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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人心中皆有禅。
读禅意文字，品禅意人生，这是一本让内心感到清凉的书。
本书汇集了诸多文化名家与“禅”有关的经典文章，如鲁迅、丰子恺、黄永玉、金庸、周国平讲述与
禅结缘的故事；沈从文、金庸、余秋雨、贾平凹用生命书写对佛性与人性的感悟；梁思成、范曾、舒
乙细述有关佛的建筑、雕塑、艺术之美，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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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弘一　　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有两千余
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
　　最近越风社要出关于&ldquo;西湖&rdquo;的增刊，由黄居士来函要我做一篇西湖与佛教之因缘，
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广泛了，而且又无参考书在手，于短期内是不能做成的。
　　所以现在就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把那些值得追味的几件零碎的事情说一说，也算是纪念我出
家的经过。
　　一　　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光绪二十八年七月（本篇所记的年月，皆依旧历）。
　　在杭州住了约摸一个月光景，但是并没有到寺院里去过。
只记得有一次到涌金门外去吃过一回茶而已，而同时也就把西湖的风景稍微看了一下子。
　　第二次到杭州时，那是民国元年的七月里，这回到杭州倒住得很久，一直住了近十年，可以说是
很久的了。
　　我的住处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很近，只两里路光景。
　　在钱塘门外，靠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名景春园，我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
吃茶。
当民国初年的时候，西湖那边的情形，完全与现在两样；那时候还有城墙及很多柳树，都是很好看的
。
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之外，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而钱塘门外，更是冷静了。
　　在景春园的楼下，有许多的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
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看西湖的风景。
　　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mdash;&mdash;昭庆寺了。
　　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地到那里去看一看。
　　当民国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在西湖的广化寺里面住了好几天，但是住的地方，却不是在出家人
的范围之内，那是在该寺的旁边，有一所叫作痘神祠楼上的。
　　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要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当时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曾到出家人
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觉得很有意思呢！
　　记得那时我亦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
　　曾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来演讲，那时，我和夏丏尊居士两人，却出门躲避，而到湖心亭上
去吃茶！
当时夏丏尊曾对我说：&ldquo;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
&rdquo;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了。
　　二　　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法的，谓断食可以治疗
各种疾病。
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
可以痊愈亦未可知。
要行断食时，须于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来作断食的时间。
　　至于断食的地点呢？
总须先想一想，及考虑一下，似觉总要有个很幽静的地方才好。
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君来商量，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地方，有一座虎跑寺，可作为断食的
地点。
