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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国哲学家赫里格尔先生在日本向弓道大师学习六年，回国后他记下了通过亲身体会所感悟到的
东方禅文化。
由于作者将抽象玄奥、高深莫测的禅和他在日本学习射箭的具体过程联系起来谈论，使得神秘的“禅
”在他的笔下变得有血有肉、生动真切，因而具有特别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此书德文原版1948年出版后，60年来，一版再版，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版本。
至今仍被西方人视为了解“禅”的最佳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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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弓道与禅　　乍一看，将禅——不管读者如何理解这个词,与射箭这类如此平凡的事情联
系起来，一定会显得庸俗不堪。
即使他愿意让出一大步，而且承认射箭乃是一种独特的“艺道”，这种艺道除了显然是一种体育竞技
之外，其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他并无心探究。
因此，他指望本书讲述的是日本技巧艺术家们那令人惊叹的技艺，这与弓箭手们在弓箭的使用上能够
得天独厚地依凭悠久而未曾中断的历史传统有关。
因为，在远东，现代化的武器取代旧的格斗器械还不过是几十年前的事，熟练地使用这些器械决不会
过时，相反，已在越来越多的人们之间得到推广。
难怪人们会指望本书描述的是如今在日本正作为全国性运动而研习的箭术。
　　然而，这种指望是大错特错了。
从传统意义上说，日本人将射箭尊为一种艺术，奉为民族传统，但并不将之看作体育运动，而是——
初听也许会觉得奇怪——理解成一种宗教仪式。
因而，所谓“射箭的艺术”，或曰“弓道”，指的并不是运动员多少可借由肢体的锻炼能加以控制的
那种能力，而是这么一种能力：它的来源要从炼心中去找，它的目标在于射中心灵的靶子，以使射手
主要是朝自身瞄准，甚至能成功地射中自己。
　　无疑，这听起来很费解。
什么？
读者会说，要我们相信曾为了生死搏击而练习的箭术，竟然不是作为一种竞技运动而存在的，而是已
经退化为一种精神训练了？
那么，弓、箭、靶还有什么用？
这不是否认了射箭这种具有男性雄健之美的古老艺术及其本来意义，以某种模糊不清的东西——如果
说不是纯粹荒诞不经的话——来加以取代吗？
　　然而，切记这种艺道那独特的精神并非到近代才需融回到弓箭的使用上去，在过去总是跟弓箭密
不可分，现在由于它再也不用在血战中证明自身，这种精神便更直接，更令人信服地显露了出来。
说弓道所传承下来的技艺由于在战斗中业已失去其重要性，而变成了一种适意的消遣，以至成为一种
无关紧要的东西，是不正确的。
弓道“奥义”告诉我们的恰恰相反。
按照“奥义”的说法，弓道仍是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它是射手与自身的较量，这种较量不是可有可无
的摆摆样子，而是与一切外部——例如跟一个有形有体的对手——较量的基础。
在这种射手与自身的较量之中，这种艺道隐含的实质便显现了出来，而教授此种艺术总是抛开那种骑
士式较量所依赖的功利目的，并不扼杀任何本质的东西。
　　因此，今天任何赞同弓道的人，将会从其历史发展中获得不可否认的有利条件，即不会受实用目
的——即使他是将此种目的隐藏起来不让自己知道——的诱惑而模糊自己对“奥义”的理解，从而也
许使这种艺术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事。
因为，各个时代的弓道大师都一致认为，通往这种艺术的大门只向那些心灵纯净、心无旁骛的人敞开
。
　　站在这个观点上，如果有人要问那些日本大师是如何理解这种射手与自身的较量，又是如何加以
描述的，他们的回答听起来也许是极其神秘玄妙的。
对于他们来说，在这种较量中，射手向自身瞄准——但又没向自身瞄准；射中自身——但又没有射中
自身。
因为此时，瞄准者与被瞄准者，射手与靶子已合而为一。
或者用最能表达那些大师心意的说法，射手需不由自主地成为一个不动的中心。
这样，那至高无上的奇迹就会发生：艺成为无艺，射成为非射，即无弓无箭之射；老师又成为学生，
大师转变为生手；结束成为开端，而开端即是圆满。
　　对于东方人来说，这些神秘的说法是清楚而又熟悉的真理，但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却完全是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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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摸不着头脑。
