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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间已无李叔同1918年2月25日（民国七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佳节的热闹声里，一名清瘦的中年男
子于杭州虎跑寺皈依佛门，取法名演音，字弘一。
从此，人间已无李叔同。
这一年春天，北京“S会馆”，比李叔同小一岁的周树人停止抄写“没有什么用”也“没有什么意思
”的古碑，奋笔写出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留美归来的胡适博士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呼吁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5月4日，因受桂系和政学系军阀挟制，自知护法无望，孙中山被迫辞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之职，避居
上海；7月，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大谈只有德莫克拉西（Democracy，民主）和赛因斯（Science
，科学）两位先生才能救中国；到了秋天，梁巨川公只身殉道，自沉于静业湖，其子梁漱溟陡然由虔
诚的佛教徒转为儒教徒；同样在这一年，一战结束，欧陆百废难兴。
梁启超巡游西欧归来，鼓吹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要以东方文明拯救世界；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
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大力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这一年，精研佛学的章太炎发明的注
音字母被民国政府颁布施行；毛润之在北大图书馆做临时管理员，拿着只有胡适三十二分之一的薪酬
，冬天，他跑去天津大沽口，平生第一次看到大海。
正值风云际会的时代，奔涌的大潮中，李叔同的选择最为孤绝，像他另一个名字“成蹊”所暗示的那
样，他走的是一条人迹罕至的蹊径。
众皆图硕果，独我羡无为。
在成为弘一法师之前，他是翩翩贵公子，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才子，是花丛征逐、乐在声色犬马
之上的名士，是中国现代话剧、音乐、美术的先驱，是两个男孩的父亲和两个女人的丈夫⋯⋯舍此万
丈红尘而入空门，可谓惊世骇俗，震铄古今。
李叔同出家不到一年，五四运动爆发。
狂潮之中，沈仲九不无遗憾地对李叔同的学生曹聚仁说：“弘一法师若是到了现在，也不会出家了。
”仅仅数年后，曹聚仁写道：“近来忽然从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灵魂，五四的狂热日淡，厌世之念日深
，不禁重复唤起李先生的影子。
”（《我们的李先生》）然而弘一法师已经越走越远了。
这些世间的扰攘，似乎都已与他无关。
皈依佛门之后，他发愿复兴三百年律宗，勤修戒定智慧，成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他勇猛精进，修行不辍，直到1942年10月13日安然示寂，留下四字绝笔“悲欣交集”。
如梦如幻，如露如电。
“综观大师之生平，十龄全学圣贤；十二岁至二十，颇类放荡不羁之狂士；二十至三十，力学风流儒
雅之文人；三十以后，始渐复其初性焉。
”（胡宅梵《记弘一大师之童年》）弘一法师于六十三岁圆寂，但其一生丰富多彩，比得上一个人活
了几世。
加缪认为，生命“重要的并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
（《西西弗的神话》）以此比附弘一，大师可谓富有无比。
弘一法师的一生可以分为在俗、僧侣两大段落，而以人生境界区分，则可划为世俗生活、文艺生活、
宗教生活三重境界。
丰子恺曾将世俗生活、文艺生活和宗教生活比作三层楼，他认为普通人只在一楼活动，文人、艺术家
则会上到二楼，而弘一大师“脚力大”，“不过瘾”，一二三楼递阶而上，直到最高处。
比喻趣妙，读解入心。
受此启发，笔者试着绘出弘一法师人生的三份地图。
一、生平行略地图“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晚年的苏东坡过镇江金山寺，见旧友李龙眠为自己造像而写下此联语。
以黄州惠州儋州三个地名，连缀生平关键节点，简洁而意味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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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苏东坡于常州病逝。
东坡早年尊儒，抱济世理想。
中年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此后又远谪岭南惠州、天涯海角的儋州，遂性情大变，出入佛老，好为禅