　　那么我就问他：&ldquo;既要到虎跑寺去，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究竟要请谁呢？
&rdquo;他说：&ldquo;有一位丁辅之，是虎跑的大护法，可以请他去说一说。
&rdquo;于是他便写信请丁辅之代为介绍了。
　　因为从前那个时候的虎跑寺，不是像现在这样热闹的；而是游客很少，且十分冷静的地方啊！
若用来作为我断食的地点，可以说是最相宜的了。
　　到了十一月的时候，我还不曾亲自到过，于是我便托人到虎跑寺那边去走一趟，看看在哪一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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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住好。
回来后，他说在方丈楼下的地方，倒很幽静的；因为那边的房子很多，且平常的时候都是关起来，客
人是不能走进去的，而在方丈楼上则只有一位出家人住着而已，此外并没有什么人居住。
　　等到十一月底，我到了虎跑寺，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屋子里了。
我住进去以后，常常看到一位出家人在我的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到他却十分欢喜
呢！
因此就时常和他来谈话，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
　　我以前虽然从五岁时，就时常和出家人见面，时常看见出家人到我的家里念经及拜忏，而于十二
三岁时，也曾学了放焰口，可是并没有和有道德的出家人住在一起，同时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
样，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
　　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
　　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头却十分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喜欢吃，
及回到了学校，以后我就请佣人依照他们那种样的菜煮来吃。
　　这一次，我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
　　三　　及到了民国六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
　　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
经，而于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
　　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面去过年。
我仍旧住在方丈楼下，那个时候，则更觉得有兴味了。
于是就发心出家，同时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楼上的出家人做师父。
　　他的名字是弘详师，可是他不肯让我去拜他，而介绍我拜他的师父。
他的师父是在松木场，护国寺里面居住的，于是他就请他的师父回到虎跑寺来，而我也就于民国七年
，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
　　我打算于此年的暑假来入山，而预先在寺里面住了一年后，然后再实行出家的。
当这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件海青，及学习两堂功课。
　　二月初五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就先于两天以前到虎跑寺去，在那边背诵了三天的地藏
经，为我的母亲回向。
　　到了五月底的时候，我就提前先考试，而于考试之后，即到虎跑寺入山了。
到了寺中一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度的。
　　及至七月初的时候，夏丏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还未出家，他就对我说：&ldquo;
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rdquo;　　我本来是想转年再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劝，于是就赶紧出家了。
于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
　　落发以后，仍须受戒的。
于是由林同庄君的介绍，而到灵隐寺去受戒了。
　　灵隐寺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我一向是对看它很喜欢的，我出家了以后曾到各处的大寺院看过
，但是总没有像灵隐寺那么好！
　　八月底，我就到灵隐寺去，寺中的方丈和尚却很客气，让我住在客堂后面芸香阁的楼上。
当时是由慧明法师做大师父的，有一天我在客堂里遇到这位法师了。
他看到我时，就说起：&ldquo;既系来受戒的，为什么不进戒堂呢？
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地随便吗？
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我也是一样看待的。
