己有许多母亲。
丰子恺还知道他的生母是乃父的第五位姨太太。
可见他生于一个妻妾成群的封建大家庭。
然而尽管妻妾众多，李府却男丁稀少。
叔同出生前，李家曾有二男。
其长兄文锦，比叔同年长近五十岁，早已夭折；仲兄文熙，长叔同长十二岁，先天赢弱，有谓恐亦不
寿，乃父因纳叔同生母王太夫人。
所以，李叔同虽是庶出，却是李筱楼晚年得子，李氏香烟见旺，自是宠爱有加。
李叔同母子一方面因此备受家主宠爱；另一方面也难免受到其他各房妻妾和家族成员的妒忌与冷眼，
这是这类封建大家庭中的常情。
大概因此，李叔同曾说：“我的母亲——生母很苦！
”这种难堪的尴尬处境是母子同受的。
　　李叔同五岁时，他的父亲去世，庇护一失，处境更难，这是无疑的。
但作为仅有的二男之一，或循惯例，或遵遗嘱，家产的分配，在他们母子名下的当不在少数，据说有
三十万以上银圆。
这样，这对小儿寡母便在优裕的经济条件和难堪的人情氛围中度日。
　　父亲去世后，处境难堪的寡母更迫切盼望弱子快长大，早日成才，以其所知教导年幼的李叔同诵
读名诗格言，后又由仲兄教他读《百孝图》等启蒙读物。
不满十岁，李叔同朗读《文选》，已能朗朗成诵，听人念《大悲咒》、《往生咒》，也能默记朗诵，
显得非常聪颖。
于是，母亲让他正式拜师受业，跟随常云庄先生读书。
　　12岁起，他略习训诂，读《尔雅》，尤其喜欢《说文解字》；仿写篆字，临习《石鼓文》特别有
兴味。
他也摹写过文征明的小楷，但更倾心的乃是篆书，多年不废。
由篆书的学习，李叔同又旁及于篆刻。
17岁时，跟随天津名士赵幼梅(元礼)作词的同时，又跟随唐敬严(静岩)学习篆书和篆刻。
这十多年内，李叔同接受了儒学色彩很浓的传统教育。
为继承光大“进士第”门楣，他也很热衷于科举功名，手抄山西浑源恒麓书院教谕思齐对诸生的《临
别赠言》，奉为读书圭臬和言行准则，并在光绪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之际以童生应天津县试，后又在
光绪二十八年赴河南、浙江乡试，皆未中试。
　　他早年所学的东西，似乎文艺一类更吸引了他。
《史汉精华录》、《左传》之外，他喜欢读唐五代诗词，爱安适自得的王摩诘诗。
所以早年之学，并未把李叔同培养成埋首八股时文的举子，也不是钻研经史、考究训诂义理的学者，
独特的境遇和禀性，倒成就了一位感情型的才子和艺术家的胚胎。
　　应该指出的是，晚清时京津一带的富家豪门子弟大多能吟几句诗词，作几笔书画，刻几方印章，
票几句京戏，这是一种熏染很广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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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李叔同凡事都抱过人的认真态度，所以，他并不停留于游戏而已。
　　少年李叔同由于境遇遭际的特殊，心灵是颇受压抑乃至创伤的。
那位对他督教甚严的仲兄，口授格言，却“待人接物，其礼貌辄随人之贵贱而异”。
这正是世之常情。
身受难堪的幼小的叔同对这种势利世风“心殊不平，遂反其兄之道而行之，遇贫贱者敬之，富贵者轻
之。
性更喜畜猫，而不平之心时亦更趋偏激，往往敬猫如敬人，见人或反不敬，人有目师为疯癫者”。
甚至后来留学日本时发家电专问猫之安否，未尝不是故以极端行为反抗世风势利。
　　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人一生人生观和人格基调的孕育期，李叔同早年的特殊生活际遇铸成了他特殊
的人格脾性，那就是同情弱小者，以及对现实世界的不平、不满和反抗心态。
所以，他常有拗违世情的举动，日后他突然出家为僧，似乎也有这种性格上的因素在起一定的作用。
总之，早年的生活经历，以及所受的心灵创伤，是影响了李叔同一生的。
“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这是他少年习作中的断句。
诗句做法的稚嫩与所见心境的悲凉老苍形成多大的反差！
诗为心声，这寥寥十四字是理解李叔同一生行迹的重要线索。
　　世事万物变化无常，荣华富贵并不能久长。
由盛而衰，由繁华到凄冷，这种情况历代都有。
　　《桃花扇传奇》里的《哀江南》中说：“俺曾见金陵玉阙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
冰消。
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
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不信这舆图换桥⋯⋯诌一套哀江南，放悲歌，
唱到老。
”这一段弹词和以上所说的一样。
　　当世局发生变化，无论怎样的豪门权贵，转眼之间都家破人亡。
当人在有权有势的时候，只知道靠自己的权力，以利刃武力去制伏他人。
对于时衰运败本身灭亡的命运，一点儿都不察觉，实在是可悲之至。
　　富贵不是永恒的。
《红楼梦》中的荣国府，在元妃省亲时，是何等的排场。
书中有句话：“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形容得再贴切不过了。
大观园的锦绣繁华，无所不达其极，其烈火烹油之势，赫然权势冲天。
但是正应了元妃的预言，有权有势不可使尽，金山银山也有挥霍尽净的一天。
荣国府后来被进行查抄，家道一落千丈。
　　富贵繁华都可能随着时世势变化而失去，有的人身在富贵之中不懂惜福，为了名利钩心斗角，挥
霍财富，为所欲为。
他们的行为更加速了财富没落的过程，让富贵成为昨日黄花。
　　李叔同之所以出家，就是因为他悟彻了：无论是绝代豪富还是千古英雄，都不过是逞一时的荣华
，弄一朝的权势罢了，百年之后，一切都像美梦一场。
我们如果能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被野心所困，因为一些小小的利益钩心斗角，而去专注于享受生命
本身，这也是人生最大的意义。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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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人生感悟书籍，由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高僧、艺术家、音乐家、书
画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弘一法师所作。
书本内容从人生智慧、处世态度、做人修养、平和心态、艺术创新、佛法领悟和名人回忆这七个方面
展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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