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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弘一法师是我学艺术的教师，又是我信宗教的导9币。
我的一生，受法师影响很大。
厦门是法师近年经行之地，据我到此三天内所见，厦门人士受法师的影响也很大，故我与厦门人士不
啻都是同窗弟兄。
今天学佛会要我演讲，我惭愧修养浅薄，不能讲弘法利生的大义，只能把我从弘一法师学习艺术宗教
时的旧事，向诸位同窗弟兄谈谈，还请赐我指教。
　　我17岁入杭州浙江第一师范，20岁毕业以后没有升学。
我受中等学校以上学校教育，只此五年。
这五年间，弘一法师，那时称为李叔同先生，便是我的图画音乐教师。
图画音乐两科，在现在的学校里是不很看重的；但是奇怪得很，在当时我们的那间浙江第一师范里，
看得比“英、国、算”还重。
我们有两个图画专用的教室，许多石膏模型，两架钢琴，五十几架风琴。
我们每天要花一小时去练习图画，花一小时以上去练习弹琴。
大家认为当然，恬不为怪，这是什么原故呢？
因为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制了我们的感情，折服了我们的心。
他从来不骂人，从来不责备人，态度谦恭，同出家后完全一样；然而个个学生真心地怕他，真心地学
习他，真心地崇拜他。
我便是其中之一人。
因为就人格讲，他的当教师不为名利，为当教师而当教师，用全副精力去当教师。
就学问讲，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
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
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
夏丐尊先生曾经说：“李先生的教师，是有后光的。
”像佛菩萨那样有后光，怎不教人崇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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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叔同在俗世为艺术家，在佛为高僧。
其一生心得弥足珍贵。
大师晚年整理、修订了大量的佛学要义，旨在弘扬佛法，让更多世人觉悟。
本书精选了其修订后的佛学著述近三十篇。
而为了更全面地展现大师的艺术成就，除说法外，编者还收录了处世格言、演讲稿、诗词、散文、信
件等作品。
大师俗世爱徒、挚友，都曾为大师提笔，本书也一并收录。
往昔岁月，弹指一挥间，希望大师的佛语禅心，能让奔波、劳碌的世人多一点启发，多一点对生活的
感悟、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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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佛学著述选　　佛法大意　　我至贵地，可谓奇巧因缘。
本拟住半月返厦。
因变住此，得与诸君相晤，甚可喜。
　　先略说佛法大意。
　　佛法以大菩提心为主。
菩提心者，即是利益众生之心。
故信佛法者，须常抱积极之大悲心，发救济一切众生之大愿，努力作利益众生之种种慈善事业。
乃不愧为佛教徒之名称。
　　若专修净土法门者，尤应先发大菩提心。
否则他人谓佛法是消极的、厌世的、送死的。
若发此心者，自无此误会。
　　至于作慈善事业，尤要。
既为佛教徒，即应努力作利益社会之种种事业。
乃能令他人了解佛教是救世的、积极的。
不起误会。
　　或疑经中常言空义，岂不与前说相反。
　　今案大菩提心，实具有悲智二义。
悲者如前所说。
智者不执着我相，故曰空也。
即是以无我之伟大精神，而做种种之利生事业。
　　若解此意，而知常人执着我相而利益众生者，其能力薄、范围小、时不久、不彻底。
若欲能力强、范围大、时间久、最彻底者，必须学习佛法，了解悲智之义，如是所作利生事业乃能十
分圆满也。
故知所谓空者，即是于常人所执着之我见，打破消灭，一扫而空。
然后以无我之精神，努力切实作种种之事业。
亦犹世间行事，先将不良之习惯等一一推翻，然后良好建设乃得实现也。
　　今能了解佛法之全系统及其真精神所在，则常人谓佛教是迷信是消极者，固可因此而知其不当。
即谓佛教为世界一切宗教中最高尚之宗教，或谓佛法为世界一切哲学中最玄妙之哲学者，亦未为尽理
。
　　因佛法是真能：　　说明人生宇宙之所以然。
　　破除世间一切谬见，而与以正见。
破除世间一切迷信，而与以正信。
恶行，而与以正行。
幻觉，而与以正觉。
　　包括世间各教各学之长处，而补其不足。
　　广被一切众生之机，而无所遗漏。
　　不仅中国，现今如欧美诸国人，正在热烈地研究及提倡。
出版之佛教书籍及杂志等甚多。
　　故望已为佛教徒者，须彻底研究佛法之真理，而努力实行，俾不愧为佛教徒之名。
其未信佛法者，亦宜虚心下气，尽力研究，然后于佛法再加以评论。