&rdquo;那时方丈和尚仍是要我住在客堂楼上，而于戒堂里面有了紧要的佛事时，方去参加一两回的。
　　那时候我虽然不能和慧明法师时常见面，但是看到他那种的忠厚、笃实，却是令我佩服不已的。
　　受戒以后，我就住在虎跑寺内。
到了十二月，即搬到玉泉寺去住，此后即常常到别处去，没有久住在西湖了。
　　神位&middot;官位&middot;心位　　史铁生　　有好心人劝我去庙里烧烧香，拜拜佛，许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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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那样的话佛就会救我，我的两条业已作废的腿就又可能用于走路了。
　　我说：&ldquo;我不信。
&rdquo;　　好心人说：&ldquo;你怎么还不信哪？
&rdquo;　　我说：&ldquo;我不相信佛也是这么跟个贪官似的，你给他上供他就给你好处。
&rdquo;　　好心人说：&ldquo;哎哟，你还敢这么说哪！
&rdquo;　　我说：&ldquo;有什么不敢？
佛总不能也是&lsquo;顺我者昌，逆我者亡&rsquo;吧？
&rdquo;　　好心人说：&ldquo;哎哟哎哟，你呀，腿还想不想好哇？
&rdquo;　　我说：&ldquo;当然想。
不过，要是佛太忙一时顾不上我，就等他有工夫再说吧，要是佛心也存邪念，至少咱们就别再犯一个
拉佛下水的罪行。
&rdquo;　　好心人苦笑，良久默然，必是惊讶着我的执迷不悟，痛惜着我的无可救药吧。
　　我忽然心里有点怕。
也许佛真的神通广大，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让我的腿好起来？
老实说，因为这两条枯枝一样的废腿，我确实丢失了很多很多我所向往的生活。
梦想这两条腿能好起来，梦想它们能完好如初，二十二年了，我以为这梦想已经淡薄或者已经不在，
现在才知道这梦想永远都不会完结，一经唤起也还是一如既往地强烈。
唯一的改变是我能够不露声色了。
不露声色但心里却有点怕，或者有点慌：那好心人的劝导，是不是佛对我的忠心所做的最后试探呢？
会不会因为我的出言不逊，这最后的机缘也就错过，我的梦想本来可以实现但现在已经彻底完蛋了呢
？
　　果真如此么？
　　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办法：这等于说我就是这么个命。
　　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意思：这等于说世间并无净土，有一双好腿又能走去哪里？
　　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可惜：佛之救人且这般唯亲、唯利、唯蜜语，想来我也是逃得过初一逃不过
十五。
　　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可怕：无非又撞见一个才高德浅的郎中，无非又多出一个吃贿的贪官或者一
个专制的君王罢了。
此&ldquo;佛&rdquo;非佛。
　　当然，倘这郎中真能医得好我这双残腿，倾家荡产我也宁愿去求他一次。
但若这郎中偏要自称是佛，我便宁可就这么坐稳在轮椅上，免得这野心家一日得逞，众生的人权都要
听其摆弄了。
　　我既非出家的和尚，也非在家的居士，但我自以为对佛一向是敬重的。
我这样说绝不是承认刚才的罪过，以期佛的宽宥。
我的敬重在于：我相信佛绝不同于图贿的贪官，也不同专制的君王。
我这样说也绝不是拐弯抹角的恭维。
在我想来，佛是用不着恭维的。
佛，本不是一职官位，本不是寨主或君王，不是有求必应的神明，也不是可卜凶吉的算命先生。
佛仅仅是信心，是理想，是困境中的一种思悟，是苦难里心魂的一条救路。
　　这样的佛，难道有理由向他行贿和谄媚吗？
烧香礼拜，其实都并不错，以一种形式来寄托和坚定自己面对苦难的信心，原是极为正当的，但若期
待现实的酬报，便总让人想起提着烟酒去叩长官家门的景象。
　　我不相信佛能灭一切苦难。
如果他能，世间早该是一片乐土。
也许有人会说：&ldquo;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慧根不足、心性不净、执迷不悟的人闹的，佛的宏愿才至今
未得实现。
&rdquo;可是，真抱歉，这逻辑岂不有点像庸医无能，反怪病人患病无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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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最要重视的当是佛的忧悲。
常所谓&ldquo;我佛慈悲&rdquo;，我以为即是说，那是慈爱的理想同时还是忧悲的处境。
我不信佛能灭一切苦难，佛因苦难而产生，佛因苦难而成立，佛是苦难不尽中的一种信心，抽去苦难
佛便不在了。
佛并不能灭一切苦难，即是佛之忧悲的处境。
佛并不能灭一切苦难，信心可还成立吗？
还成立！
落空的必定是贿赂的图谋，依然还在的就是信心。
信心不指向现实的酬报，信心也不依据他人的证词，信心仅仅是自己的信心，是属于自己的面对苦难
的心态和思路。
这信心除了保证一种慈爱的理想之外什么都不保证，除了给我们一个方向和一条路程之外，并不给我
任何结果。
　　所谓&ldquo;证果&rdquo;，我久思未得其要。
我非佛门弟子，也未深研佛学经典，不知在佛教的源头上&ldquo;证果&rdquo;意味着什么，单从大众
信佛的潮流中取此一意来发问：&ldquo;果&rdquo;|是什么？
可以证得的那个&ldquo;果&rdquo;到底是什么？
是苦难全数地消灭？
还是某人独自享福？
是世上再无值得忧悲之事？
还是某人有幸独得逍遥，再无烦恼了呢？
　　苦难消灭自然也就无可忧悲，但苦难消灭一切也就都灭，在我想来那与一网打尽同效，目前有的
