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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朋友从印度回来，带给我一本印度诗哲泰戈尔的画集，他说是在德里等飞机等了三天，百无聊赖
跑进附近一家书店闲逛，竟逛到这一本已经绝版二十多年的画集，心里真是欣喜若狂。
第一个欣喜是没想到泰戈尔也会画画，而且画得那么好。
第二个欣喜是如果不等飞机，如果不无聊，就不能买到这本画集，印证了我常说的一句话：“无聊是
伟大的开始。
”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是最令我感动的，一种是以超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试图使世界美好
的人，像泰戈尔。
另一种人则是有着非常人的眼睛、耳朵和鼻子，他们可以欣赏美好的事物，并且不管那事物是放在多
么不起眼的地方，他都可以翻找出来，我的朋友属于这一种。
　　我自己是介于两种人之间，因此当我接过泰戈尔的画册时，也感到十分欣喜，看到了诗人文学家
的另一面，也说明了我一直相信的观点：一个人不论从艺术的哪一扇门进入，只要到了高峰，与其他
艺术必有相通之处。
诗文与音乐之间，或戏剧与绘画之间，乃至一切的艺术心灵，都像是一个房子里开许多窗，向外看每
一扇都不同，向内看则只有一个房子。
　　艺术与宗教心灵，何尝不也是在同一个房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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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林清玄说禅之1：会心不远》能契会于心，知道那真理不在远处，如六祖所说：“密在汝边！
”恬淡自然，蕴涵佛理，这是林清玄作品的特色，他的文字如清澈的山泉、和熙的清风，散发着淡淡
的自然气息。
字里行间那富有禅意的世界，让人感觉到感恩与善良，也让人内心充满宁静与关爱。
他别样的文字，犹如混沌世间的一片净土，一缕莲花的清香。
会心便是契会于心，是将执著的分别之情超越，融会入一乘的心地，在无言之中冥合真谛。
会心无所不在，无处不在。
我们在父母温暖的怀抱、情人的深情之眼、苦难者虔诚的仰望中都可体验会心，甚至一朵花的温柔之
开放、凄凉之凋零都有会心在焉，有会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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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清玄，高雄旗山人。
　　8岁立志成为作家，17岁正式发表作品，才情敏慧，广受文坛瞩目。
　　30岁囊括台湾地区最高文艺奖项数十种，其中有：中山文艺奖、金鼎奖、联合报散文首奖⋯⋯　
　32岁遇见佛法，入山修行，深入经藏。
　　35岁出山，四处参学，写成“身心安顿系列”，成为90年代最畅销的作品。
　　40岁完成“菩提系列”，畅销数百万册，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书之一。
同时创作“现代佛典系列”，带动佛教文学，掀起学佛热潮。
获颁杰出孝子奖。
　　45岁录制《打开心内的门窗》《走向光明的所在》有声书，被誉为有声书的典范。
世新大学选为十大杰出校友。
　　50岁完成“人生寓言系列”三西篇，被选为青少年最佳读本。
　　52岁完成写作奥秘三部曲，《林泉》《清歌》和《玄想》，被选为中小学生优良读物。
　　53岁出版《老先觉的话》，再度被选为中小学生优良读物。
　　他从少年到壮年，出版过一百多本著作，随着阅历的广大，体验的深刻，作品不断提升境界。
　　他从文学到佛学，悲智双运，情境相容，不断创造新局，自成一家之言，被誉为“台湾文化的良
心”。
　　他的文字魅力风靡华人世界，作品多次被编人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的中文
课本，获颁全球华人文化薪传奖。
内地艺文界将其誉为“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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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游戏的心1 童年的自己2 脱下华服3 不执著的心4 得意的一天5 检点自己的宝盒6 一寸时光，一寸命
光7 向寒暑处去8 留一只眼睛看自己9 可以儿戏10 随缘与任运11 观音观12 采更多雏菊13 家舍即在途
中14 痛苦来的时候15 智慧之羹16 体露金风17 众妙之门18 弹性的生命19 城市与毫毛20 不与万法为侣21 
掬水在手22 以淡素为天下倡23 阿阇世情结24 安心的时候25 风月的闲吟26 珍惜你所看到的27 常在道