因此，我们不得不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即使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日本的各种艺术就内在形式而言可以追溯到一个共
同的根源——即佛教，这一点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弓道是这样，墨绘及歌舞伎也是这样，茶道、插花及剑道概莫能外。
所有这些艺道都预先假定了一种心态，各种艺道都以自己的方式对之加以培植，这种心态，其最高的
形态便是佛教所特有的东西，它决定了僧侣那一类人的本质。
我这里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佛教，　　也不是那种显然具有思辨形式的佛教——这种佛教由于文献
易得，是我们在欧洲所知道甚至声称能理解的唯一一种。
我指的是禅佛教（Dhyana Buddhism），在日本被称作“禅”（Zen）。
它绝非思辨，而只是对作为无底之底的存在的直接体验，这种无底之底的存在任凭千思万虑也是理解
不了的，即使有了最实在、最可靠的体验也是表达不出、解释不了的，人们只能以不知为知之。
为了获得那些关键的体验，禅宗创立了一些方法，通过有步骤的自我冥想，使人的心灵最深处意识到
不可名状的无底无质状态，进而引导人与这种状态合而为一。
而在弓道上。
这是用很不明确因而可能会导致误解的语言来表达的，它指的是炼心——单是由于这一点，射箭技巧
才变成一种艺术；而且，如果一切进行得顺利，会不断完善，使之成为“无艺之艺”——乃是神秘的
磨炼。
因而，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弓道并不意味着用弓箭达到什么外在的目的，而只是为了使自身达到内在
的目的。
弓箭只是没有它们也照样发生的某种东西的一种假托，是达到目的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只是在
最后决定性的飞跃中起一下辅助作用。
　　考虑到这一切，一个人如果能借助于禅师的开示以帮助理解，那是最好不过了。
事实上这类开示并不缺乏。
铃木大拙在他的《禅宗论集》中已经成功地表明日本文化与禅有着紧密的联系。
日本的艺术、武士的精神态度、日本的生活方式、道德、审美，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日本人的智性生
活，其独特性都应归功于这种禅的背景，任何对这一背景不熟悉的人都是不能正确地对之加以理解的
。
　　铃木大拙所著的极其重要的著作以及其他日本学者所作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兴趣。
一般认为，禅宗源于印度，在经历深刻变化后在中国得到全面发展，最后为日本所接受，并作为一种
生活传统而流传至今。
禅展现了人们意想不到的生存方式，对于我们来说，理解这种生存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尽管禅家作了种种努力，但我们欧洲人对禅的本质的洞察力仍然极其有限。
人们似乎无法对之作更深的钻研，刚刚走了几步，人们的探索直感就面临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包裹在不可穿透的黑幕之中的禅，看来一定是东方的精神生活所制作出的最奇异的谜：难以解开，却
又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之所以会有这种难以接近的苦衷，其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禅宗迄今所采取的阐释方式。
任何一个明白事理的人都不会指望禅师做除了暗示曾使之超脱、使之改变的体验以外的事，或指望他
试图描述他现在借以生活的那不可想象、难以名状的“真如”。
在这一点上，禅宗跟纯粹内省式的神秘主义相似。
除非我们直接参与、进入神秘的体验，否则，不管怎样转来转去，我们仍然是站在门外。
这条所有真正的神秘主义所遵循的法则是不容有任何例外的。
大量的被看作神圣的禅宗文献存在，与此并不矛盾。
这些文献具有如此特征，其鲜活的意义只向此类人展示：他们业已获得那种至关重要的体验，因而能
从此类文献中验证他们自身已经拥有的东西及其身份。
另一方面，对于不具有此种体验的人来说，这些文献不仅依然默不作声——他如何理解得了字里行间
的弦外之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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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肯定会将之引到无可救药的精神混乱之中，即使他是带着慎重而无私的奉献精神来研究它们
的。
禅和所有的神秘主义一样，要理解它只有当自身成为神秘主义者，且不受不正当手段的诱惑去获取神
秘的体验所不容他获取的东西。
　　然而，一个借禅而脱胎换骨，即经“真理之火”锤炼过的人所过的生活实在太令人信服了，人们
对此是忽视不了的。
因此，如果为寻找精神契合的心理所驱使，企盼找到一条通向能创造出此种奇迹的无名力量的道路—
