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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2年农历九月初四，弘祖圆寂于福建泉州温陵养老院，至今整整六十五年。
在这六十五年间，纪念弘祖的活动在不断地开展，已经过了几代人，代代相传。
弘祖的精神和做人的品德，被几代人所称赞，特别是弘祖的&ldquo;认真&rdquo;二字令我们终身受用
。
弘祖青年时期才华横溢，出家后以律弘教、以戒为师、现种种身，以种种方便而作佛事。
　　一百多年前（1906年），弘祖在日本留学期间，祖国徐淮受灾，消息传到海外，弘祖即与同学曾
孝谷、欧阳予倩等创办我国最早的新剧团体&ldquo;春柳社&rdquo;，后被称为中国&ldquo;戏剧革
命&rdquo;的先锋，我国现代剧的鼻祖。
春柳社第一次的公演是赈灾慈善义演，剧目是话剧《茶花女》，弘祖男扮女装，扮演女主角&ldquo;茶
花女&rdquo;颇有好评，新闻报纸亦多赞扬。
在文章《关于春柳社的第一次公演》上报道：&ldquo;中国的俳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
他在日本虽仅仅是留学生，但他所组织的春柳社剧团，上演茶花女一剧，实在非常好。
&rdquo;　　弘祖是一个写不尽的人物。
因为他出家前是一位艺术家、音乐家、书法家、教育家，为社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留下了很珍贵的
艺术珍品；出家后是一位高僧，继承了失传近三百年的佛教律宗，精研律著，编写了《四分律比丘戒
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等著作，被誉为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陆洲雷在《永恒的追思序》中写道：&ldquo;许多青年追思他，为他做纪念。
纪念他的平凡，不是纪念他的煊赫。
煊赫的纪念，往往不是真心的纪念；唯有平凡的纪念，才是真心的纪念。
这种&lsquo;心悦诚服&rsquo;的忠实信徒，决不是权位势力所能钓取；也决不随权位势力而摇动其信心
。
&rdquo;现在，中国大陆、台湾乃至世界各地弘祖景仰者和崇拜者与日俱增，纪念馆、纪念会如雨后春
笋般的不断发展。
　　由于年龄关系，我们没有亲近过弘祖，无缘亲聆弘祖的教导，但弘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
产，丰厚的佛学著作，我们读到《随弘一大师学佛》就好像弘祖在面对面给我们讲开示，在教导我们
，令我们倍感亲切。
非常感恩记录和搜集这些资料的大德。
　　我们姊妹学佛得益于《弘一大师演讲集》，其中：&ldquo;佛法学习初步&rdquo;、&ldquo;佛教之
简易修持法&rdquo;、&ldquo;敬三宝&rdquo;、&ldquo;改过实验谈&rdquo;、&ldquo;青年佛教徒应注意
的四项&rdquo;等开示，契理契机，使我们走上正知正见之路。
因此，我们将这些文章奉献给大家，共同受益。
　　近几年来，弘一大师研究工作不断开展，弘祖景仰者也在不断地增加，弘祖的著作备受大家喜欢
。
为了扩大发行面，让更多的善知识从中受益，出版社同仁为该书义务设计、打字，众缘和合，共编辑
选择弘祖不同时期较通俗文章多篇，圆满功德。
　　学佛是为了成佛，纪念弘一大师就是学习弘一大师，做弘一大师。
我们以平常心、清净心，拜读弘祖的嘉言懿行，以弘祖为楷模，见贤思齐，&ldquo;发心求正觉，忘己
济群生&rdquo;。
使&ldquo;弘学&rdquo;文化融入到现代文化与生活之中，学以致用，增强荣辱观意识，推进当今和谐
社会的发展，使我们的学识更充实，人格更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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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将弘一法师晚年其学佛心得整理修订，以一代大师修为向常人揭示出佛门的真谛。
他的演讲稿与辑录的处世格言被梁实秋、林语堂等作家誉为一字千金，值得所有人慢慢阅读，慢慢体
味，用一生的时间静静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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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创立的。
他生于印度的迦毗罗卫国，是个太子。
父亲净饭王，母亲摩耶夫人。
佛诞生七日摩耶夫人即逝世，由姨母抚养长大。
他名叫悉达多，释迦牟尼是人们尊称他为&ldquo;释迦族的圣贤&rdquo;的意思。
他为&ldquo;度世&rdquo;而降生娑婆世界（即忍苦辱的世界），慈悲敏感之心异乎常人。
少时身享富贵，而出游宫外，看到世人生老病死的种种痛苦，甚感侧然，即有出家修道之心。
净饭王害怕他出家，曾加劝阻和防范，但他终于离家出走去修道。
中外典籍，对佛诞生的时间，有的说是周昭王时，有的说是春秋时；他出家年龄，有的说是十九岁，
有的说是二十九岁。