场28 临济启悟的一喝29 不下棋的时候30 新禅学的建立者31 再谈神会32 心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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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童年的自己　　不久前返乡陪母亲整理儿时的照片，看到一张里面有我的照片，认了半天竟认
不出自已是那一个。
那是因为我们家依大排行，兄弟就有十四个之多，年纪相差极微，长相也接近，以致连自己都看不出
小时候的“我”了。
　　拿去问母亲，她戴起老花眼镜端详了有一会儿，说：“我也看不出哪一个是你呢！
”　　然后她指着照片里理光头站在一起一般高的三个毛孩子说：应该是这三个其中的一个。
”母亲抬起头来看看我，再看看照片，感慨地说：“经过三十年，真的认不出来了呢！
”　　我拿着照片，从房间走到门口廊下有阳光的地方去看，想确定哪一个是真正的我，仍然没有结
果，使我坐在摇椅上发呆了。
正好哥哥姐姐回来，我问他们说：“来看看哪一个是小时候的我？
”　　哥哥指出是右边的那个，他的理由是我的额头是家族中最大的，那个头最大的应该是我。
　　姐姐的意见不同，她认为是左边的那个，理由是我是家中男孩皮肤最白的，所以那最白的是我。
　　奇怪的是，我觉得中间的那个小孩最像我，因为看起来忧郁而害羞，我小时候的个性正是那样。
　　我们正在讨论的时候，弟弟跑出来，说：“哪一个是你都没有关系，因为都过去了，赶快进来吃
饭吧！
”　　念小学五年级的侄儿听到热闹也跑来，大笑说：“哈！
哈！
叔叔连哪一个是自己都分不清呢！
真好笑。
”　　是呀！
为什么经过了三十年的时间，连自己是哪一个也分不清呢？
长夜里，坐在我幼时的书桌前，想到人的变化实在很大，例如住在乡下的时日，偶尔会遇到小学同学
，如果不互报姓名，几乎无从分辨。
站在生命的恒河岸边，我们的身心有如河水，是不停地向前流去的，是每一刻都在变化的，我们唯一
可以确定的是，那不断变化的外表中，我还知道有一个我并未失去，其他的——例如我的身体——早
就流逝了。
　　这就使我想起《华严经》的《菩萨开明品》中说的：“分别观肉身，此中谁是我，若能如是解，
彼达我有无。
此身假安立，往处无方所，谛了是身者，于中无所著。
于身善观察，一切皆明见，知法皆虚妄，不起心分别。
”　　我们的身体看起来是那样真实明确，实际上是无时不在变灭的，我们对于身体的执著，往往使
我们失去明察，如果能看到身心的虚妄，就不会起分别心，也不会执著了。
　　在《华严经》的《十行品》里也说：“菩萨观去来今一切众生所受之身，寻即坏灭，便作是念：
奇哉！
众生愚痴无智于生死内受无数身，危脆不停，速归坏灭，若已坏灭。
若今坏灭，若当坏灭而不能以不坚固身，求坚固身。
”　　“不坚固身”正是我们的这个皮囊，它过去的已经坏灭，现在的在坏灭之中，将来必然也会坏
灭。
“坚固身”就是“圣身”和“清净身”，是那个我们把肉身还诸天地，尚存的那个真实的自我，一般
人执著于肉身，因此难以体验不可见及的真身、常身、空身、慧身、金刚不坏之身。
　　如何来看待我们变化的肉身，才能趋入真谛呢？
佛陀教我们要常做“四念住”，就是把心念集中在四件事情的观照上，一是观身不净，二是观受是苦
，三是观心无常，四是观法无我。
身、受、心、法虽然有所不同，仍是相通的，可以说是“四境合缘”，以身体来说，身体既是不净的
，也是苦痛的，又是无常的，更是无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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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能时时如是观察，就可以趋入善根，趋入苦、集、灭、道的四圣谛。
　　我们的身体犹如飞花落叶，转眼成泥，融化于天地之间，可叹息的是我们常见于花叶的旋舞，反
而少见树木埋在土中的根本，修习禅道的人就是要善观于相，在飞花落叶之中不沉不没，在肉身坏灭
的进程中不动不摇，如实地观察根本实相。
　　因此，禅宗的祖师常举公案叫学人参“念佛是谁？
”“打坐是谁？
”“无明烦恼者是谁？
”若能参详出那个“谁”，佛性也就呼之欲出了。
　　最近又要换季，在整理冬装的时候，发现比去年胖了一些，有的衣服又不能穿了，想到不知道要
不要减肥来穿这些衣服，心里不禁感慨，我们的身体也是年年在更换的衣服，只是一般人不能见及罢
了。
　　唉唉！
假如我在路上突然遇到了十岁时的自己，恐怕也会错身而过，认不出自己了。
　　喝！
哪一个是学人自己？
参！
　　2 脱下华服　　最近与一些经商的朋友聊天，话题总是脱离不开经济不景气经济不景气对上班族
的影响可能不大，对于中小企业的负责人影响却很大，要面临减产、停产，甚至结束营业的困境。
　　比较欣慰的是，虽然目前的经营面临困境，基本的生活所需在短期内还不会有问题，只是出手不
能像从前一样阔绰大方了。
　　朋友问我的看法，及因应之道，我说：“这就像我们中年发福一样，从前的旧裤子勉强可以穿，
但穿了不舒服，没有余钱买新裤子，旧裤子也不能改，只有减肥去穿旧裤子了。
”　　“为了穿从前的旧裤子而减肥，不是笑话吗？
”朋友说。
　　“是呀！
但是如果要选没有裤子穿，或减肥来适应旧裤子，也只有选择后者了。
”我说。
　　从前的台湾地区的经济确实像一个人突然身材发福一样，看起来体面，身体却没有从前硬朗结实
。
而为了掩饰自己虚胖的身材，不免要在外表上讲究，就好像许多中年人开名车、用名牌、住华屋，平
白增加许多额外的负担。
现在负担不起了，当然要把身外的东西放下，回来锻炼身体，只要体质强健，布衣粗食也一样过，我