语。
东坡于诗文书画无一不精，成就之高，卓绝千古。
弘一法师同样多才多艺，诗书画印无一不精，更为一代高僧，才情世所罕见，隔九百年似可与苏子遥
相呼应。
以生平行略连缀，可得弘一法师第一份地图：天津－上海－东京－天津－上海－杭州－温州－厦门－
泉州。
天津为少年时期，上海－东京－天津（归国后）－上海为青年时期，杭州皈依前后至浙东弘教为中年
时期，闽南十年为晚年。
大师一生行迹清晰可见。
二、文艺地图城南文社－上海书画家公会－南洋公学－沪学会－随鸥吟社－淡白会－春柳社－城东女
学－南社－太平洋报－文美会－西泠印社－乐石社 。
弘一法师出家前，以文艺名世，举凡音乐、美术、话剧等各个领域，都留下了浓墨重彩，“文艺的园
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
（丰子恺《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先器识而后文艺》）屐痕所至，一路风景，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
城南文社、上海书画家公会、南洋公学、沪学会是李叔同初到上海那几年里先后加入的文艺社团和学
习之所；随鸥吟社、淡白会是李叔同留学日本时加入的日本诗人、美术家社团，春柳社则是他在东京
创立的中国第一个话剧演出团体；城东女学、南社、太平洋报、文美会是他留学归来在上海驻足过的
驿站；西泠印社为中国印学第一名社，李叔同在其成立的次年即已加入，乐石社则是他在浙江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任教时发起成立的篆刻研习机构。
文艺路线与俗世行履如复调交织在一起，共同谱成一段绚丽的艺术人生。
三、弘法地图第三份地图是弘一法师的弘法地图，乍看上去像一幅由众多名山古刹组成的藏宝图。
大师半生行云流水奔波布道，功力之勤，可见一斑：虎跑寺－灵隐寺－精严寺－海潮寺－玉泉寺－新
城贝山－莲花寺－凤生寺－庆福寺－绍兴草子田头草庵－开元寺－法雨寺－七塔寺－招贤寺－金光明
道场－青莲寺－常寂光寺－太平寺－大罗山－清凉寺－南普陀寺－小雪峰寺－承天寺－金仙寺－白衣
寺－法界寺－金仙寺－五磊寺－金仙寺－戒珠讲寺－五磊寺－伏龙寺－城下寮－伏龙寺－峙山－万寿
岩－妙释寺－万寿岩－开元寺－晋江草庵－南普陀－晋水兰若－万寿岩－开元寺－温陵养正院－净峰
寺－承天寺－泉州草庵－温陵养正院－日光岩－南普陀－闽南佛学院－南普陀－温陵养正院－万石岩
－湛山寺－万石岩－泉州草庵－承天寺－梅石书院－开元寺－清尘堂－了闲别墅－南山寺－瑞竹岩－
尊元经楼－梵天寺－水心亭－清尘堂－光明寺－温陵养正院－承天寺－桃源殿－普济寺－莲山－灵应
寺－灵瑞山－百原寺－福林寺－养老院－过化亭－开元尊胜院－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
弘一法师世寿六十三岁，其中在俗三十八年，僧腊二十五春秋。
观其人生地图，世俗、文艺、佛门三个段落从容展开，大开大阖，轰轰烈烈。
由见龙在田，至亢龙有悔，终飞龙在天，化迹历历在目。
“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赵朴初诗）弘一法师一生，其入红尘也炽烈，其舍旧我也决绝。
“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
，而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
其行迹如真而幻，不可捉摸，殆所谓游戏人间，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者耶？
”（夏丏尊《弘一大师永怀录》）大象无形。
我等凡夫明知“执象以求，咫尺千里”，仍不甘心。
欲以拙劣之笔勾勒出真人面貌，首意在于以真人为镜，励己励人，虽不能至，但勤行之。
其次，弘一法师独特的人格及人生道路，为研究中国现代思想的变迁和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提供了
一份不可复制的样本，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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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笔者写作本书最大的动力。
由此，按图索骥，踏上追寻大师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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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叔同（1880－1942），20世纪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是中国现代音乐、戏剧、美术的先驱，也是佛教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集佛学大师和艺术大
师于一身。

