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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活处处皆禅意。
    “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禅既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又在琴棋书画诗歌赋中。
    禅是心地法门。
    禅教会我们如何觉悟，从而获得绝对自由和生命真正的解脱。
禅宗六祖慧能说：“凡夫即佛。
烦恼即菩提。
前念迷即凡夫。
后念悟即佛。
”佛就是觉悟。
    禅是最好的心理医生。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禅培养我们积极快乐、从容淡定的心态。
    禅是艺术的子宫。
    元好问诗：“诗为禅客添华锦，禅是诗家切玉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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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紫华，男，重庆市人，1945年生。
1983年十兰州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1983年起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南京大学文艺学博士生导师。
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文系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
1997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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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禅宗人物传奇　　第一节 先行者的悲剧——达摩　　简单地说，我们所讲的“禅的智慧
”，它来源于中国佛教禅宗，但它不是宗教。
“禅”是佛教禅宗的创造性成果，但“禅的智慧”不是出家人的专利。
准确地说，禅宗是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以及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家、儒家学说融合之后，形成的一
种新的思想形态。
禅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平淡而洒脱的人生态度，也是生
活中一种机智的处事方法。
　　禅宗是中华传统思维的产物。
但是禅学是印度的佛陀（释迦牟尼）和他的大弟子迦叶所创造的。
大迦叶之后传到二十八代——菩提达摩。
菩提达摩来到中国，成为中国禅宗初祖。
达摩是什么人呢？
他有哪些传奇经历呢？
　　传说，南北朝时期的梁朝普通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有一位从南印度的大和尚菩提达摩乘船从海上到达中国广州。
据说，当时的海关官员见到这个印度和尚时感到很惊讶、很奇怪。
为什么感到惊讶和奇怪呢？
　　原因有两点：　　首先，他声称他是和尚，但他却蓄着满脸浓密的胳腮胡子，长发飘散在肩头。
中国的和尚都是光头，他哪里是和尚的打扮呢？
再看他深陷的眼窝中射出来的电光火石的目光，更透露出看破世相的灵光！
　　其次，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居然除了一根锡杖和一个僧钵之外，两手空空，既没有带行李，更
没有带一部经卷。
海关的官员知道，凡是从印度来华的人，没有准不是带着大量的货物而来，尤其是和尚，从来没有不
带大量经卷的。
　　从这两点看，此人的打扮和举动，是违背常理的，稀奇古怪的。
海关官员暂时扣留了这个“和尚”，并把这人的情况在第一时间内，给当时的广州刺史萧昂做了汇报
。
刺史萧昂知道当今武皇帝（萧衍）一向对外国和尚都另眼相看。
萧昂立即把这个印度和尚送进“招待所”，命令人们在限制他自由行动的同时，又好好款待他，并连
忙十万火急地派人把这个古怪的“印度和尚”的报告送到位于金陵的梁武帝手中。
梁武帝听说有印度高僧来中国，马上命令萧昂用很高规格的礼仪接待菩提达摩，并立即派遣官员到广
州迎接菩提达摩去金陵。
　　为什么梁武帝如此重视这个印度来的和尚呢？
原来，梁武帝是信佛，是个“想当和尚当不成，当了皇帝当不好”的著名人物。
据说，他曾经披着袈裟给大众讲《放光般若经》，他也曾经三度抛弃了皇位而在金陵同泰寺出家，后
来又被大臣们硬“请”回来当皇帝。