此为余所希望者。
　　以上略说佛法大意毕。
　　又当地信士，因今日为菩萨诞，欲请解释南无观世音菩萨之义。
兹以时间无多，惟略说之。
　　南无者，梵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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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归依义。
　　菩萨者，梵语，为菩提萨之省文。
菩提者觉，萨者众生。
因菩萨以智上求佛法，以悲下化众生，故称为菩提萨。
此以悲智二义解释，与前同也。
　　观世音者，为此菩萨之名。
亦可以悲智二义分释。
如《楞严经》云：由我观听十方圆明，故观音名遍十方界。
约智言也。
如《法华经》云：苦恼众生一心称名，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以是名观世音。
约悲言也。
　　佛法十疑略释　　欲挽救今日之世道人心，人皆知推崇佛法，但对于佛法而起之疑问，亦复不少
。
故学习佛法者，必先解释此种疑问，然后乃能着手学习。
　　以下所举十疑及解释，大半采取近人之说而叙述之，非是讲者之创论，所疑固不限此,今且举此十
端耳。
　　一、佛法非迷信　　近来，知识分子多批评佛法谓之迷信。
　　我辈详观各地寺庙，确有特别之习惯及通俗之仪式，又将神仙鬼怪等混入佛法之内，谓是佛法正
宗。
即有如此奇异之现相，也难怪他人谓佛法是迷信。
但佛法本来面目贝！
不如此，决无崇拜神仙鬼怪等事。
其仪式庄严，规矩整齐，实超出他种宗教之上。
　　又佛法能破除世间一切迷信，而与以正信，岂有佛法即是迷信之理？
！
故知他人谓佛法为迷信者，实由误会。
倘能详察，自不至有此批评。
　　二、佛法非宗教　　或有人疑佛法为一种宗教，此说不然。
　　佛法与宗教不同，近人著作中常言之，兹不详述。
应知佛法实不在宗教范围之内也。
　　三、佛法非哲学　　或有人疑佛法为一种哲学。
此说不然。
　　哲学之要求在求真理，以其理智所推测而得之某种条件，即谓为真理。
其结果有一元、二元、唯心、唯物种种之说。
甲以为理在此，乙以为理在彼，纷坛扰攘，相非相谤。
但彼等无论如何尽力推测，总不出于错觉一途。
譬如育人摸象，其生平未曾见象之形状，因其所摸得象之一部分，即谓是为象之全体，故或摸其尾—
—便谓象如绳，或摸其背——便谓象如床，或摸其胸——便谓象如地。
虽因所摸处不同而感觉互异，总而言之，皆是迷惑颠倒之见而已。
　　若佛法则不然。
　　譬如明眼人能亲见全象，十分清楚，与前所谓盲人摸象者遇然不同。
因佛法须亲证“真如”，了无所疑，决不同哲学家之虚妄测度也。
　　何谓“真如”之意义？
　　真真实实，平等一如，无妄情，无偏执，离于意想分别——即是哲学家所欲了知之宇宙万有之真
相及本义也。
夫哲学家欲发明宇宙万有之真象及本体，其志诚为可嘉；第太无方法，致罔废心力，而终不能达到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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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说之佛法非宗教及哲学，仅略举其大概。
若欲详知者，有南京支那内学院出版之《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一详卷，可自详研，即能洞明其奥义也
。
　　四、佛法非违背于科学　　常人以为佛法重玄想，科学重实验，遂谓佛法违背于科学，此说不然
。
　　近代科学家持实验主义者，有两种意义：　　一是根据眼前之经验，彼如何，即还彼如何——毫
不加以玄想。
　　二是防经验不足恃，即用人力改进，以补通常经验之不足。
　　佛家之态度亦尔。
彼之“戒”、“定”、“慧”三无漏学，皆是改进通常之经验。
但科学之改进经验重在客观之物件，佛法之改进经验重在主观之心识。
　　如人患目病，不良于视，科学只知多方移置其物，以求一辨；佛法则努力医治其眼，以求复明。
两者虽同为实验，但在治标治本上有不同耳。
　　关于佛法与科学之比较，若欲详知者，乞阅上海开明书店代售之《佛法与科学之比较研究》著者
王小徐，曾留学英国，在理工专科上迭有发见，为世界学者所推重，近以其研究理工之方法，创立新
理论，解释佛学，因著此书也。
　　五、佛法非厌世　　常人见学佛法者，多居住山林之中，与世人罕有往来，遂疑佛法为消极的厌
世的，此说不然。
　　学佛法者，固不应迷恋尘世，以贪求荣华富贵，但亦决非是冷谈之厌世者。
因学佛法之人，皆须发“大菩提心”，以一般人之苦乐为苦乐，抱热心救世之弘愿。
不唯非消极，乃是积极中之积极者。
虽居住山林中，亦非贪享山林之清福，乃是勤修“戒”、“定”、“慧”三字，以预备将来出山救世
之资具耳,与世俗青年学子在学校读书，为将来任事之准备者甚相似。
　　由是可知，谓佛法为消极厌世者实属误会。
　　六、佛法非不宜于国家之兴盛　　近来，爱国之青年信仰佛法者少，彼等谓：佛法传自印度，而