他出家后，向一些修苦行的道人（当时也称为&ldquo;沙门&rdquo;）学道，学了六或十年左右的时间
，觉得没有很大的心得；后来到摩揭陀国菩提伽耶这地方的菩提树下静坐思念，才悟得正法，修成佛
道。
从此到处宣讲佛法，前后经过四五十年，门徒由少而多，创立了印度的佛教。
在印度，他宣教的地域很广，而以在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萨罗国首都舍卫城的时间为最长。
王舍城传法地点是著名的竹林精舍，舍卫城传法地点是著名的只园精舍（亦称给孤独园）。
他的传法，以破除世间迷妄、修持身心清净、普度众生、共求正觉为主，是无上妙音，深得徒众信服
，听讲人数很多。
他于八十岁时，在拘尸那揭罗国都城的娑罗树下安详涅槃，这一点载籍的说法是一致的。
　　佛说法时是口讲，首先用文字详记成书的，是大弟子阿难。
佛涅槃后，弟子对佛说经书，经过四次大规模的讨论和整理，参加人数和结集经书都很多。
后来把佛说经书和佛教典籍，编为经、律、论三类，称为&ldquo;三藏&rdquo;。
佛涅槃前后，佛法已传入印度邻近国家；在东汉时，又传入我国。
从印度、西域来我国传教的高僧大德很多，加上我国高僧的共同努力，佛教经籍在我国译述最多，保
存最富，据《开元释教录》所载，那时我国所译述的&ldquo;三藏&rdquo;经籍，已有一千多部，五千
多卷。
　　据我国&ldquo;天台宗&rdquo;的说法，佛在世说法可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向大根器人说《
华严经》等大乘教理，这种教理比较高深，有的徒众不能领会；第二个时期，向根器较小的人说《阿
含经》等教理，这是小乘的，比较容易领会、修持；第三个时期，说&ldquo;方等&rdquo;教理
，&ldquo;方等&rdquo;是包含广的意思。
佛恐徒众拘执小乘教理，受到局限，故又广说世间与出世间法，引导大众再接受大乘教理，经书有《
维摩诘经》、《楞严经》等；第四个时期，继续说《般若》诸经的大乘教理；第五个时期，说《涅槃
经》、《法华经》等，把从小乘到大乘的教理，重加融通阐释。
这样划分称为&ldquo;判五时教&rdquo;。
&ldquo;华严宗&rdquo;的&ldquo;判教&rdquo;内容，与此又有不同，这里不再详说。
　　佛涅槃后数百年间，印度佛教也有&ldquo;上座&rdquo;、&ldquo;大众&rdquo;诸部的分别。
佛教从东汉传入我国，经过魏晋南北朝而隋唐，有了很大的发展。
到了唐代，已先后形成十个主要的宗派。
　　（一）律宗。
佛家&ldquo;三学&rdquo;为戒定慧，戒律以检束身口意&ldquo;三业&rdquo;为主，有大乘律与小乘律之
分。
唐代居住终南山的道宣律师所创立的律宗，称&ldquo;南山宗&rdquo;。
南山宗所立，是依《涅槃》、《法华》等经义而释通小乘律，建立圆宗戒体的。
它虽属小乘，而实通大乘。
律是出家人所应学的；对于在家人，也说有&ldquo;五戒&rdquo;、&ldquo;八戒&rdquo;等修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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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宗盛于唐，北宋时还有些人学习，南宋以后就失传。
现在又有许多人在学习，将来能再兴盛也未可知。
　　（二）俱舍宗。
它是依《俱舍论》而建立的。
分析各种名相，非常精细，可以说是小乘&ldquo;相宗&rdquo;。
它虽属小乘，但研究大乘相宗，要以它为入手；就是要学他宗，也宜以它为根底。
切不可因其属小乘而轻视。
这宗兴起于南朝陈时，盛行于唐，以后渐衰。
　　（三）成实宗。
它是依《成实论》而建立的，也属小乘。
它开始于姚秦时，至唐渐衰。
所说&ldquo;我空&rdquo;、&ldquo;法空&rdquo;的道理。
虽然是小乘的，但与大乘&ldquo;空宗&rdquo;是有相通的。
　　（四）三论宗。
是依《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而建立的，同时依据《大般若经》。
自此以下七宗，不限于修持自度，志在度世，超世间而又适应世间，所以都属大乘宗派。
这一宗由姚秦时的鸠摩罗什提倡，是讲般若真空的道理，以破小乘和外道，亦名&ldquo;空宗&rdquo;
和&ldquo;性宗&rdquo;。
唐时经吉藏法师阐扬，学者亦众，以后渐衰。
　　（五）慈恩宗。
亦名&ldquo;唯识宗&rdquo;和&ldquo;法相宗&rdquo;。
依《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由唐代玄奘法师编译《成唯识论》、他的弟子窥基（常住长安大
慈恩寺，称慈恩大师）著《成唯识论述记》而建立起来的。
它讲大乘&ldquo;万法唯识&rdquo;之理，最为精密。
唐时甚盛，以后即衰，并且有的唐人撰述失传。
到最近三十年来，失传古籍，从海外请来，学者又多。
重呈兴盛状况。
关于这一宗，我认为是很重要的，无论学哪一宗，都要以它为根底。
切勿因怕分析名相繁难而不去学习它。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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