是原子弹，非要去劳佛不可？
若苦难不尽，又怎能了无烦恼？
独自享福万事不问，大约是了无烦恼的唯一可能，但这不像佛法倒又像贪官庸吏了。
　　中国信佛的潮流里，似总有官的影子笼罩。
求佛拜佛者，常抱一个极实惠的请求。
求儿子，求房子，求票子，求文凭，求户口，求福寿双全&hellip;&hellip;所求之事大抵都是官的职权所
辖，大抵都是求富而不得理会，便跑来庙中烧香叩首。
佛于这潮流里，那意思无非一个万能的大官，且不见得就是清宫，徇私枉法乃至杀人越货者竟也去烧
香许物，求佛保佑不致东窗事发抑或锒挡入狱。
若去香火浓烈的地方做一次统计，保险因为灵魂不安而去反省的、因为信心不足而去求教的、因为理
想认同而去礼拜的，难得有几个。
　　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神位，历来少为人的心魂而设置，多是为君的权威而筹谋。
&ldquo;君权神授&rdquo;，当然求君便是求神，求它便是求君了，光景类似于求长官办事先要去给秘
书送一点礼品。
君神一旦同一，神位势必日益世俗得近于衙门。
中国的神，看门、掌灶、理财、配药，管红白喜事，管吃喝拉撒，据说连厕所都有专职的神来负责。
诸神如此地务实，信徒们便被培养得淡漠了心魂的方位；诸神管理得既然全面，神通广大且点滴无漏
，众生除却歌功颂德以求实惠还能何为？
大约就只剩下吃&ldquo;大锅饭&rdquo;了。
&ldquo;大锅饭&rdquo;吃到不妙时，还有一句&ldquo;此处不养爷&rdquo;来泄怨，还有一句&ldquo;自
有养爷处&rdquo;来开怀。
神位的变质和心位的缺失相互促进，以致佛来东土也只热衷俗务，单行其&ldquo;慈&rdquo;，那一
个&ldquo;悲&rdquo;字早留在西天。
这信佛的潮流里，最为高渺的祈望也还是为来世做此务实的铺陈&mdash;&mdash;今生灭除妄念，来世
可入天堂。
若问：何为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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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曰：无苦极乐之所在。
但无苦怎么会有乐呢？
天堂是不是妄念？
此问则大不敬，要惹来斥责，是慧根不够的征兆之一例。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曾引出众口一词的感慨以及嘲骂：&ldquo;美国也（他妈的）不是天堂
。
&rdquo;可是，谁说那是天堂了？
谁曾告诉你纽约专门儿是天堂了？
人家说那儿也是地狱，你怎么就不记着？
这感慨和嘲骂，泄露了国产天堂观的真相：无论急于今生，还是耐心来世，那天堂都不是心魂的圣地
，仍不过是实实在在的福乐。
福不圆满，乐不周到，便失望，便怨愤，便嘲骂，并不反省，倒运足了气力去讥贬人家。
看来，那&ldquo;无苦并极乐&rdquo;的向往，单是比凡夫俗子想念得深远：不图小利，要中一个大彩
。
　　就算天堂真的存在，我的智力还是突破不出那个&ldquo;证果&rdquo;的逻辑：无苦并极乐是什么
状态呢？
独自享福则似贪官，苦难全消就又与集体服毒同效。
还是那电视剧片头的几句话说得好，那儿是天堂也是地狱。
是天堂也是地狱的地方，我想是有一个简称的：人间。
就心魂的朝圣而言，纽约与北京一样，今生与来世一样，都必是慈与悲的同行，罪与赎的携手，苦难
与拯救一致地没有尽头，因而在地球的这边和那边，在时间的此岸和彼岸，都要有心魂应对苦难的路
途或方式。
这路途或方式，是佛我也相信，是基督我也相信，单不能相信那是官的所辖和民的行贿。
　　还有&ldquo;人人皆可成佛&rdquo;一说，也作怪，值得探讨。
怎么个&ldquo;成&rdquo;法儿？
什么样儿就算&ldquo;成&rdquo;了呢？
&ldquo;成&rdquo;了之后再往哪儿走？
这问题，我很久以来找不到通顺的解答。
说&ldquo;能成&rdquo;吧，又想象不出成了之后可怎么办，说&ldquo;永远不能成&rdquo;吧，又像是用
一把好歹也吃不上的草料去逗引着驴儿转磨。
所谓终极发问、终极关怀，总应该有一个终极答案、终极结果吧？
否则岂不荒诞？
　　最近看了刘小枫先生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令我茅塞顿开。
书中讲述基督教时说：人与上帝有着永恒的距离，人永远不能成为上帝。
书中又谈到，神是否存在？
神若存在，神便可见、可及、乃至可做，难免人神不辨，任何人就都可能去做一个假冒伪劣的神了；
神若不存在，神学即成扯淡，神位一空，人间的造神运动便可顺理成章，肃贪和打假倒没了标准。
这可如何是好？
我理解那书中的意思是说：神的存在不是由终极答案或终极结果来证明的，而是由终极发问和终极关
怀来证明的，面对不尽苦难的不尽发问，便是神的显现，因为恰是这不尽的发问与关怀可以使人的心
魂趋向神圣，使人对生命取了崭新的态度，使人崇尚慈爱的理想。
　　&ldquo;人人皆可成佛&rdquo;和&ldquo;人与上帝有着永恒的距离&rdquo;，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态度
，一个重果，一个重行，一个为超凡的酬报描述最终的希望，一个为神圣的拯救构筑永恒的路途。
但超凡的酬报有可能是一幅幻景，以此来维护信心似乎总有悬危。
而永恒的路途不会有假，以此来坚定信心还有什么可怕！
　　这使我想到了佛的本义，佛并不是一个名词，并不是一个实体，佛的本义是觉悟，是一个动词，
是行为，而不是绝顶的一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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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ldquo;人人皆可成佛&rdquo;就可以理解了。