—因为单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是没有权利提出什么要求的——我们指望禅师至少能描述达到这个目标的
途径，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
没有一个神秘主义者或学习禅宗的人一开始就能通过自我完善克成其功的。
在他最终抵达真理之前，有多少困难需要克服，有多少障碍有待扫除啊！
途中，他又是多么经常地受到一种绝望感觉的折磨，觉得自己在试着做不可能的事！
然而，这种不可能的事有朝一日会变成可能，并将不证自明。
那么，将这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细加描述至少对我们有一个用处：问问自己愿不愿走？
——这不算什么奢望吧？
　　在禅宗文献中，这样的描述几乎是完全缺乏的。
部分原因是由于禅师绝对拒绝为人们作任何关于过幸福生活的训导。
他从个人的经验得知，如果没有经验丰富的老师作尽职的指导，没有大师的帮助，是没有一个人能自
始至终坚持到底的。
另一方面，这个事实也同样起着决定作用，就是他的各种体验、各种获得的东西以及各种精神的变化
，只要仍然是属于他的，就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克服、改变，直到一切属于“他的”东西全被
消灭。
只有这样，他才能具备获得灵性感受的条件，这种灵性感受作为“无所不包的真理”使他觉醒过来，
开始过一种不再是他日常的、个人的生活。
他生活，然而那生活的已不再是他的自我。
　　站在这个观点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禅师闭口不谈自己以及自己的进展情况。
这不是因为他觉得谈自己不谦虚，而是因为他将之看作是对禅的背叛。
即使是打定主意谈论禅本身，他都要三思而行。
在他面前有个警戒性的例子：有人问一位大禅师什么是禅，这位大师却依然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仿
佛没有听到这个问题似的。
那么，哪个禅师会经不起诱惑，将他早已弃置不顾的东西叙述出来呢？
　　在这种情形下，假如我只谈一连串似是而非的话，借高谈阔论作为掩护，那将是推卸自己的责任
。
因为我想阐明禅的性质以及禅对已经打上禅宗印记的诸种艺术之一的影响。
这种阐释当然不可能从根本意义上洞察禅的究竟，但至少能表明在这不可穿透的云雾之墙后面，一定
有着某种东西——某种类似夏季的闪电预示远处的雷雨那种东西。
可以这么理解，弓道很像是学禅的预科学校，因为它使初学者通过自己的双手对那些原本不可理解的
事件获得更加清晰的了解。
客观地说，从我已经提到过的任何一种艺术开始悟禅都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通过描述一个学习弓道的学生所应当完成的课程，我认为能够最有效地达到我的目的。
更确切地说，我将设法将我在日本逗留期间，从精通此种艺术的一位最杰出的大师那里所接受的六年
时间的教诲总结一下。
因此，是我自身的经历授予我这样做的权利。
为了让读者能真正理解我的意思——因为即使在这所预科学校里也有着足够多的谜团——我别无选择
，只有详细地回忆在我成功地把握“奥义”的精神以前一切必须克服的阻力，一切必须扫除的障碍。
我谈论自己只是因为我找不到别的方法来达到我在自己面前设置的目标。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只谈最根本的东西，使它们能更清楚地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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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意不描述教学进行时的场景，也不描写已经嵌进我的记忆的种种景象，尤其是不描绘大师的相貌
——不管所有这一切多么富有诱惑力。
一切东西必须以弓道为转移，而要将这种艺术阐释清楚，我有时觉得比学习这种艺术还要困难：这种
阐释必须说到点子上，我们要能从中开始窥见那遥远的地平线，而禅就在那地平线的后面生活着，呼
吸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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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箭悟禅录》：一位西方哲学家的悟禅经验，据说本书当年出版后，嬉皮士们人手一册。
可惜大多嬉皮士只是把禅当做某种“内心体验”，真正实践成功的很少。
当我们读这本书时，不应将禅局限于箭术上。
事实上，禅的精神遍布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吃饭穿衣，举手投足，往来应对，无一不像箭术一样彰显禅的空灵、活泼、自在和超常的艺术创造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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