们不都是从布衣粗食开始的吗？
再回到布衣粗食不但没什么可怕，对体质不佳的中年人健康反而有益。
　　我对朋友说：“不用担心，尽心支撑就是了，你又有厂房、有住宅，手上的腕表卖了可以吃几个
月，开的车子卖了可以吃一年，满橱子的衣服一生也穿不完，究竟怕什么呢？
”　　其实，我们担心的是不能像从前那么享受了，可是，从前的从前，我们三餐都是番薯签配菜干
，不也是长大成人吗？
有一句俗语说：“穿皮鞋的跑不过打赤脚的。
”那是由于穿了皮鞋，负担大、顾虑多，往往不能像打赤脚的人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现在情势逼得
我们不能不赤脚，说不定正是加速快跑的好时机呢！
　　对于环境和社会我一向都抱持正面的看法，那是由于我曾经生活过40—50年代的台湾农村，吃番
薯叶子，穿肥料袋子，住土块房子，点臭油灯仔，甚至一年只有一条裤子的岁月，生活虽然贫困，却
是心安理得，不觉得有多艰难与恐惧，那么，现在还怕什么呢？
　　我想到日本有一位桃水禅师，他的法席很盛，许多学生千里迢迢来跟他学禅，但学生往往不能承
受他严格的考验，大多半途而废，桃水禅师非常失望，有一天突然从他主持的寺院失踪了。
　　三年后，他被一位门人偶然发现和一群乞丐在京都的一座桥下，门人立刻向他顶礼，请求他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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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法，桃水说：“如果你能像我一样，在这里住几天，我就可以教你。
”　　这个学生欣喜若狂，立刻脱下华服和桃水、乞丐住在一起，第二天，同住的乞丐死了一人，桃
水和门人在午夜把那人的尸体抬到山边埋了，仍然回到桥下睡觉。
桃水倒头便呼呼大睡，门人却失眠了，他为人的死而感伤，也不明白桃水如何能若无其事地睡去。
　　第二天天亮，桃水很高兴地对门人说：“真好！
那个死了的同伴还留下一些食物，我们今天不必出去乞食了。
”　　然后，他把乞丐的食物拿来分成两半，自己很有兴味地吃起来，门人却一口也不能吞咽，桃水
吃完了，对门人说：“我曾说过你无法跟我学习的。
”　　门人不禁默然，桃水挥挥手说：“你走吧！
”门人于是向桃水黯然拜别了。
　　这个故事极有深意，桃水的学生虽然脱下身上的华服，却未能脱下心里的华服，因而不能安于一
无所有的日子。
我们或许无法做到像桃水一样，但脱下一些华服与身段并不困难。
　　平常我们的日子过得舒坦，劝人放下是很难的，到了紧急的时机，放下也就变得理所当然，经济
不景气之于人生，或者是令人苦痛的经验，但经济萧条对于禅悟，或者正是大破大立的时机。
　　3 不执著的心　　在《中阿含经》里，有一位弟子请问佛陀，是否可以将他的教法用一句话来表
达，如果能，那是哪一句话？
　　佛陀说：“一切都不可执著。
”　　接着，佛陀说：“谁听到了这一句，就等于听到了一切的教法；谁实践了这一句，就等于实践
了一切的教法；谁收到实践这一句的果，就等于收到实践一切教法的果。
”　　呀！
一切都不可执著，是一个多么简洁有力的教法啊！
这一切当然是包括了对于情的执著、我的执著，甚至法的执著。
由于一切都不执著，因此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天，每一念都是全新的一念，那也就是时时刻刻都过着
创意的生活。
　　学习佛道的人，时常会陷进一种生活的执著，就是把生活分为有用的和无用的，有用的事像是念
佛、持咒、诵经、拜忏；无用的事像是散步、听音乐、洗澡、聊天。
因为这样的分别与执著，使许多人的生活就分成两边，这种两边的陷入使人不但无法解脱，反而徒生
许多的烦恼。
　　其实，即使是修行，也不可执著于修行呀！
在《楞严经》里曾记载了二十五位菩萨成就的法门，有时想想就得到了很大的启示，香严童子是因为
闻到烧香的味道而“由是意销，发明无漏”；跋陀婆罗和十六个菩萨同修是因为洗澡沐浴而，“忽悟
水因，既不洗尘，亦不洗体，中间安然，得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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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文字中见禅意，在禅意中品味人生。
　　美丽的辞藻总是短暂的，只有真正的思想才可以恒久。
一切佛法的写作都是在帮人找钥匙。
　　——林清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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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林清玄说禅之1：会心不远》在文字中见禅意，在禅意中品味人生。
美丽的辞藻总是短暂的，只有真正的思想才可以恒久。
一切佛法的写作都是在帮人找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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