&ldquo;成&rdquo;不再是一个终点，理想中那个完美的状态与人有着永恒的距离，人即可朝向神圣无
止地开步了。
谁要是把自己披挂起来，摆出一副伟大的完成态，则无论是光芒万丈，还是淡泊逍遥，都像是搔首弄
姿。
&ldquo;烦恼即菩提&rdquo;，我信，那是关心，也是拯救。
&ldquo;一切佛法唯在行愿&rdquo;，我信，那是无终的理想之路。
真正的宗教精神都是相通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任何自以为可以提供无苦而极乐之天堂的哲学和神学，都难免落入不能自圆的窘境。
　　晒月亮　　池莉　　常熟有一座山，叫作虞山。
虞山有一座寺，叫作兴福寺。
兴福寺有一把年纪了，大约一千五百来岁。
寺内山坡上有一片竹林。
竹林的特点是竹林里有一条曲径。
曲径的特点是曲径被一个唐人写进了诗歌。
诗歌的特点是到现在还非常动人和流行。
我曾经好几次听见父母们教导幼儿背诵这首唐诗。
有一次居然是在麦当劳快餐厅。
这首诗歌我也记得，便是唐人常建的：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皆寂，惟闻钟磬音。
字是宋人米芾写的。
米芾湖北人，出了名的任性和疯狂。
有洁癖，好奇装异服。
性情渗透了笔墨，字是又诡异又憨厚，漂亮得出奇！
　　今年四月的一天，我就住在这首美丽的诗歌里面。
清早起床，推开房门就是竹林。
走在竹林的曲径上，梳着头发，根根发丝都飘向远方：唐朝和宋朝。
忽然发现，美丽的东西是横截面，一旦美丽便永远美丽。
真正的美丽决不随着时间线性移动。
美丽是不老的。
　　兴福寺的茶是兴福寺的，茶树就生长在兴福寺后面的山坡上。
沏茶的水也是兴福寺的，是一眼天然的泉水。
水杯是最普通不过的玻璃杯。
水瓶也是一般常见的塑料外壳的水瓶。
水瓶上用油漆写了号码。
油漆已经斑驳，暗中透着沧桑，不知沏了多少杯茶了，也不知有多少人喝了兴福寺的茶了！
我成了其中的一个。
我平日不怎么喝茶。
为了睡眠，下午是尤其不喝茶的。
来到兴福寺的下午，我破例喝茶了。
一杯接着一杯。
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茶香。
无须精致茶具的烘托，没有礼仪仪式的引导，这是一种明明白白的清澈和香甜。
能够享受一次这种清澈和香甜，还管睡眠做什么。
　　入夜，听慧云法师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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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寺庙，偏偏有年轻的小当家。
二十来岁的慧云法师，相貌还没有彻底脱去男孩子的虎气，谈吐却已经非常圆熟老道。
可以举重若轻地引领我们前行。
很自然的，人在这种时候就有了要求进步的愿望，就能坦坦然然地说话。
不过我不知道自己进步了没有。
这是需要时间才能够证明的。
可以肯定的是，要求进步总比不思进取的好。
努力了总比不努力的好。
努力至少是一种健康的姿态。
　　夜深深，在寺内缓缓散步。
看风中低语的古树，看树叶滑落潭水，看青苔暗侵石阶，看夜鸟梦呓巢穴，看回廊结构出种种复杂的
故事，看老藤椅凝思深夜的含蓄，看时间失去滴答滴答的声音，看僧人们的睡眠呈现一种寺庙独有的
静寂。
　　看细细的茸毛在皮肤上悄悄生长，皮肤的质感因此变得柔和而华丽；看身体的条条曲线向着灵魂
蜿蜒，欲念因此变得清晰；看你的眼睛里面有我的眼睛；看你的笑意包含着我的笑意；看你的心情覆
盖了我的心情；什么都看得见。
朋友们和我自己，在这一段时间里，都变得很透明和很简单。
不思不想，无忧无虑。
所有的牙齿，都曾经被烟垢污染，不记得何时有过今夜的灿烂。
一笑，就有月光闪烁。
这月光注定会温暖日后漫长的生活。
这就是兴福寺的月亮！
　　兴福寺的月亮是世界上唯一的月亮。
因为它有兴福寺。
它有兴福寺生长了千年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还有兴福寺的院墙作为我们获得某种特定感受的保障。
兴福寺的月亮不是单纯的月亮，是成了精的月亮。
是我们的月亮。
因为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
　　我在新疆遇见过又大又圆清澈如水的月亮，可它的背景是沙漠。
那种月亮像假的。
你就是无法把它当真。
点了篝火，一夕狂欢。
狼狈的是天明之后的灰烬和残酒。
那种月亮更适合失恋少女、行吟诗人、偷香窃玉者、野外科技工作者和深受声名富贵所累的成功者。
不是我。
而我，真是喜欢兴福寺的月亮。
从离开兴福寺的那一刻起，我的等待就已经在悄悄蔓延。
我会耐心地等待再一次的缘分和机会，能够再去兴福寺住几日。
到了晚上，就出来晒月亮。
　　一九九九年七月六日汉口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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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什么是禅？
禅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
禅是刹那永恒，一念三千。
禅在云水，禅在形色，禅在本心，禅在文字。
　　与禅结缘，用生命体验禅意的曲径通幽；人间佛话，看人性向佛性的无限趋近。
人生百味，世相万千，说佛性，谈禅趣，让我们循迹诸位文化名家的心路，去体味其中的妙不可
言&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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