　　在位期间，他花了国家大量的金钱修建了许许多多寺庙，唐代著名的诗人杜牧的诗句：“南朝四
百八寸‘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指的这个皇帝做的事。
他还组织僧人大规模翻译佛经，刻印和出版了许许多多的经卷。
　　梁武帝在中国佛教的传播和推广上，确实建立了丰功伟业。
他在历史上有名，原因就在这里。
　　菩提达摩到达金陵后，梁武帝立即接见了他。
梁武帝看见这位从佛国圣土到来的和尚，就大肆吹捧自己对佛教所做的功德。
　　“朕即位以来，大量建造寺庙、刻印佛经，还收养了大批僧人，大力宣扬佛教。
你看，我的功德无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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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摩说：“没有功德。
”　　这样的回答是梁武帝做梦也没想到的。
真是“热脸贴上了冰疙瘩”——情不投、意不合！
梁武帝顿时感觉很不爽。
就问道：“你为什么说我‘没有功德’？
”　　达摩说：“您所做的这些事情，就像一个人和苍天比较一样，人只是一粒小小的果实。
因为，您做的事不能从根本上解除民众的烦恼和苦难。
您做的这些事情，就像人的影子一样，虽然是实实在在的，其实是虚无的，没有什么意义的。
”　　梁武帝听了达摩的这番话，心里很不痛快，就斜着眼反问达摩：“你说说看，什么才是真正的
功德呀？
”　　达摩说：“万物的本性是空性，所以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
有功德即是无功德。
佛法的功德，不是你在人世间所做的那一点点事业就可以追求到的。
”　　梁武帝对达摩的新见解，真是一头雾水，一点也听不懂。
梁武帝感到同达摩的谈话，句句不投机，谈不到一起。
我们通常说话不投机半句多。
所以，梁武帝就改变了话题。
　　梁武帝问达摩：“什么是佛教‘圣谛’第一义？
”　　“圣谛”就是由释迦牟尼首创的原始佛教的“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
其中的“苦谛”是佛教对于人生的基本观点。
佛教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苦，这“苦”是与生俱来的，就像人有了身体就有了影子一样。
比如，人的一生就有生、老、病、死等苦。
所以“圣谛”第一义，就是“苦谛”。
这是佛学的A、B、C，达摩当然懂得。
然而达摩的回答却是令入意想不到的！
　　达摩说：“哈哈！
天底下哪有什么神圣的东西！
”　　达摩的这句话很具有颠覆性。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信仰“神圣”。
天、地、人和自然万物都是神圣的；伟大的人物，伟大的皇帝都是神圣的。
怎么这个印度和尚说“天底下没有神圣的东西”呢？
　　谈话至此，梁武帝的每一句话都被达摩堵截、反驳，他觉得这个洋和尚太无理、太张狂了！
这分明是抬杠嘛！
梁武帝有些恼怒，就问达摩：“那么，现在正在回答我问话的人是谁呢？
”　　达摩回答说：“我不认识他（自我）。
”　　他们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谈话结束了。
这次谈话，既无结果，彼此也没有好感。
为什么他们的谈话令彼此都不愉快呢？
原因在于两点：　　首先，粱武帝手握大权，威严无比，希望得到外国和尚的赞扬。
达摩心中却是佛教的“沙门不敬王者”的平等思想，所以，不愿意给俗界的皇帝以廉价的赞美。
　　其次，达摩的观点是大乘佛教的“空观”，一切皆空。
他到中国来，所要宣扬的，正是这种新的、颇有异端色彩的禅学。
达摩的观点是具有颠覆性的、反叛性的、异端的思想。
他们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走不到一起。
　　此后，梁武帝再也没有召见过菩提达摩。
皇帝对他进行“冷处理”，把他一个人晾在了招待所。
　　菩提达摩知道自己深深得罪了皇帝，又知道皇帝缺乏悟性，他们之间话不投机，情不投缘，他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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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在金陵就是自讨没趣了。
所以，不久之后，菩提达摩就悄悄离开金陵，渡过长江到达了北魏。
为什么达摩要悄悄离去呢？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此前的谈话中，与梁武帝关系弄得很僵，梁武帝没有杀他，就很开明大度了，
很够意思了；其次，达摩将要去的地方，是当时与南梁王朝敌对的、隔江而治的北魏王朝的地盘。