印度因此衰亡，遂疑佛法与爱国之行动相妨碍，此说不然。
　　佛法实能辅助国家，令其兴盛，未尝与爱国之行动相妨碍。
印度古代有最信仰佛法之国王，如阿育王、戒日王等，以信佛故，而统一兴盛其国家。
其后婆罗门等旧教复兴，佛法渐无势力，而印度国家乃随之衰亡——其明证也。
　　七、佛法非能灭种　　常人见僧尼不婚不嫁，遂疑人人皆信佛法，必致灭种，此说不然。
　　信佛法而出家者，乃为僧尼，此实极少之数。
此外大多数之在家信佛法者，仍可婚嫁如常。
　　佛法中之僧尼，与他教之牧师相似，非是信徒皆应为牧师也。
　　八、佛法非废弃慈善事业　　常人见僧尼唯知弘扬佛法，而于建立大规模之学校、医院、善堂等
利益社会之事未能努力，遂疑学佛法者废弃慈善事业，此说不然。
　　依佛经所载，布施有二种：一曰财施，二曰法施。
　　出家之佛徒，以法施为主，故应多致力于弘扬佛法，而以余力提倡他种慈善事业。
　　若在家之佛徒，则财施与法施并重，故在家居士多努力作种种慈善事业。
　　近年以来，各地所发起建立之佛教学校、慈儿院、医院、善堂、修桥）造凉亭、乃至施米、施衣
、施钱；施棺等事；皆时有所闻、但不如他教仗外国慈善家之财力，所经营者规模阔大耳。
　　九、佛法非是分利　　近今经济学者，谓“人人能生利，则人类生括发达，乃可共享幸福”，因
专注重于生利，遂疑信仰佛法者，唯是分利而不生利、殊有害于人类，此说亦不免误会。
　　若在家人信仰佛法者，不得于职业，士、农、工、商皆可为之。
此理易明，可毋庸疑。
若出家之僧尼，常人观之，似为极端分利而不生利之寄生虫、但僧尼亦何尝无事业？
！
僧尼之事业，即是弘法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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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能教化世人，增上道德，其间接直接有真实大利益于人群者正无量矣！
　　十、佛法非说空以灭人世　　常人因佛经中说“五蕴皆空”、“无常若空”等，因疑佛法只一味
说空，若信佛法者多，将来人世必因之而消灭，此说不然。
　　大乘佛法，皆说“空”及“不空”两方面。
虽有专说“空”时，其实亦含有“不空”之义。
故须兼说“空”与“不空”两方面，其义乃为完足。
　　何谓“空”及“不空”？
　　“空”者是无我；“不空”者是救世之事业。
虽知无我，而能努力作救世之事业，故“空”而“不空”；虽努力作救世之事业，而决不执着有我，
故“不空”而“空”。
如是真实了解，乃能以无我之伟大精神，而作种种之事业无有障碍也。
　　又若能解此义，即知常人执着我相而作种种救世事业者，其能力薄，范围小，时间促，不彻底；
若欲能力强，范围大，时间久，最彻底者，必须于佛法之空义十分了解。
如是所作救世事业乃能圆满成就也。
　　故知所谓“空”者，即是于常人所执着之我见，打破消灭，一扫而空，然后以无我之精神，努力
切实作种种之事业。
亦犹世间行事，先将不良之习惯等，一一推翻，然后良好之建设乃得实现。
信能如此，若云牺牲，必定真能牺牲；若云救世，必定真能救世。
由是坚坚实实，勇猛精进而作去，乃可谓伟大，乃可谓彻底，。
　　所以真正之佛法，先须向“空”上立脚，而再向“不空”上作去，岂是一味说“空”而消灭人世
那？
！
　　以上所说之十疑及释义，多是采取近人之说，而叙述其大意。
诸君闻此，应可免除种种之误会。
若佛法中之真义，至为繁广，今未能详说。
惟冀诸君，从此以后，发心研究佛法。
请购佛书，随时阅览，久之自可洞明其义。
是为余所厚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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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禅灯梦影》特点为：世之最可珍重者，莫过业，世之最可爱异者，莫过光阴，一念净即佛界缘
起，一念染即九界生因，凡动一念即十界种子，可不珍重乎？
是日已过，命亦随减，一寸时光即一寸命光，可不爱惜乎？
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中，弘一法师李叔同注定不会被人遗忘。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冬国内，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
、晓音律、善演艺、精金石。
在世时，他流光溢彩，为翩翩佳公子；一朝出世，洗净铅华，即与红尘永诀。
从风华才子到云水高僧，从酒旗风舞到青灯古卷，李叔同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而今，斯人已去，留给世人的是须用一生体味、品读的禅门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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