　　他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春柳社”，撰写中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开设中国第一堂人体写
生课⋯⋯他写下的《送别》传唱至今，他的书法征服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启功、赵朴初⋯⋯
　　他是杰出的教育家，丰子恺、刘质平、曹聚仁、吴梦非的老师。

　　他曾是翩翩贵公子，有着无数风流韵事。

　　他在最璀璨的盛年遁入空门，终身苦行，慈悲度世，被称为“人天师范”。

　　他是生命绚烂到极致复归于平淡的典型，他悲欣交集的一生无法复制。

　　他是天地间一个孤寂的僧侣，更是一位神圣的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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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瓦当，70后诗人，小说家，出版人，大学教师，著有作品《到世界上去》、《漫漫无声》、《多情
犯》、《去小姨家》等多部，被誉为70后最有潜力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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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929年初夏，由经亨颐、夏丐尊、丰子恺、刘质平等友人襄力为弘一法师在白马湖畔筑造
的精舍建成。
弘一法师于9月到达白马湖，他对山房的建筑及周边环境都十分满意。
他在给夏丐尊的信中写到：“摄影甚美，可喜。
山房建筑，于美观上甚能注意，闻多出于石禅（经亨颐的号）之计划也。
石禅新居由山房望之，不啻一幅画图（后方这松树配置甚妙）。
彼云：曾费尽心力惨淡经营，良有以也。
” 弘一法师以李商隐“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诗意，为山房题名“晚晴山房”。
他在这里度过自己的五十岁寿辰。
开明书店《李息翁临古法书》、《护生画集》亦在此时出版。
为庆祝五十岁生日，弘一法师与诸友人还在白马湖举行了一次放生活动，这是当地从未有过的。
他对于此次放生十分欣喜，写有《白马湖放生记》以纪念。
 弘一法师素以慈悲为怀，对于任何涉及杀生的行为和意念都视为残忍，努力戒免。
除精心创作编辑《护生画集》，劝人从戒止杀，护生护心之外，生活中他更是处处以护生为念。
1929年，他在给开明书店写字模时，写到“刀”部，竟因“刀部之字，多有杀伤意，不忍下笔”。
他每次落座，都要先把竹椅摇一摇，以提醒椅子里可能有的虫子逃跑。
《华严经》云：“如我心者，终不发生一念之意与一蚊一蚁而作苦事，况复人耶！
”弘一法师诚哉如斯。
 晚晴山房成为白马湖的中心，旧时的友人齐聚过来。
“其地甚为幽静，诸事无虑，护法之人甚多”，弘一法师有了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他在此圈点《行事钞记》。
开始钻研南山律。
 有一次，随经亨颐到春晖中学任教的夏丐尊和当时任教于私立上海艺术师范大学的刘质平来到晚晴山
房，在弘一法师面前感叹时下有责任的歌者难得，靡靡之音泛滥社会，长此以往，青年学子们都将振
作不起。
此前一年，丰子恺、裘梦痕编辑的《中文名歌五十首》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其中收录弘一早年所作
歌曲二十五首之多，丰子恺在序言中赞颂弘一大师“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中国能作
曲又作词的音乐家，也只有李先生一人”。
此书后来被众多学校选作音乐教材，影响巨大。
这次见面，刘质平与夏丐尊询问弘一法师，是否可以为青年学生写歌。
弘一法师闻听此言，心情沉重，便郑重应允下来。
两年后，弘一法师在金仙寺写成“清凉歌”五首，因恐其文词深奥，普通青年学生难解其意，又请芝
峰法师注释，然后交给刘质平作曲。
1936年10月，《清凉歌集》由开明书店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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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慈悲旅人:李叔同传》编辑推荐：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家，最早将话剧等引入国内，中
国开创人体写生的第一人，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把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至中年向
佛，精研律学成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绚丽至极而归于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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