一个外国人穿行在敌对的两个国家之间，很容易沾上间谍的嫌疑，何况梁武帝对他一肚子的不满，这
不正好送给皇帝一个杀死自己的借口吗？
如果达摩公开说明他要去北魏王朝，难免有杀身之祸。
　　有个传说是关于达摩“一苇渡江”的神奇故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秋夜，达摩悄悄离开金陵城，
来到了长江边。
江边没有一只渡船。
这时，守城的军官发现有人翻越城墙出城了，就率军队出来追赶搜寻。
火光和人声越来越近，情急之中，达摩只好折断一杆芦苇，抛在江水中，凭借自己的神力，站在芦苇
上随风飘向北岸。
追赶的官兵远远望着似乎行走在江上的达摩，而无可奈何⋯⋯　　若干天后，达摩到达了北魏的京城
洛阳。
奇怪的是，达摩专程来中国传播新的佛法，但他却没有在京城滞留，直接去了嵩山的少林寺。
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当时北魏的皇帝孝明帝在几个月前刚死去，朝廷中正酝酿着新的阴谋和残杀。
达摩无法借用皇室的力量来宣教，只好独自在少林寺“挂单”，以等待机会。
　　然而在少林寺，菩提达摩也没有讲经说法，也不做学术交流，不知是因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呢，还是语言不通，有交流上的障碍。
总之，他形影孤单，独来独往。
他每天只是在少林寺西北的一个山洞里面壁坐禅，沉默无语。
少林寺的其他和尚都感觉这个老外神秘莫测，神经兮兮的，和尚们叫他“壁观婆罗门”。
　　为什么达摩的禅法与当时的中国佛学观念格格不入呢？
这是因为他的禅法有五个新奇怪异的地方：　　第一，汉代以来，凡是西方来中国的和尚，大多以翻
译佛经为主要的事业，而达摩从不翻译一字，这是他与众不同的怪异之一。
　　第二，达摩不树立宗派，也不讲经说法，只秘密传授“调心”之法，只教人如何认识“自我”的
“心性”，如何通过坐禅来达到“明心见性”。
这是他又一个怪异之处。
　　第三，历来印度来华的和尚，都是把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不加以区分，同时倾销给中土民众。
达摩却只推崇大乘佛教，闭口不谈小乘佛教。
这又是他的一大怪异之举。
　　第四，达摩否定念经诵佛、否定造塔建寺，他把刻印经卷、讲经说法等等，都看作是形式主义的
花架子，没有任何意义。
这一见解，对于当时的佛教规范来说，是具有反叛性和颠覆性的异端邪说。
　　第五，达摩宣扬，学佛的根本，在于认识自我。
他在教学中，从来不谈理论、道理，而只启发学者去认识“自我”。
这就是“不立文字”。
　　作为一个外来的洋和尚，达摩的思想和行为又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地方，他不可能融入当时的佛
教群体中，不可能得到有权有势的“土和尚”的认可和接纳。
菩提达摩永远也不会懂得，自古以来，在中国社会，如果一个人独走偏锋，独持偏见而一意孤行，与
时尚流行的东西显得不合拍，不融洽，那么，他很快就将被“边缘化”，必然遭到冷落和排挤。
所以，在少林寺，达摩禅师是孤独的，而孤独的人觉得到处都是沙漠。
　　达摩的佛性清净，禅境高妙，与当时中土的和尚们不在同一个思维高度上。
所以，无法与人对话，更难以与人交流。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禅悦如风>>

在人类思想史上，只有惺惺怜惜惺惺，智慧映照智慧，才能做到两心相吸、心心相印。
表面上看，达摩每日面壁，借壁观心，其实，他在期盼着有识之士，等待着有智慧的人，来达到心心
相印，传授禅法妙理。
过了一年又一年，人们对这个印度和尚再也不感兴趣了，很少有人想到他，也很少有人见到他。
　　达摩仍然孤独地在山洞中坐禅⋯⋯　　终于有一天，一位智者风尘仆仆来到了少林寺。
他的目的明确——拜达摩为师；他信心坚定——要参透禅法。
这位中年和尚名叫神光。
原本在洛阳龙门香山永穆寺出家。
为什么称他是智者呢？
因为他博览群书，善于思辩，善谈玄学道理，而且性情旷达，视野开阔，追求新思想。
他听说有一位奇特的外国和尚在少林寺面壁静修，少林寺离他居住的伊洛只有几百里地。
神光心里想，我为什么不跟随这位外国和尚学习新的禅理，让自己登上更高的佛学境界呢？
于是，他就来到了少林寺，拜达摩为师。
　　神光一见达摩，就激动地说，自己如何崇拜达摩的思想，将如何勤勉学习，如何侍奉达摩，等等
。
但是，达摩根本不理睬他，就像一座雕像似的坐在那里“面壁”。
神光就静立在旁边侍候着，期待着达摩的认可和接纳。
　　一天过去了，达摩不理睬神光⋯⋯　　几天过去了，达摩没理睬神光⋯⋯　　十几天过去了，达
摩似乎完全没有觉察到神光的存在⋯⋯　　一个在洞外站立，一个在洞中静坐；一个要求法，一个要
传法。
然而，两人日久天长地僵持在那里，又像赌气，又像在叫劲。
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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